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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对最低工资的制度、理论、经验证据

等方面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情况进行讨论和反思。

1.制度

最低工资是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的劳动市场制度,旨在通过规定工资下限来保护

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十九世纪末最早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此后,英国、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通过了最低工资立法。 早期的最低工资制度主要保护女性、青年

人和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哥伦比亚特区最初的最低工资制度仅适用

于女性和少数民族;阿肯色州对女性和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的最低工资率。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

展,最低工资制度已经形成了全国或者分地区等多层面的运行模式(Prasch,1999)。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实际上起源于二十世纪初。 1922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公布的《劳动法大纲》就要求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 1984 年,我国承认国际劳工组织

的《制定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但是直到 1993 年,我国劳动部《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

才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

确立了最低工资制度。 2004 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进一步推进

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全面实施。 当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采用月工资和小时工资两种形式,

分别适用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由省级政府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后确定,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

2.理论

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普及,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基

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劳动市场存在大量的劳动供给和需求、劳动力可以完全替代并且能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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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自由流动、劳动供需双方具有完全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一旦高于市场出

清水平,必然导致劳动需求的减少和劳动供给的增加,进而造成部分劳动力的失业和总体效用

的损失。 但是,当最低工资制度没有完全覆盖整个劳动力市场时,即使在上述假设情况下,最

低工资将减少覆盖部门的就业量,进而增加未覆盖部门的劳动供给,压低未覆盖部门的工资水

平,从而扩大收入差距。

然而在垄断市场情形下,最低工资会有不同的影响。 在卖方垄断市场中,劳动者或者工会

的力量能够左右工资水平,基本不需要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

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市场中,工资由垄断企业想要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决定。 如图 1,劳动供

给曲线 W(L)向上倾斜,垄断企业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递增。 具体而言,当垄断企业提高工

资、雇佣额外的劳动力时,企业不能只为新引进的劳动力支付更高的工资,还需要将原有劳动

力的工资提高至同等水平,这将导致垄断企业雇佣的边际成本曲线 MLC0 与 W(L)脱离,且

MLC0的斜率始终大于 W(L)。 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VMP)的原则,在不存在最低工资

制度时,MLC0与 VMP 相等时,决定了买方垄断的劳动市场的就业水平为 L0,工资水平为 W0,

(此时的边际成本为 W**),分别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 L*和 W*,即买方垄断市场的就业量和

工资均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在 W0和 W*之间的 W1时,此

时边际成本曲线为 MLC1,就业量增加至 L1,即最低工资将导致就业量高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水

平,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在高于 W*低于 W**的 W2时,此时边际成

本曲线为 MLC2,就业率则下降至 L2,相对完全竞争市场,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但相对无最低

工资制度的买方垄断市场,对就业也还有积极影响。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在高于 W**的 W3

时,此时边际成本曲线为 MLC3,就业率则下降至 L3,此时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有消极影响。

因此,在买方垄断市场中,最低工资最好应当介于 W0和 W*之间,应该避免超过 W**。

图 1:买方垄断的劳动市场中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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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证

无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还是买方垄断市场中,经济学理论都预测最低工资有可能阻碍低

收入劳动力就业。 因此,最低工资制度长期以来倍受争议,学界对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

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Schmitt (2013) 系统地梳理了关于最低工资的实证研究。 首先,最低工资研究学会(Mini鄄

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曾表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消极影响非

常有限,而且通常只涉及到青少年群体。 20 世纪 90 年代,新最低工资研究 ( 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 兴起,一些学者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重新研究最低工资。 最具影响力的是 Card

和 Krueger (1994) 针对快餐行业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造成该行业

就业率的下降。 2000 年以来,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广泛认同新最

低工资研究,代表人物为 Card 和 Krueger;而另一方则坚持批判,代表人物为 Neumark 和 Was鄄

cher。 Dube、Lester 和 Reich (2010) 结合新最低工资研究及其评判者双方的观点,在 Card 和

Krueger (1994)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地区之间与最低工资无关的就业率增长差异,实证结

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收入效应,但是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影响。 他们认为,虽

然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地区的就业增长较快,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地区间就业趋势存在差异,而

与最低工资制度无关。 Allegretto、Dube 和 Reich (2011)和 Hirsch、Kaufman 和 Zelenska (2011)

的类似研究同样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最低工资负效应。

其次,学者们还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最低工资的影响。 Doucouliagos 和 Stanley

(2009) 采用元分析(meta鄄study)的方法考察了 1972 年至 2007 年间的 64 项关于最低工资对

青年人就业的研究,在使用统计精度 (statistical precision) 对文献进行加权处理后,他们发现

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估计值集中在 0 附近,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可能根本不会影响就业,或者

产生的影响小到无足轻重。 Belman 和 Wolfson (2014) 针对 2000 年以来的 27 项关于最低工

资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在控制了研究对象、研究人员等研究特征后,也没有发现最低工资对就

业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消极影响。 虽然 Neumark 和 Wascher 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低工资研究进行的定性研究仍然表明最低工资的消极效应显著存在,但是

批评者认为他们对文献的选取过于主观,导致其研究成果存在较强的争议性。

最后,既然理论预测提高最低工资将不利于低收入劳动力的就业,那么为什么在这些理论

框架下开展的实证研究难以观测到统计上显著的负效应? Hirsch、Kaufman 和 Zelenska (2011)

基于多种理论框架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当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雇主在不进行裁员的情况

下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控制劳动成本。 第一是通过减少劳动时间平衡工资率的提高;第二是通

过减少非工资福利应对工人的总收入;第三是减少培训支出控制劳动成本;第四是雇佣教育水

平或者技能水平更高的工人来提升生产率增加收益,覆盖增加的劳动成本;第五是通过提高商

品价格来增加收益,应对劳动成本的上升;第六是通过提高工人的绩效标准来增加收益,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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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利润水平;第七是支付效率工资,促使工人更努力工作以提升企业收益;第八是解雇部

分高收入的员工以保持劳动成本;第九是减少利润,即如果增加的劳动成本在可接受范围之

内,企业可能会接受这部分利润的损失;第十是提高需求,在经济衰退或者就业不完全的情况

下,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增加商品的需求;第十一是降低流动率,高工资有助于企业雇佣和保

留员工,减少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成本。

4.反思

首先,虽然大量实证研究并未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并提出了多种可能存在

的调整渠道,但是可能忽略了部分重要因素。 Landsburg (2013) 指出,虽然麦当劳在最低工资

标准提高后并未解雇员工,但是仍然需要考虑麦当劳雇佣员工的速度、当地麦当劳的数量以及

麦当劳是否通过调整生产方式减少对人员的需要。 多项实证研究多针对快餐行业,该行业的

人员流动率通常较高,如果某快餐店原先每两个月进行一轮新招聘,当最低工资提高后,快餐

行业对这一成本的提升比较敏感,即使不作出裁员计划,也可能延长雇佣新员工的间隔,实际

上也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

其次,最低工资的一项主要目标是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但最低工资是否能减少贫

困? Johnson 和 Browning (1983) 总结指出,有资格获得最低工资的低收入者大多来自较高收

入家庭,通过社会政策提高工资后,低收入家庭获益非常有限,基本无法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没有失业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22% 确实能够调节家庭收入

分布,但是最贫穷的家庭的收入仅仅提高了不足 1% 。 最低工资导致 80% 的低收入家庭受到

损失,而超过 10% 的高收入家庭从中获益。 Brown (1988) 对 Stigler (1946)、Kelly (1976)、

Gramlich (1976)、Bell (1981)和 Knieser (1981) 等研究进行总结分析,指出这些研究都发现低

工资劳动力和低收入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很微弱,很多贫穷家庭中根本没有劳动力或者虽然劳

动力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工作时间不足。 Burkhauser 和 Sabia (2007)发现,提高最低工

资所带来的收益中,87%进入非贫困家庭,而贫穷的单身母亲只获得了 3. 8% 。 这些证据都表

明,由于最低工资无法准确瞄准保护对象,因而难以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

再次,最低工资是否真对年轻人有利? 最低工资的受益者大部分可能属于在校学习的年

轻人,提高最低工资意味着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加,鼓励他们放弃了人力资本投资机会

进入劳动市场。 而最低工资水平本身较低,给这些年轻人带来的短期收益可能远远低于经过

教育后能够获得的长期收益。 此外,提高最低工资还可能使低技能工人失去在职培训的机会。

因此,最低工资对其受益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从长期看仍然值得商榷。

最后,最低工资的成本应该由谁承担? 企业雇佣低技能工人,一方面满足了企业的劳动需

求,另一方面给低技能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获得的收入虽然比较低,但是至少强于失业状态。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覆盖最低工资产生的成本,但是最低工资仍然有可能对小企业或者私

营企业雇佣低技能劳动力的动机产生消极影响,而这些企业恰恰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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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造者。 由这些企业独自负担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保护工人基

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目标应是社会和政府责任。

5. 借鉴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正式实施仅 20 年左右,但是同样面临上述的争议,学者们结合我国

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了研究评估。

Huang 等(2014)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评估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产生的影响,发现企业对最

低工资标准变化的反应存在较强的差异性,工资水平高或者利润高的企业就业量增加,而低工

资或低利润的企业的就业量减少。 2004 年新最低工资制度出台进一步放大了该差异性,这表

明新制度降低了买方垄断企业的寻租成本,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买方垄断市场环境下,最

低工资与就业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同国外一样,国内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 马双等(2012)的研究

表明,最低工资每增加 10% ,劳动密集型行业平均工资增长 0. 61% ,其它行业增长 0. 28% ,但

是总体上将导致企业雇佣人数减少 0. 6%左右。 然而,罗小兰(2007a)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

上海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买方垄断市场条件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而促进了农民

工就业。 在另一项研究中,罗小兰(2007b)使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

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最低工资低于该阈值时会促进就业,而高于阈值后则阻碍农民工就业,

最低工资的影响在行业间、地区间也存在差异。 韩兆洲和安宁宁(2007)针对深圳市最低工资

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将增加失业的证据。 但 Ni、Wang 和 Yao (2011) 发现在

较繁荣的东部,最低工资的影响为负,但中西部为正。 与 Ni、Wang 和 Yao (2011)的发现相反,

Wang 和 Gunderson (2011) 表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无负面影响,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影

响在东部为正,而在中西部为负。 Fang 和 Lin (2013)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

东中部地区的就业存在负面影响;但如果集中于农民工,则东部的影响为负,而西部的影响为

正。 此外,他们发现负面影响更集中于女性、年轻人和低技能者。 但他们没发现最低工资制度

在西部或对大学毕业生有负面影响。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对现有文献中不一致的结果作出了

解释: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效应因地区、人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而不同。

此外,罗小兰 (2011) 指出,国外最低工资受益者主要是青年人和女性等家庭非主要劳动

者,或者是非贫困家庭从事类似兼职工作的青年人,这些不利于最低工资制度发挥减贫作用。

而国内的受益者主要是已婚的中青年男性迁移劳动者,在买方垄断市场环境下,他们基本没有

承担最低工资制度产生的代价,反而从中受益,这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减少贫困。

但都阳和王美艳 (2008) 指出,月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有效,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对外来劳动力的

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 罗小兰 (2007c) 研究了上海市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制度促进了就业,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则不利于就业,同时两种

制度之间的不合理衔接也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韩兆洲和魏章进 (2006) 同样指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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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社会福利政策衔接并不合理,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金等各项制度间应当拉

开距离、分清层次。

我国施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蔡昉和都阳 (2005) 所述,一切“有利于扩

大就业和加快二元经济的转化,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冶的劳动市场制度都是符合我国国

情和经济规律的。 因此,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在

面临众多争议的情况下,一个思路是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发展时期的经

验,进一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执行、制度间的衔接以及监管措施(姚先国和王光新,

2008),毕竟合理的最低工资制度如果设计和执行合理会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而我国的最低

工资标准普遍较低,远未达到对经济和就业产生消极影响的地步(魏章进和韩兆洲,2006b),

仍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另一个思路是积极探索更合适的制度设计,龚强 (2008) 认为,虽然最

低工资能够增加熟练工的福利状况,但是会对非熟练工产生较大冲击,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应考

虑不同人群。

为了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福利状况,笔者认为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是使用所得税抵免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或者更一般的负所得税 (negative income tax) 制度来代替最低工资

制度。 1962 年,Friedman (1962)在其著作 Capitalism and Freedom 中提出了负所得税的概念。

在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争论中,大量学者学者主张负所得税是一项更为公平合理的低收入者

救助制度 (例如 Neumark 和 Wascher (2000)等) 。 所谓负所得税,是按照低收入劳动力的实

际收入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收入的差额,以税收的方式予以补助。 负所得税最大的优点在于,

以社会互助代替企业承担所有成本,有针对性地通过税收再分配的方式,使有限的资金集中帮

助低收入者并减少贫困,避免无目的再分配可能产生的资源浪费,同时也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维

护社会公平中的责任。 其次,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负所得税可以更好地瞄准贫困家庭,克服最

低工资制度由于无法准确瞄准保护对象,因而难以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的缺点。 此外,负所得

税还鼓励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市场,并有助于保护低收入劳动力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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