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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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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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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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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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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
%#$

余万组微观企业数据#基于拓展后的
L11+;<*,e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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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运用系统
V\\

估计从要素密集度和所有制异质性视角验证
575

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得到

结论与启示主要有&首先以往认为
575

定理在中国不适用的推断是不准确的#

575

定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观点

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效应的估计结果是吻合的)其次提高高端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加大后发型企业

技术赶超能够有效地降低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最后企业所得税对制造业工资差距表现出一定的调节功能#补贴则

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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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不仅能够弥补一国外汇短缺'增加国内就

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收入"工

资#分配产生影响(

%

)

&根据
575

定理可知!自由贸易

会推动一国充裕型生产要素收入的提升%而贸易保

护则会提升稀缺生产要素的收入&在这一模式下进

行出口贸易%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丰裕型要素#的

工资会提高%而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丰裕型要

素#的工资会提高&即出口会扩大发达国家的工资

差距%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作为发展中国

家的中国%出口额从
%DD#

年的
K&$

亿美元%迅速增长

到了
#$%%

年的
%KDKE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在
%&X

以

上%那么不断扩大的出口是否遵循
575

定理的机制影

响中国的工资差距3 缩小工资差距是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力图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

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并理清出口与工资差距的关

系%对我国更好地借助外部需求发展经济'制定外贸

政策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口对中国工资差距影响的探索始于
#$

世纪

D$

年代后期%多数结论认为!

575

定理的预期与中国

实际并不一致&如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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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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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工资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出口会

通过范围经济"

3+6*1,;3+

4

*1<)*+;<(;6,-1

#和固化领导

型企业与地区等作用机制"

.11NM,6YS160,+3;S

#不断

扩大国内的工资差距$魏浩等(

!

)研究表明!对外贸易

所具有的就业质量偏向效应会扩大中国制造业工资

差距&本文基于要素密集度和所有制异质性视角%

就
575

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从而分析出

口对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通过已有文献的对比和分析%还能发现已有研

究至少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

#现有研究多从出口层

面研究出口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忽视了出口内部构

成"如边际广化和边际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M

#

中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存在大量

的外资企业%所有权的差异在工资差距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而现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并未注意到这一



点$

6

#要素密集度异质性产业收入分配机制并不相

同%而很少有研究从产业要素密集度严格区分的视

角展开&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以要素密集度和所

有制异质性为视角%在区分出口和二元边际的基础

上对
575

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再验证%进而从

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出口对中国工资差距的作用

关系&

一%模型%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一#实证模型的设定

本文借助
L11+;<*,

等(

"

)的短期成本函数模型%

构建出口与制造业工资差距关系的计量模型&假设

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需要三种要素的投入%这三种

要素分别为资本"

9

#'非熟练劳动力"

8

#和熟练劳动

力"

-

#&则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5

2

[

I

"

9

2

%

-

2

%

8

2

%

1

2

# "

%

#

式"

%

#中
1

表示结构性要素"

;<*)6<)*1.,6<(*;

#%可

以包括出口'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等&在短期条件

下%资本存量和其他外部因素是给定的%因此%生产

者主要根据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组合

来制定生产方案(

"

)

%以使得自身成本最小化&此时

企业的生产方案可以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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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数%并借助泰勒近似二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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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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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生产方案中的劳动力最优投入数量%

N

是前置变量固定投入或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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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量表示的是不同熟练程

度劳动力的工资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根据蔡宏波

等"

#$%#

#的研究可知!

A

2,

同时表示不同劳动力间的

工资差距&笔者借鉴蔡宏波等"

#$%#

#的处理方法%

将方程式"

"

#中的工资项"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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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为常

数项"

$

$

#和截面固定效应"

$

2

#&由于熟练劳动力工

资份额方面的数据难以获得%为此%笔者以前文所测

的制造业工资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式"

"

#可修正为

如下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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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O

2B

为工资差距%

'

2B

为残差项&在综合考

察
L11+;<*,

等(

"

)研究结论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笔

者对式"

&

#做如下修正!中国制造业的产出"

5

#与资

本存量"

9

#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如果将二者置于

同一估计方程中进行回归%可能会得到具有多重共

线性特征的估计结果&考虑到产出"

5

#是劳动力

"

8

#和资本"

9

#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数量也是影

响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借鉴
I3

等(

E

)

的研究将
5

和
9

修正为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比值%

即资本密度%同时将出口"

.#

#从结构性变量中独立

出来&则方程式"

&

#可以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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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为除去出口以外的其他结构性变量&在运

用普通面板数据方程进行估计时%需防止计量模型

设置不当带来的设置偏误(

F

)

%而处理此类问题的一

个有效方法便是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引入估计方

程(

F

)

%从而将原方程拓展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具体

如下!

:O

2B

[

$

$

d

$

2

d

$

Q

*

:O

2BC%

d

$

N

-+

9

2B

8

2B

d

$

5

-+.#

2B

d

$

P

-+C

2B

d

'

2B

"

F

#

式"

F

#纳入了时间效应%有效地缓解了式"

E

#可

能存在的设定偏误%但是式"

F

#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未能消除特定截面效应%从而为实际估计增加

难度$二是未能有效处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这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从

而使得基于估计结果而进行的统计推断失效(

K

)

&广

义矩阵估计法"

V\\

#能够有效地处理上述问题%

考虑到系统
V\\

估计同时考虑了水平方程和差

分方程的样本容量和信息%其估计所得结果将更为

可靠和稳健&笔者采用系统
V\\

估计方法进行

分析%另外借鉴钱学峰等(

K

)和刘慧(

D

)的研究%笔者以

被解释变量和其他结构性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估

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为此%本文具体的实证方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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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密集度和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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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检验

!

笔者曾试图将资本存量和产出置于同一方程中进行回归%

;<,<,

的回归结果均会自动放弃总产出变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修正式"

&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O

2B

[

$

Q

*

:O

2BC%

d

$

N

-+

9

2B

8

2B

d

!!

$

5

-+.#

2B

d

$

P

-+C

2B

d

'

2B

&

:O

2B

[

$

Q

*

&

:O

2BC%

d

$

N

&

-+

9

2B

8

2B

d

!!!

$

5

&

-+.#

2B

d

$

P

&

-+C

2B

d

&'

%

&

'

2B

"

K

#

动态面板数据
V\\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取决

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F7K

)

&为此%需对系统
V\\

估

计结果进行相应的检验&本文采用
A]

"

#

#检验来

检验系统
V\\

估计的差分残差是否存在二阶序

列自相关%采用
Z,-N

检验来检验估计结果的整体

有效性&

"二#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出口对要素密集度异质

性和所有制异质性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此%被

解释变量为工资差距"

:O

#%本文采用各制造业企业

工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制造业各行业的工资

差距&结合估计式"

K

#%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主要

有!

,

#资本密集度"

9

/

8

#%笔者以1中国工业企业统

计数据库2中各制造业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与

该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之比表示$

M

#出口"

C.#

#%与

以往简单考察出口对工资差距影响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不仅考察了出口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

响%还深入考察了出口二元边际对工资收入差距的

影响"借鉴陈勇兵等(

%$

)对出口二元边际的界定%笔

者以各制造业参与出口企业的数量表示边际广化

"

4-

#%以制造业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为边际深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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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

C.:

#%

L11+;<*,

等(

"

)认为制

造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生产函数中非常重要的变

量%另外生产技术也会对制造业收入差距产生深远

影响"与刘瑶(

&

)以专利数作为技术进步指标不同的

是%笔者以制造业内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来

表示其技术水平"

&借鉴李春顶等(

%%

)的研究%采用

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来测算各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

#$

N

#新产品"

#:R

#%新产品的推出容易打

破原有的收入分配模式%进而对工资收入差距产生

影响&本文以制造业内推出新产品企业的个数来衡

量$

1

#补贴"

%$S

#%政府给企业的补贴有利于提高

企业的利润%从而有可能对员工间工资差距产生

影响%本文以制造业单位企业平均补贴额表示$

.

#企业所得税"

C3#

#%与补贴类似%企业所得税也

会作用于企业的最终利润%本文以制造业单位企

业的平均所得税表示$

4

#市场结构"

T5%

#%本文以

制造业内的企业数来衡量市场结构%企业数越多%

市场结构越接近于完全竞争%企业数越少%市场结

构越接近于垄断&

"三#数据的来源与产业的选择

本文采用1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2的企业作

为研究对象%该数据库中企业的生产总值占我国工

业总产值的
D&X

左右%因而研究所得结论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由于该数据库中
#$$"

年的*出口交货

值+缺失%笔者借鉴包群等(

%#

)的做法%将
#$$"

年的

数据剔除&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

造业出口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笔者将资源密集型产

业剔除%另外部分行业存在外资很少涉足"如烟草制

品业#和内外资起始统计时间不一致"如电子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等特征%笔者亦将其剔除%最终选定的

行业有
#F

个$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估计结果的

可靠性%参照刘慧(

D

)的研究%将统计样本中存在异常

的数据进行了剔除%最终进行测算的企业样本数有

%#$

余万组&

在综合对比黄先海(

%!

)和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

济研究中心(

%"

)等关于要素密集型行业划分研究的

基础上%笔者将"

%!

#,"

#$

#行业界定为劳动力要素

密集型产业%"

#%

#,"

"#

#行业界定为资本要素密集

型产业&另外外资制造业包含源自港澳台和其他区

域的外商投资企业'

$内资制造业则包含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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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在中国的平均转化率在
%&X

以下%另外国外的技

术输入'技术外溢等都会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产生影响&因此%

相比专利技术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更能体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具体方法请见李春顶等(

%%

)一文方程"

%

#%比李春顶等(

%%

)更

进一步的是%本文在测度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以
#$$$

年为基期%运

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企业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平减%以消除

价格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计算过程中产生的有偏影响&

选定行业分别为!"

%!

#农副食品加工业$"

%"

#食品制造业$

"

%&

#饮料制造业$"

%F

#纺织业$"

%K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D

#皮

革'毛皮'羽毛"绒#以及其制品业$"

#$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

#%

#家具制造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印刷业和记录

媒介的复制$"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

#E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F

#医药制造业$"

#K

#化

学纤维制造业$"

#D

#橡胶制品业$"

!$

#塑料制品业"

!%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

#金属制品业$"

!&

#通用设备制造业$"

!E

#专用设备制造业$

"

!F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

外资制造业包括源自港澳台的外资企业"代码
#$$

'

#%$

'

##$

'

#!$

和
#"$

#和源自港澳台以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代码
!$$

'

!%$

'

!#$

'

!!$

和
!"$

#两类&

内资制造业包含国有企业"代码
%%$

#'集体企业"代码
%#$

#

和私有企业"代码
%F$

'

%F%

'

%F#

'

%F!

和
%F"

#三类&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

报告了外资制造业的相应估计结果!

A]

"

#

#和
Z,-N

检验的概率均显示%估计结果是可靠

的&从估计系数上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的出口均对工资差距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这表

明
575

定理在外资制造业中并不适用%并且外资制

造业的这种拉大效应都是通过边际深化来实

现的&

资本密集型外资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度和新产品

的估计结果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层面是一致的%资

本密集型外资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的估计结果也与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层面一致%企业所得税对劳动密集

型外资制造业工资差距的作用力并不显著&值得一

提的是!资本密集型外资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能够缩

小外资制造业的工资差距%本文的技术进步指标采

用的是制造业企业平均技术水平%为此%出现上述估

计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最近几年外资制造业的平

均技术进步%更多的是源于技术后发型外资企业的

技术赶超%技术差距的缩小降低了外资制造业企业

间的工资差异%进而使得该变量对工资差距表现出

显著的负效应&

表
!

!

出口对工资差距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外资制造业层面

系数
劳动密集型

广化 深化 出口

资本密集型

广化 深化 出口

8H:O

$H!F#!%$

##

"

#H"%

#

$H#D&EF"

##

"

#H%E

#

$H#D"%&"

##

"

#H%E

#

$H!D"&$$

###

"

&H%&

#

$H"#K$F"

###

"

&HK"

#

$H"$EEED

###

"

&H"K

#

4-

$H$$&##&

"

$HF!

#

C C

$H$$%E#%

"

$HDK

#

C C

%- C

$H$%$%$!

###

"

!H$&

#

C C

$H$$%D%F

#

"

%HDF

#

C

C.# C C

$H$$FF!!

##

"

#HKD

#

C C

$H$$%#"#

#

"

%HK$

#

C.:

$H$$&KKD

"

$HEK

#

$H$$#E"%

"

$H!D

#

$H$$F$%#

"

%H$!

#

C$H$$F!D

###

"

C#HEK

#

C$H$$EK$"

##

"

C#HE"

#

C$H$$FF!

###

"

C#HKK

#

#:R

C$H$$E""#

"

C%H$!

#

C$H$$$!DD

"

C$H%!

#

C$H$$#D#"

"

C%H$D

#

$H$$#&$#

###

"

#HF#

#

$H$$!E!#

###

"

!H&&

#

$H$$!#$$

###

"

!H!D

#

%$S

C$H$%%DK$

##

"

C#H!E

#

C$H$%&D#

###

"

C!HE"

#

C$H$%F$&

###

"

C!HF"

#

$H$$$!!&

"

$H!K

#

$H$$$%$$

"

$H%%

#

$H$$$!K$

"

$H"!

#

C3#

$H$$$D%&

"

$H!!

#

C$H$$&#E#

"

C%HE!

#

C$H$$"F#E

"

C%H"D

#

C$H$$#K&E

#

"

C%HKK

#

C$H$$&&

##

"

C#H&E

#

C$H$$"#!&

##

"

C#H#"

#

9

/

8

$H$%K&E"

##

"

#H%"

#

$H$#$$KF

###

"

"H!K

#

$H$#E"#E

###

"

"H!F

#

$H$$K$&%

###

"

!HED

#

$H$$F&F$

###

"

"H"E

#

$H$$FD"D

###

"

"H#"

#

T5%

$H$$E%F#

"

$HK$

#

$H$%%#&%

"

%H%"

#

$H$$&F$#

"

%H$F

#

$H$$$"%F

"

$H%D

#

$H$$!!FK

"

%HE&

#

$H$$%%!#

"

$HE%

#

MS% "# "# "# %#$ %#$ %#$

3D

"

#

#

$HFF& $HK#% $H&"E $HKF" $HD!D $HD#%

G'6L $?$$$ $?$$$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X

'

&X

'

%X

的显著性水平&

!!

外资制造业估计结果还表明!劳动密集型外资

制造业补贴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通过补贴的形

式%可以适度降低外资制造业的工资差距&另外前

一期的工资差距对本期的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影

响&为此%通过努力降低某一期的工资差距%可以有

效地缓解以后若干期外资制造业工资差距扩大的

压力&

表
#

报告了内资制造业的相应估计结果&由表

#

可知!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的出口扩大有利于

降低内资制造业的工资差距%而这一机制主要是通

过边际广化来实现的&资本密集型内资的出口'边

际广化和边际深化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可见%

575

定理仅在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中适用%而在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中并不适用&

与外资制造业层面相比%内资制造业的估计结

果还存在以下两点显著不同&一是内资制造业的资

本密集度提升对工资差距的作用并未显著为正%其

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笔者以为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

&$%

第
#

期
!

刘
!

慧!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密集度和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
575

定理检验



原因可能在于!资本密集度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熟练

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本身生

产技术不高%其对熟练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往往低于

资本密集型内资制造业和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外资制

造业%而这种熟练劳动力在我国的数量相对较多%进

而使得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对工

资差距的影响不大&二是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的

企业数增加会降低制造业的工资差距&导致这一现

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数目的增加会同时提

高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劳动密集

型内资制造业所需的熟练劳动力在我国有足够的数

量%因而企业数的增加对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不

大%但是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已经出现紧

张"如用工荒#%这使得企业数的增加不断推高非熟

练劳动力的工资%进而缩小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

的工资差距&

表
'

!

出口对工资差距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内资制造业层面

系数
劳动密集型

广化 深化 出口

资本密集型

广化 深化 出口

8H:O

C$H#F$"&!

##

"

C#H$!

#

C$H%E$D!%

"

C%H%%

#

C$H##&%$&

"

C%H&"

#

$H$F$$&E

"

$HK&

#

$H$D&F&$

"

%H%#

#

$H$&""FD

"

$HEE

#

4-

C%H#"E&E

###

"

C!H##

#

C C

C$H$EFE&&

"

C$HF$

#

C C

%- C

C$H%$K&KE

"

C$H!&

#

C C

$H$KFE$!

"

%H#$

#

C

C.# C C

C$H"FF"!

#

"

C%HD&

#

C C

$H$#"&!$

"

$H&"

#

C.:

C$H&$"%E!

"

C%H$D

#

$H$&#$#!

"

$H%%

#

C$H%%%!"D

"

C$H#!

#

$H#E$F&&

"

%HE&

#

$H#$%EF#

"

%H!"

#

$H%DDK&!

"

%H!!

#

#:R

C$H$F$!"K

"

C$H!E

#

C$H!%FKFE

"

C%H%&

#

C$H"EK&F&

"

C#H$!

#

$H%%$$#F

#

"

%HFD

#

$H%#"$"F

#

"

%HD%

#

$H%$&%%

#

"

%HFF

#

%$S

C$H$!"%E$

"

C$H%%

#

C$H!#%!#$

"

C$HKK

#

C$H$"EE$E

"

C$H%#

#

C$H$#&EK!

"

C$H""

#

C$H$"#F&E

"

C$HF!

#

C$H$!E%"K

"

C$HE!

#

C3#

$HE&"E!E

##

"

#H&F

#

$H#$D#E!

##

"

#HE!

#

$HF$D#F%

#

"

%HD#

#

$H$&#%!$

"

$H"$

#

C$H%$#!"&

"

C$HE!

#

C$H$%&EDF

"

C$H%%

#

9

/

8

C%H!&#"&%

"

C%H$F

#

$H"FK"&D

"

%H!E

#

C$H!D#%KF

"

C$HED

#

$H$!!KK

##

"

#H%D

#

$H%E&K%$

##

"

#H#%

#

$H%EDKFE

##

"

#H%#

#

T5%

C%HF!!F!

###

"

C!HF$

#

C$H"$KFKF

##

"

C#H%F

#

C%H!!$K#D

##

"

C#H"#

#

$H%%K#$K

"

%H#$

#

$H$%"$D

"

$H#$

#

$H$!%%#%

"

$H!K

#

MS% "# "# "# %#$ %#$ %#$

3D

"

#

#

$HE#E $H&DF $HK#$ $HKE% $HF!E $HK!"

G'6L $?$$$ $?$$$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X

'

&X

'

%X

的显著性水平&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助中国
#$$$

,

#$$F

年制造业
%#$

余万

组微观企业数据%基于修正后的
L11+;<*,

等(

"

)模

型%运用系统
V\\

估计从内外资视角验证
575

定

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得到结论与启示主要有!

一是以往认为
575

定理在中国不适用的推断是

不准确的&本文基于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575

定理的预期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内资

制造业的出口中得到了印证&另外本文的实证结果

还显示出口二元边际对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

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两个层面的估计结果可知!边

际广化不仅不会扩大制造业的工资差距%甚至还会

降低工资差距)

$边际深化不仅不会降低工资差距%

甚至还会拉大工资差距*

&为此%应鼓励更多的企

业参与出口%以更好地发挥出口降低工资差距的功

能%缓解出口给收入差距带来的扩大效应&

二是提高高端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能够有效

降低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资本密集度变量的估计

结果仅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不显著%在其他的估

E$%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社会科学版#

#$%&

年
!

第
!"

卷

)

*

边际广化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的

估计中显著为负%在其他估计结果中不显著&

边际深化在外资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估计结果中

显著为正%在其他的估计结果中不显著&



计结果中均会显著拉大工资差距&这表明!我国所

拥有的熟练劳动力能够有效地*消化+内资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带来的工资差距拉大效

应&因而可以推断!当我国拥有足够数量的高端熟

练劳动力时%其他类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提升所带

来的工资差距扩大效应也会被*消化+&为此在加大

农村转移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培训力度的同时%还

应注重普通熟练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将普通熟练劳

动力培养成掌握高级技术的高端熟练劳动力%进而

优化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从而

逐步降低制造业的工资差距&

三是后发型企业技术水平赶超力度的加大能够

有效地促进制造业工资差距降低&内外资层面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的估计结果显示!新产品的推出能有

效地拉大工资差距&根据刘慧等(

%&

)的研究可知!能

够推出新产品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企

业&高技术水平企业往往是拉大制造业工资差距的

微观主体%其不仅本身工资高于普通企业%还通过新

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为此%应积极鼓

励后发型企业加快技术赶超%以缩小其与高端企业

的技术差距%进而改善其盈利能力和向员工发放工

资的能力%缩小与高端企业的工资差距%即通过降低

技术差距的形式来缩小工资差距%这一机制在资本

密集型外资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估计结果中也得到了

印证&

四是企业所得税对工资差距具有一定的调节功

能%补贴则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功能&内外资估

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对劳动密集型内资制造业

的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拉大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外

资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缩小效应&为此%可适当提高

劳动密集型内资产业的税收优惠%减少资本密集型

外资产业的税收优惠%促使税收起到有效降低工资

差距的作用&另外补贴的估计系数除了在劳动密集

型外资制造业中显著为负外%在其他各层面并未表

现出显著的作用力%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我

国制造业的补贴制度%以扭转其在工资差距中*不作

为+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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