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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工资制度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提高

到这些劳动力的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从而改善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我国正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

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低工资是一把双刃剑，自从 低工

资制度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争论，其对就业有没有挤出效应，如何测算科学

合理的 低工资标准，如何保证 低工资标准得以落实等等。本文将以厦门市为

例，对有关 低工资的几个问题作相应探讨。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厦门市为例

分析 低工资标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借鉴国外 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对外来务工人员

就业的影响，得出目前 低工资标准对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显著的吸引力的结论；

在比较世界其他各国 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例关系的基础上，利用 常用的

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测算了厦门市历年的 低工资标准； 后运用博弈论的

方法分析企业、劳动者和政府的行为，得出在 低工资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政府的

监督作用十分重要的结论。 

 

 

关键词： 低工资； 就业效应；测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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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mum wage is the essence of the system through mandatory legislation 

to raise the wages of low-wage workers to balance the labour market on wages，

thereby i- mproving the income of the low-income workers. China's economy is 

undergoing a tr- ansition period，in the labor situation of supply exceeding dem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will be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ers，and als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minimum  wage is a double-edged sword，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it h- as been arguing，on employment have crowding-out 

effect，how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how to 

ensure that the minimum wage be im- plemented，and so on. This paper will analysis 

Xiamen City for example，on the mini- mum wage to explore several issues. 

In Xiamen City，migrant workers are in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For Xiamen City as an example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has a certain representation. In this paper，reference foreign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 on research methods，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 Xiamen City. As a conclusion，the current minimum wage 

standards did not attract significant workers. The paper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average wage， the proportion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and Engel 

coefficient method，then calculation of the calendar year in Xiamen City minimum 

wage standards.  In the end，use game theory analysis enterprises，worker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that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role is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 Minimum wage；Employment effect；Estima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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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2006 年 5 月 8 日，新浪、新华、搜狐等数十家网站均刊登出一则惊人报道：

“各省市 低工资均低于国家标准”。1该报导基于 2006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大学

举行的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提出：

“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 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 40％—60％

的标准”。 

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 低劳动报酬。它不是用人单

位给劳动者支付工资的标准，而是支付工资时不得低于的法定下限。国家建立

低工资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及其

家庭的基本生活。   

低工资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过一个多世纪，目前，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 80%以上的国家实行了 低工资制度。 

低工资制度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对于

低工资标准的研究是深入而广泛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 低工资与就业的

互动关系及其社会福利功能。但是在更具体细致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尽管

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可能受一些政治因素影响，而经济因素是 本质和 主要

的。我国的 低工资制度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不多。西方经济学家的现

有研究对于研究我国的 低工资制度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我国原劳动部于 1993 年发布《企业 低工资规定》，开始建立 低工资制度。

1994 年 7 月颁布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 低工资制度，确立了这项制

度在我国的基本法律地位。2004 年 3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重新修订并颁布了《 低工资规定》，推动了我国 低工资制度的全面

实施。截至 2004 年底，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建立了 低工资制

度，发布并执行了本地区月 低工资标准。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并

                                                        
1 www.sina.com，2006－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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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小时 低工资标准，其它地区目前正在研究制定，预计 2005 年底均能分

布。 

从我国 低工资运行情况来看，我国自 1994 年实施 低工资制度以来，

低工资标准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目前仍处于水平极低状态。由于 1993 年

的《企业 低工资规定》对于 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没有详细规定，只是提出，当

相关因素发生变化或本地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累计变动较大时，应适时调

整。而在调整的频率上，仅规定每年 多调整一次，没有对调整下限进行规定，

因此许多地区 低工资标准多年不变，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青

海两省 10 年来仅调整过一次标准。从总体情况来看，1999 年前各地 低工资标

准调整较少，直至 1999 年、2000 年起一些地区才开始采取逐年微调。 低工资

标准的多年停滞不前，使得我国 低工资标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以致于

低工资标准的实际购买水平被不断侵蚀。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实施科学合理的 低工资标准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低工资标准对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人力资本等方

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切实发挥 低工资标准作用，也是和谐社会应有的题中之意。 

由于全国各地 低工资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数据的取得也较为困

难，本文将以厦门市为例对 低工资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低工资自开始设立起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赞成者认为，这是确保工人

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该工资将给全日制工作的工人提供足以购买基本生活必需

品的年收入； 低工资可以防止垄断雇主剥削非技术工人，而少数民族和女性在

非技术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减少民族歧视。Card、Katz

和 Krueger（1993）对 1990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快餐业的就业情况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德州快餐店没有因为 低工资增加而减少就业。Krueger

（1994）研究了波多黎各 低工资增长后的就业情况，认为 低工资就业负效应

的有力证据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来的，而 无力的证据来自于跨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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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他通过跨行业的数据分析得出关于 低工资就业负效应的结论是不可靠

的。Cubitt、Hargeraves（1996）利用人力资本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低工资

会对低生产率工人产生激励作用，他们为了获得更高工资会接受教育和培训，由

此提高了人力资本含量，并促进经济及就业的增长。Agenor、Aizenman（1999）

在对效率工资模型进行分析后，认为 低工资的引入会对抑制低工资工人的怠工

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减少厂商的监督成本，降低其效率工资的支付，并 终减

少总失业水平。Fraja（1999）建立企业反应模型，研究结论认为， 低工资标准

的实施或提高并不一定会导致雇主解雇工人。它有可能通过减少工人福利、增加

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手段来抵消 低工资提高带来的损失。1998 年美国

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研究认为 1996－1997 低工资提高并未导致任何系统且显

著的失业。普林斯顿大学的 Card 和 Krueger1993 年的研究再次加强了 Card 

1992 年的研究结论：1990 年 4 月的联邦 低工资增长没有负面的就业影响，

因为当名义 低工资提高，它相对于平均工资也相对提高。值得注意的是 低工

资相对于平均工资缩水了。在 1950 到 1970 年间， 低工资大概是平均工资的

40 %到 57 %之间，当名义 低工资提高，它至少是平均工资的 50 %。但是 1971 

年后， 低工资始终低于平均工资的 47 %。2003 年的 低工资只有平均工资的

37 %。既然 低工资极大的低于平均工资， 低工资有提高的空间同时也不影响

市场平衡。Stephen 和 Manning 2003 年的研究认为 低工资提高了大部分家政

工人的工资，使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阶层大幅度减少，进而减少了收入的不平等。 

反对者认为，首先 低工资将增加失业，尤其是对青少年、女性和少数民族

来说，其次法定 低工资将引起溢出效应，导致那些在经济中未被该法覆盖部门

的工资率下降；再次， 低工资将鼓励青少年退学； 后，反对者认为 低工资

偏离了减少失业的目标，即大多数领取 低工资的工人并不生活在贫困家庭中。

George(1946)提出了失业效应模型，认为 低工资政策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

预，不仅减轻不了贫困，而且还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且 低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

均衡工资，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从而使失业人数增加。Neumark（1999）

利用时间序列方法对 1975－1997 年 6 个 OECD 国家进行了分析。结论是 低

工资增长会减少青年人的就业，国与国之间 低工资的就业负效应的表现有所不

同， 低工资增长的就业负效应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就业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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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政府如果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话，将会减小 低工资增长

对于青年人就业的负效应。Abowd 等（1999）研究了法国和美国 低工资增长

与就业的关系，结果表明 低工资增长会引起就业减少。具体来说，法国 低工

资每增长 1％就会减少 1.3％男性工人、1％女性工人的就业，美国 低工资每增

加 1％也会导致 0.4％男性工人、1.6％女性工人的失业。Stigler（1946）通过失

业效应模型发现，政府制定 低工资政策，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预，并且由

于 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会导致企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失业人

数增加。Welch（1974）的两部门模型也认为， 低工资立法后，覆盖部门的就

业会减少，虽然未覆盖部门的就业会增加，但它只能部分补偿覆盖部门中的就业

损失，因此总就业水平将低于 低工资实施前的情况。 

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与国外相类似，我国学者也存在着 低工资阻碍或促进就业的争论。蔡坊

（2005）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相对于国外更为平坦，因而相同的 低

工资在中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张五常（2002）就对我国实施 低工资制度提出

了批评。他认为， 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它降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破坏工

商业分红制度，因此虽然 低工资意图维护低收入者，但结果却使得这些下层工

人找不到工作。薛兆丰（2004）也认为 低工资法不可取。理由是，市场供求是

劳动力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政府强行制定 低工资标准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

加、竞争力削弱、劳动力大量失业等恶果。因而 低工资的规定要么得不到真正

严格的执行，有等于无；要么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平新乔 （2005）则指出，

我国尚有 65％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在当前农民收入畸低的情况下，他们会接受

低于 低工资标准的工作，从而使 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高 低工资

标准也会提高民营企业用工的实际成本与违约成本，客观上削弱城镇就业量。而

马扬、陈茁（1997），顾则徐（2005），杨涛、张丽宾、常凯（2006）则认为，

低工资一定程度的增长与就业的减少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目前我国经济正处

于转轨时期， 低工资制度更多的是一种保障制度，而非经济杠杆。它不但不会

减少就业数量，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孙立平（2006）从社会

学的视角指出了强资弱劳格局对农民工福利的损害以及这种格局的不可容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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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2004）则认为，我们 好不要作一个 低工资舞台上忘情投入的演员，而

是当一个观众，静观事态的发展，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在实证研究方面，罗小兰（2007）对上海市的 低工资标准进行分析得出结

论， 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存在一个阀值，在该阀值之前， 低工资

标准的增加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而超过该阀值后，农民工就业会随着 低工资标

准的增加而减少，通过行业和地区分析， 低工资标准在东西部为正作用，中部

为负作用，制造业为正作用，建筑业为负作用。韩兆洲、安宁宁（2006）利用向

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分析深圳市 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率数据，发

现在当前水平上， 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不会造成

失业大幅增加，政府应当适度加大 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提高 低工资标准将

可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 

本文在分析厦门市 低工资直接受益群体即外来务工人员的基础上，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运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对

厦门市的 低工资标准做出测算；从社会、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角度分析了实施

低工资标准的必要性，并运用博弈的理论分析政府在 低工资标准实施过程中

的监督作用。 后，得出相关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第一章：绪论。在对本文研究背景介绍的基础上，主要阐述了国内外有关

低工资研究的相关文献。 

第二章：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分析。分析得出外来务工人员是厦门

市 低工资标准的直接对象。然后，分别从劳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厦门

市 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做了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阐述。 

第三章：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分析了 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简单关系

的不科学性，介绍国际通行的 低工资测算方法，并且运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

法对厦门市的 低工资标准做了理论测算。 

第四章： 低工资标准实施必要性及政府监督。分别从 低工资在缩小贫富

差距、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作用分析了 低工资的必要性。从博

弈论的角度，得出政府在 低工资实施过程中的必要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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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束语。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偏低，提

高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厦门劳动力市场产生挤出效应的结论。同时，政府

应当确定合理的惩罚措施，以促进 低工资标准得以贯彻落实。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本文对厦门市 低工资标准相关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即 低工资的就业效

应、测算、实施必要性及实施过程中的政府监督。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由于数

据较少，运用计量模型得出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所以运用协整理论对厦门

市 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作出分析，从而能够看到其长期的趋势。针对 低工

资标准实施过程中雇主的逃避行为，本文运用博弈的方法分析了政府参与监督前

后劳资双方的行为，得出政府必须参与监督的结论。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精确的指出一段时间内 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就业

产生挤出效应的上限。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没用运用计量的方法对 低工资标准

进行测算，这样对 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存在一定的偏差。另外，在理论分析部分

也不够深入。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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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分析 

第一节 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概况 

一、厦门市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自 1980 年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厦门市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人

均 GDP 居全国前列，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受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

响，厦门正逐步演化为对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尤其随

着厦门实施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步伐的推进，为企业和市场

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吸引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各种类型的技术工人的涌入。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将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 

笔者分析了自九十年代以来厦门市历年在岗职工的平均报酬以及按行业细

分的平均报酬，发现统计的数据均远远高于当年的规定 低工资标准。按照国家

统计局的统计规定，统计部门只对城镇单位在岗职工进行调查，私营企业、个体

企业不在调查范围之内，因为城镇单位相对而言比较规范，职工收入也较为稳定。

即从统计数据来看厦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远远高于 低工资标准， 低

工资的实施以及调整对在岗职工没有直接影响。 低工资影响的主要是在私营、

个体企业中从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个体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职工人数剧增，

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厦门市城市人口规模从 1980 年的 93.39 万人上升

为 2005 年的 225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在 1996 年至 2005 年的 10 年间，增加了

近 30 万人，达 68.4 万人，占了全市常住人口的 30.4%；2005 年外来人口从业人

员数占全市社会从业人数的 66%，已经成为厦门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低工资标准与这一群体的关系 为直接。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现阶段，我国城市的发达程度较多地表现为工业化

程度，因此，外来人口也较多集中于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即外来人口多以务

工为主。2005 年，厦门市 68.4 万名外来人员中，来厦务工者达 63.19 万人，占

93%；而居第二位的经商者仅有 1.76 万人，只占了 2.57％的比重。其中，来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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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外来从业人员数占厦门市城镇企业中从业人员数的 53%。从所在企业类型

看，厦门的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集中在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特别

是在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外来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 85％以上。 

厦门市外来人口规模总量不大，但密度较高。虽然近 10 年来厦门的外来人

口以年均 6%的增速发展，接近全市常驻人口年均 6.94%的增幅。从绝对数上观

察，其规模在 39 个副省级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只居第九位，远小于

苏州、深圳、温州、宁波、无锡、南京等外来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城市，但从与常

住人口的比例和人口密度上看，则接近于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密度位次仅次于

深圳，但还远小于深圳，仍不到其一半的比重。见表 2.1 

 

表 2.1 不同城市外来人口规模2 

地区 2003 年暂住人

口（万人） 

2004 年暂住人

口（万人） 

2004 年暂住人口占年末

总人口比例（％） 

2004 年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深圳 406.48 432.42 72.36 2214 

苏州 247.59 325.87 35.24 384 

温州 208.86 234.30 23.90 199 

宁波 171.56 211.27 27.65 226 

无锡 131.52 168.91 27.41 353 

南京 104.68 130.04 18.22 198 

厦门 72.6 69.57 31.62 44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 

 

但 2004 年，厦门却出现了“民工荒”。 厦门市纺织服装同业商会所作的“2004

年工作总结暨 2005 年工作计划”甚至提到，厦门服装生产企业“ 大的问题是

劳工不足”，有的企业已面临生存的威胁。2004 年厦门有的服装企业因为缺工人，

开工率仅达到 20%。从 2005 年一季度厦门市劳动力市场运行来看，职位需求数

为 3.09 万人，求职人次为 2.45 万人，需大于供 0.64 万人。与 2003 年每一个职

位约有 1.5 人求职相比，05 年每个职位的求职者仅 0.79 人，且达成意向的比例

                                                        
2本表中人口密度为外来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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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随着 2006 年“翔安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区”、“同安同集高科技产业区”和

“思明区软件园二期”等重点开发区的逐步开发，如果供给不相应增加的话，厦

门市缺工问题将更加突出。 

厦门市劳动力资源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工资水平没有吸引力，见表 1－2。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厦门市劳动力密集型及服务行业的工资水平与经济较为发达

地区的水平有一定差距，厦门市 2005 年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均（基本工资＋奖

金）在 700 元至 1000 元，而 2006 年的劳动力市场均价上升到 1000 元至 1200

元，但仍低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同类工种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待遇平均工资

1200 元到 1500 元的水平。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仅存在 200 至 300 元的差距，

这样的差距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进入我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省内

的不少企业仍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工资差别不大，按照托达罗模型的结论，就

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出现就近就业的现象，起到劳动力资源有分流的作用。从厦门

市 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较来看， 低工资标准一定程度上偏低。具体见表

2.2。厦门市自 1994 年 7 月 1 日厦门市公布 低工资标准以来，厦门市所辖各区

低工资标准类别的调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4 年—2000 年为第一阶段：思明、湖里、集美、海沧为第一档次，同安

为第二档次。 

2001 年—2006 年为第二阶段：根据岛内外各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和企业

承受能力，确定为岛内一档、岛外两档，其中思明、湖里为第一档次，集美、海

沧区为第二档次，同安、翔安为第三档次。 

2007 年起为第三阶段。厦门市政府决定采用分步到位的方式逐步统一厦门

市 低工资标准。思明、湖里、海沧为第一档次；集美、同安、翔安为第二档次。

表 2.3 中第一栏中数据即按档次高低由左至右排列。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