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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目前，劳动力供求的矛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保留工资是失业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研究求职者的保留工资对了解失

业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了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厦门市高级人才库中 1054 份求

职者简历，这些简历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求职者的自身状况和求职预期。由于样

本数据是截断的，会导致 OLS 回归结果的有偏估计，本文使用了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方法加以矫正。另外，本文的保留工资模型中加入个人能

力的代理变量，解决了保留工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实证分析表明，女性求职者受到了性别歧视的反馈影响，已婚女性求职者所

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求职者的预期教育回报呈递增趋势，高等教育质量对求职

者的保留工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求职者拥有较低或较高学历

时教育质量对预期教育回报影响较小，本科学历的教育质量对预期教育回报影响

大；求职者的工作搜寻成本将显著地提高保留工资；求职者对获得福利的预期

很低，这说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劳动者获得合法

的津贴、社会保险等工作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地保证。 

关键词：求职者 保留工资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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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vere challenge of employment was the virtual important issu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a major determinant of unemployment, 

the reservation wages of the unemployed will provided u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sample of job seekers was consisted of the 1054 resumes in Xiamen Senior 

Human Resources, from May 2008 to February 2009, which contained the objective 

and thorough information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career objective. Due to the 

sample data was truncated, which would result in the biased estimates of OLS, the 

thesis applied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to solve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In 

addition, a proxy variable of the applicant’s ability joined in the reservation wage 

model, which solved the endogeneity consisting in most studies of the wage and 

income.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job seekers’ reservation wage, female 

applicants suffered the significant feedback effect to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especially the married women. While the expected return to education increased, the 

qualit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had the significant effect. Furthermore , the essay 

found that while it didn’t affect the applicants’ expected return to  education 

obviously , who gained the lower or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expected return to undergraduate degree. 

The job search cos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eservation wage. The expectation to 

obtain the welfare was very low, which confirmed that labor security system was not 

perfect, in the present labor market, workers didn’t safeguard the their own right, such 

as the social insurance, effectively. 

Keywords: Job seekers; Reservation wage;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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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的转变,日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促使用工制度市场化，用人单位拥有了选择劳动力和支付劳动报酬的权利。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逐年提高、供需结构性失衡

的问题正日益凸现出来。如何为世界上 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我国必须重

点解决的基本发展问题之一。 

对于如何促进就业，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大多集

中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观层面，从劳动力市场的行为主体——

求职者角度出发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 

求职者选择接受一份工作还是继续在劳动力市场中搜寻，主要取决于保留工

资。也就是说，保留工资是失业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保留工资不仅可以从另一个

角度解释失业的成因，还可以通过对保留工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使得就业政策具

有相应的微观基础。 

1.2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城镇人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规模较大，信息集中，为我们研究保留工

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本文基于保留工资理论,对厦门市高级人才市场中求

职者的保留工资进行研究，分析样本数据特征，提出相关假设，建立保留工资模

型并对假设进行检验。 

论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部分对国内外保留工资的理论成果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本文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基于保留工资理论和保留工资

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对保留工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了解失业成因、

考察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一个角度。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善，在这种背景下

研究保留工资，不仅利于促进就业，而且可以为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理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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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第二部分（第三章），这部分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归纳出厦门市高

级人才市场上求职者的相关特征，其中的重点是求职者各方面特征对保留工资的

影响，同时本文还考虑了这些特征对求职者自报薪酬选择的影响，为下一部分构

建保留工资模型提供依据。 

第三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部分使用计量方法分析求职者的保留工资

及其影响因素。由于样本数据是截断的，会导致 OLS 回归结果的有偏估计，本

文使用了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方法加以矫正。第四章对这一研究方法

进行了简单介绍。第五章说明了保留工资模型的假设，并根据其假设构建了模型

结构式。这一章重点讨论了保留工资模型的回归结果，并加入交互项对模型进行

扩展，深入分析保留工资不同影响因素的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部分（第六章），这部分对求职者保留工资的实证分析进行了总结，对

如何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促进求职者就业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3 论文创新性和局限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目前国内的保留工资研究更多是关注失业人群和大学毕业生，虽然有

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够全面地揭示所有求职者的特点。本文所采用的微观数

据来源于厦门市高级人才库中的电子简历，这些简历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求职者—

—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在职搜寻新工作的求职者和失业者等，能全面

地反映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的情况。另外，这些简历是求职者在用人单位招聘之

前发布的求职信息，这些信息客观地反映了求职者的自身状况和求职预期，不会

受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或调研问卷中假设性提问的影响。 

（3）目前国内对保留工资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入户调查采集微观数据，基

于调研数据的经验回归往往会因为样本选择问题产生偏误——被调查的对象会

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报告保留工资，这样的数据被认为是截断的（truncation），

会导致 OLS 的有偏估计。本文使用了 Heckman Selection（two-step）方法，考虑

了不愿报告保留工资的求职者的影响，纠正了保留工资模型的样本选择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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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留工资方程的经验研究中普遍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人能力不可

观察，保留工资模型的误差项中包含个人能力，而教育变量与个人能力相关，使

得保留工资模型的解释变量和误差项相关，导致 OLS 的有偏估计。本文的保留工

资模型中加入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求职者是否提出管理层职位申请（是=1，

否=0）虚拟变量很好地度量了求职者的人个人能力，从而解决的内生性问题。 

（5）本文证实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的反馈影响显著。保留工资并不仅

仅体现求职者的意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就业实现的影响。在其他条件都相

同情况下，女性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比男性求职者低 7.1%，已婚女性求职者受到

性别歧视的反馈影响更为严重。另外，性别歧视的反馈影响还会导致男女求职者

预期教育回报的差异。 

（6）本文首次证实了高等教育质量对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另外，求职者拥有较低或较高学历时，教育质量对预期教育回报影响较小，本科

学历的教育质量对预期教育回报影响 大。 

（7）国内的工资研究表明，我国户籍制度会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户籍地域的求职者差异不显著，说

明户籍制度中的地域因素并没有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 

（8）本文的数据样本还包含有求职者提交简历时所在地、职位申请、福利

要求、到职时间等描述求职行为的信息。本文首次考察了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

力资本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求职行为对保留工资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求职者的工作搜寻成本与保留工资有显著正相关，但福利要求的影响不显著，说

明求职者对获得福利的预期很低。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1）以往的经验研究表明，保留工资变化缓慢（Barbara & Pissarides，2003），

在短期内比较稳定。本文使用的样本期间较短（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2 月），

对保留工资进行分析时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本文能获得较长的样本期间

数据，我们就能考察宏观经济或产业发展对求职者保留工资的影响，为政府制定

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解决失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本文没有获得求职者家庭背景的资料。经验研究表明，家庭成员数量、

生活费用、父母的教育水平、求职者拥有的社会关系等因素都将影响求职者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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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工资水平。由于样本的限制，我们选取的变量很难得到进一步扩充。 

（3）保留工资的形成是多个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求

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搜寻活动，揭示保留工资与就业实现之间双向影响的

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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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留工资理论和文献综述 

2.1 保留工资理论 

在劳动力市场上，每个用人单位给予劳动力的报酬是不同的，由于信息不充

分，求职者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什么单位给予劳动力报酬 高，因而他首先要

筛选出可能要寻访的工作单位，然后在这些工作单位中确定寻访数量①。工作搜

寻过程将产生如下收益：（1）搜寻用人单位越多，求职者对工资的分布就越了解；

（2）提高工作搜寻的密度和广度，将增加获得高工资工作的概率。在工作搜寻

中，搜寻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求职者为获得有关工资和

工作岗位的信息所支付的成本，如交通费、通讯费用、材料打印费以及参加人才

交流会等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间接成本包括因搜寻所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收益，

如对学业的影响、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以及其他机会成本等，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

搜寻成本也随之增加。求职者作为理性人来说，在工作搜寻的整个过程中是追求

利益 大化的——直到工作搜寻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才停止搜寻活动。 

每位寻找工作的求职者心中都有一个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保留工

资是是让一名失业者接受工作的 低工资[1]。保留工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一

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只了解劳动力市场上所有空缺职位的工资

分布，但并不知道某个单位提供的工资水平和雇佣标准。这样求职者将面临一种

两难处境——在得到一份工作邀请后，如果不加考虑地接受，就失去了获得更高

工资的工作机会：但如果放弃此机会继续搜寻新的工作，将要付出更多的搜寻成

本。因此，求职者一般会设立一个预期的工资标准,也就是保留工资。 

保留工资取决于搜寻成本、政府补助、得到一份工作邀请的概率（Job Arrival 

Rate)、时间偏好率（Time Preference Rate)和工资分布函数。 保留工资可被表述

为：  

( ) ( )
r

r r
w

w b w w dF w
r
λ ∞

= + −∫                         （2.1） 

                                                        
① 工作搜寻的用人单位样本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搜寻密度（intensity of search），二是搜寻广度（extensity of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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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w 表示保留工资，b表示工作搜寻期间的净收益，由找工作期间政府提

供的补助和搜寻工作的机会成本决定；λ 表示得到一份工作邀请的概率②，由工

作搜寻力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备程度决定； r表示贴现率，也叫时间偏好率；

( )F w 为工资分布函数，由宏观经济形势和求职者目标行业的平均工资决定； 

( ) ( )
r

r
w

w w dF w
∞

−∫ 表示求职者找到工作的期望收益，其中 ( )dF w 表示求职者找到工

作的概率分布， ( )rw w− 为找到工作后的收益。在保留工资模型（2.1）中，工作

搜寻的净收益、工作搜寻的力度、劳动力市场完备程度和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与保

留工资同方向变动，时间偏好率与保留工资反方向变动；得到一份工作邀请的概

率λ 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找工作的途径、求职者和企业的沟通效率和求职者

的社会关系网络（Francois Fontaine，2005）等。另外，保留工资接近行业平均

工资的求职者对经济整体形势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保留工资距离行业平均工资较

远的求职者似乎对经济的波动无动于衷。换句话说，在工资分布密度函数的 大

值附近，即众数附近的求职者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度很高，他们容易在失业与

就业之间游走；处于保留工资分布密度函数两端的求职者对整体经济变化不敏感

——对于保留工资本来就很低或者很高的人，他们在经济低迷时不容易被解雇，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也不容易被聘用。由于求职者目标行业的平均工资比较稳定，

所以保留工资的变化存在刚性。 

保留工资是失业持续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求职者的保留工资为 rw ，在进

行工作搜寻的过程获得的工资是 w，当 w≥ rw  时，求职者将选择就业，停止工

作搜寻活动；而当 w＜ rw 时，求职者将选择失业，继续搜寻。求职者脱离失业

队伍的概率与保留工资相关[2] 1661 - 1676。 

[1 ( )]rq F wλ= −                              （2.2） 

其中，q表示求职者逃离失业的概率（Escaping Rate fro Unemployment），λ

                                                        
② λ 来源于概率论里的泊松分布：假定求职者在等长的时间段中获得面试邀请的概率为λ ，同时求职者在

连续时间中的任一时刻都有可能接到面试通知——近似于成功概率很小、次数无限多的独立重复实验，即

服从泊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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