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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 (CHNS) 中的有关中国

城市男性和女性工资抽样调查数据 (1988～2005 年) 的分布特征 ; 然后 , 分别应

用分位数回归建模和分解方法对中国性别工资状况进行了分析 , 以期发现在不同时

期、不同分位数下 , 影响性别工资的关键因素、演变过程以及它们对性别工资差异

的贡献大小 , 并提出了解决我国性别工资差异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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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Gender Wage Gap in China

　　Abstract : We firstly use some descrip tive statistical met hods to investigate t he

dist 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related gender wage data f rom 1988 to 2005 in

cities of China , t he data set comes f rom t he database of CHNS1 Then , we employ

app roache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ing and decomposition respectively to do a2
nalysis1 The research aims on finding t he key influential factors of gender wageomd

t heir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how big of t he cont ributions of t hem to gender wage

gap s under different quantiles and periods1 Finally , some polices and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gender wage gap s in China are p roposed1
Key words : Gender Wage ; Quantile Regression ; Policy Suggestion

男女平等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一个重要目

标。男女平等的理念已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 但是男女不平等问题在现实生活

中仍然存在 , 尤其男女劳动力在市场上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 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性别工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造成性别工资歧视的原因 , 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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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文献来看 , 国外关于性别工资领域的前沿研究已经把研究重点从平均工资转移

到了整个工资分布上 , 如 Albrechet 等 (2003) 研究了瑞典男女工资分布上的差别 ; Rica

等 (2004) 研究了西班牙男女工资分布上的差别 ; Albrechet 等 (2006) 研究了荷兰男女

工资分布上的差别 ; Kunze (2006) 对工资分布层次上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做了很好的总

结。但是 , 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平均工资方面 , 如 Meng

(1998) 、Gustaf sson 和 Li (2000) 、Meng (2004) 、王美艳 (2005) 等。姚先国 (2007) 、

Liu 等 (2005) 使用 J MP 分解方法研究中国工资性别的变化趋势时 , 提出性别工资变化

趋势在不同的分位数上表现形式不同。但是 , 他们的做法是把总样本按照工资分位数的

高低分成很多小样本 , 然后在这些小样本中再研究平均工资 , 得出各个分位数上性别工

资差异的情况。使用这种分析方法 , 选择性偏差问题会比较严重 , 也会造成大量相关信

息的损失。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 , 性别工资差异的严重程度显然会随着工资分布位置的不同而不

同 , 但已有的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利用中国

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 (CHNS) 中“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成人调查表”的成人收入抽

样调查微观数据 , 对处于经济转型期中 (1988 年、1996 年和 2005 年) 的我国男性和女性 ,

研究性别工资分布上的影响因素以及差别来源和影响度的大小 , 之所以选用这 3 年的样本 ,

目的在于考察其演变过程。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分位数回归建模方法和分解方法 ,

前者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工资方程 , 能够考察性别工资分布上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大小 ,

而后者能够在反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位数分解 , 估计出各影响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

响度大小。其主要优点体现在该方法突破了传统回归方法只能研究平均解释变量、平均性别

工资的局限 , 因而分析更全面、更深入。

一、性别工资的分布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 CHNS 中“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成人调查表”的成人工资抽样调

查数据。该数据通过采用多层次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 9 个省份 (辽宁、黑龙江、江苏、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 进行抽样调查。在此样本中我们选取了 1988 年、

1996 年和 2005 年的数据来考察中国性别工资 , 其中男性样本分别为 2312 个、1332 个和

1251 个 , 女性样本分别为 1499 个、911 个和 831 个。

表 1 1988～2005 年男女工资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年份 性别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正态性检验 P 值

1988
男性 2312 1968102 55501166 575129 18173 < 010001

女性 1499 1391143 3225189 122154 9112 < 010001

1996
男性 1332 2891111 3547176 124183 9196 < 010001

女性 911 2316134 2235166 233118 12128 < 010001

2005
男性 1251 6685144 8385171 61171 7105 < 010001

女性 831 5463127 13589187 615131 23132 < 010001

　　依据每个年份的抽样调查数据 , 分别计算男女工资的均值、标准差、峰度和偏度 , 并做

JB 正态性检验 , 结果列于表 1 , 而相应的各个年份的男女工资样本分布情况见图 1。由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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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从 1988～2005 年 , 男性人均工资和女性人均工资都越来越高 , 并且男性人均工资都

高于女性人均工资。又由于男女工资的 JB 正态检验 P 值都小于 010001 , 所以男女工资分布

都不服从正态分布。并且依据图 1 , 我们观察到 1988 年 , 女性工资分布相对于男性工资分

布是高峰度 , 说明女性工资收入相对较为集中 , 中高收入阶层中男性所占比重较大 ; 1996

年和 2005 年 , 女性工资分布相对男性工资分布都是低峰度且左偏 , 说明在这一时期女性中

低收入人数较多 , 中高收入阶层中男性依然占了较大比重。

图 1 　中国男女工资 (对数序列) 的样本分布

进一步 , 从均值和分位数上观察 1988～2005 年间男女工资差异情况 , 结果见表 2。

1988～2005 年我国男女性别的平均工资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 但在各分位数上男性的工

资水平均高于女性的工资水平 , 并且差距越来越大 ; 在低分位数上 (工资分布末端) 性别工

资差距小 , 在高分位数上 (工资分布顶端) 性别工资差距大 , 但变化趋势不同 , 前者的差距

越来越大 , 后者的差距越来越小。

表 2 1988～2005 年各分位数上男女工资差异情况

年份 性别 0195 0190 0175 0150 0125 0110 0105

1988
男性 5040 2520 1440 979 720 576 374

女性 2880 1555 1094 806 604 460 345

1996
男性 5463 4966 3228 2284 1548 1200 983

女性 4966 3973 2696 1986 1460 993 794

2005
男性 13803 9968 7361 4946 3604 2300 1840

女性 11119 9087 5981 3746 2760 1840 1380

二、性别工资的影响因素建模分析

分位数回归的思想最早由 Koenker 和 Basset t (1978) 提出 , 这一思想是对普通最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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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的扩展 , 它依据因变量 Y 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 X 进行回归 , 可以得到所有分位数下

的回归模型。我们将年平均工资 ①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 将影响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因素作

为解释变量 , 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

Qτ [ y | x ] =ατ + x′βτ + occu p ation ×δτ + character ×γτ + area ×φτ

其中 , y 表示年平均工资的对数 ; x 表示影响 y 的各个因素 , 它包括受教育年限 ② (ed2
ucation) 、工作年限 ③ (year) 和工作经验的边际效率 ④ (year ×year/ 100) ; occupation 表示

职业 ⑤, 设置了管理人员 ( manager) 、专门技术人员 ( technician) 、办事人员 (clerk) 、服

务业人员 ( service) 、农林牧渔人员 (farm) 、制造业和运输人员 (indust ry) 、军人 (army

man) 共 7 个虚拟变量 ; character 表示工作单位属性 , 设置了政府机关 (office) 、国有企事

业单位 (ncorp) 、集体企事业单位 (ccorp) 、私有制企业 (pcorp) (包括私营企业、个体户

和“三资”企业) 共 4 个虚拟变量 ; area 表示地区 , 将 9 个省份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 共设置了东部地区 (east ) 和中部地区 ( mid) 两个虚拟变量。ατ、

βτ、δτ、γτ、φτ分别表示对各个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的第τ个分位数的回归参数。

我们分别对 1988 年、1996 年和 2005 年的男女年平均工资的对数在分位数 1 %～99 %上

采用平滑算法 (smoot hing met hod) 做分位数回归 , 得到各个变量在第τ个分位数下的相应

回归参数估计 , 由于篇幅所限 , 我们仅将 2005 年的有关结果放在正文中 (见表 3、表 4、图

2 和图 3) , 其他年份的有关结果只作解释 , 而不放在正文中 (下同) 。

1988～2005 年男性工资分位数回归的地区因素、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

的参数估计结果绝大部分在 5 %水平上显著 , 其中 , 地区因素和受教育年限的参数估计值

有增大的趋势 , 而工作年限的参数估计值有减小的趋势 , 尤其 2005 年的工作经验的参数

估计结果在中高分位数上并不显著 , 说明近些年来男性工作经验的边际工资的高低对男

性工资的影响较小。在男性所从事的职业中除了 1988 年农林牧渔人员和中高分位数上的

服务人员、制造业和运输人员的参数估计结果绝大部分在 5 %水平上显著 , 1996 年处在

分位数两端上的办事人员、分位数顶端的专门技术人员以及处在分位数低端上的制造业

和运输人员、军人的参数估计在 5 %水平上显著 , 2005 年管理人员、专门技术人员和中

低分位数上的办事人员、制造业和运输人员的参数估计结果绝大部分在 5 %水平上显著外 ,

其他因素均不显著 , 其中 , 近年来管理人员和专门技术人员这两个职业对男性工资的影响最

大 , 办事人员、制造业和运输人员这两个职业仅对中低收入的男性影响较大 , 农林牧渔人员

这一职业对中高收入的男性影响较大 , 其他职业对男性工资的影响较小。1988～2005 年男

性工作单位性质上 , 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越来越弱 , 而私有制企业

的参数估计显著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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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年平均工资 = 基本工资 + 补贴 + 奖金。在统计中 , 不包括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受教育年限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一致 ,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技校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相对应

的教育年限分别为 0 年、6 年、9 年、12 年、12 年、15 年、16 年和 19 年。

工作年限的计算方法为男 (女) 的实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 6 [此方法参考葛玉好 (2007) ] , 另外对于文

盲或受教育年限太少的人 , 我们参考劳动法认为其参加工作的年龄为 16 岁 , 则工作年限为男 (女) 的实际年龄减去 16。

工作经验的边际效率 = 工作年限的平方除以 100 [此方法参考 T1 N , Binh (2007)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中国职业被分成管理人员、专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业人员、农

林牧渔人员、制造业和运输人员、军人以及其他职业等 8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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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 , 地区因素、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的参数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在 1988 年的绝大部分分

位数上显著 , 而到 2005 年显著性明显降低 , 尤其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这两个因素几乎不显

著 , 说明在市场经济中女性的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并不能影响到工资收入。在女性所从事的

职业中 , 1988 年的低分位数上农林牧渔人员、管理人员、专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服务

业人员的参数估计结果绝大部分在 5 %水平上显著 , 1996 年的低分位数上办事人员的参数估

计结果在 5 %水平上显著 , 2005 年的管理人员、专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中低分位数上 ,

制造业和运输人员的参数估计结果绝大部分在 5 %水平上显著 , 其中 , 近年来管理人员、专

门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种职业对女性工资的影响较大 , 军人、制造业和运输人员这两种

职业仅对中低收入的女性影响较大 , 其他职业对女性工资的影响较小。女性工作单位性质

上 , 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显著性明显增强 , 而私有制企业的显著性却明显降低 , 近些年来 , 国

有企事业单位对女性工资影响最大 , 而集体企事业单位和私有制企业仅对高收入女性的工资

影响较大。

三、性别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 Machado 和 Mata (2005) 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 , 对中国性别工资差异进行

研究。首先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反事实分析 , 然后做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11 性别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

利用 Machado 和 Mata 分位数分解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反事实分析 ( t he counter2fact ual

analysis) 。我们最关心的一种反事实分析是基于分位数回归参数的反事实分析 , 即如果女性

按男性各种技能的回报率 (男性分位数回归参数) 得到工资报酬的话 , 女性的工资分布会如

何 ? 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 F ( y 3 | ZW , βM ) , 其中 ZW 表示影响女性年平均工资的变量分

布 , βM表示影响男性年平均工资的变量在每个分位数上的回归参数 , y 3 表示如果女性按男

性各种技能的回报率 (男性分位数回归参数) 得到报酬的话 , 其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大小。

y 3 的具体计算步骤为 : 第一步 , 从均匀分布 U [ 0 , 1 ] 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l

(本文取 l = 11) 的样本 u1 , u2 , u3 , ⋯, ul ; 第二步 , 在男性样本中 , 分别以τ= u1 , u2 ,

⋯, ul 做分位数回归 , 得到 l 个分位数回归的影响因素参数向量βM
τ 。在实际操作中 , 用男

性样本数据分别在分位数τ= 0101～0199 下做分位数回归 , 得到每个分位数上男性样本的参

数估计值βM
τ ; 第三步 , 从女性样本数据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样 , 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l

的子样本 , 表示为 ZW ; 第四步 , 把第二步中得到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和第三步中得到的女性

样本变量分布相结合 , 得到一个新的样本 , 即反事实分布样本 y 3
τ = ZWβM

τ 。

21 性别工资差异分解

有了上面的反事实分布后 , 便可以进行工资分解。假定在τ分位数下男性样本年平均工

资、反事实分布工资和女性样本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y M
τ 、y 3

τ 和 y W
τ , 则不同分位数下的男女

工资分布差异可表示为 :

yM
τ - yW

τ = ( y M
τ - y 3

τ ) + ( y 3
τ - yW

τ )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为“特征差异”, 表示由于男性和女性个人特征不同所引起的工资

分布的差异部分 ; 等式右边第二项称为“性别歧视”, 表示由于回归参数不同所引起的工资

分布的差异部分 , 2005 年的有关结果见表 5 (其余年份的具体结果略 , 只做简单说明) 。

由分解结果可知 : ①1988 年男女性别工资差异分别在低分位数、中低分位数和中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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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上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加 , 说明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中工资越高的群体 , 男女工资的差

距越大 ; 1996 年男女性别工资差异在分位数的中间和两端较大 , 而在其他工资人群中的差

异较小 ; 2005 年男女性别工资差异在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都呈现倒

“U”形 , 说明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中分位数的两端差异小 , 而中间差异大。②1988 年在绝大

部分分位数上男女特征差异影响度大于性别歧视影响度 , 说明工资人群中的男女工资差异主

要是由男性和女性在个人方面的特征差别引起的 , 而性别歧视引起的工资差异较小。1996

年和 2005 年 , 中低工资人群和高工资人群中女性受到的歧视影响度普遍较高 , 其他工资人

群中随着收入的增加 , 性别歧视有下降的趋势。总之 , 男女工资差异是“特征差异”和“性

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 5 2005 年各分位数上男女工资差异分解

分位数 男女工资差异 特征差异 特征差异影响度 ( %)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影响度 ( %)

0105 - 010807 - 011534 190106 010727 - 90106

0110 012561 011175 45189 011386 54111

0120 012674 011856 69141 010818 30159

0130 - 010977 - 012398 245159 011422 - 145159

0140 011878 011488 79125 010390 20175

0150 013660 013293 89197 010367 10103

0160 010150 010204 135160 - 010053 - 35160

0170 011382 011893 136194 - 010510 - 36194

0180 - 010229 010016 - 6197 - 010245 106197

0190 - 012259 - 012555 113110 010296 - 13110

0195 - 010320 - 012450 764194 012129 - 664194

　　进一步 , 我们可以分析各个因素的影响度 , 其中 2005 年的结果见表 6。由计算结果我

们发现 : ①在不同的分位数上 , 女性工作年限的长短对男女工资差异的影响不同。1988 年

和 2005 年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 , 女性工作年限的长短对工资的影响度较大 , 而在高端分位

数上影响度较小 ; 1996 年在分位数两端的女性工作时间长短对工资的影响较小 , 而中间部

分的影响较大。②1988～2005 年工作经验的影响度绝大部分都是负值 , 说明女性在工作经

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 女性就业后工资增加的幅度小于男性。③女性受教育年限变量的影响

度较大 , 尤其 1996 和 2005 年的影响度明显增加 , 说明教育因素在决定女性工资中起了积极

作用。1988 年的中低分位数和 2005 年的大部分分位数上的地区因素影响作用较明显 , 说明

女性所居住的位置对男女工资差异存在一定的影响。④工作单位属性这一因素在 1988 年的

影响度较大 , 而到 1996 年和 2005 年其影响度明显减弱 , 说明近些年来女性就业多元化 , 就

业面有所拓宽。职业因素在高工资人群中影响作用明显 , 说明男女工资差异和女性所选择的

职业有很大关系。总之 , 男女本身的特征差异是导致男女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 , 其中女性所

受的教育和职业选择在缩小男女工资差异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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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5 年各分位数特征差异变量的影响度 ( %)

分位数 工作年限 工作经验 地区因素 受教育年限 工作单位性质 职业因素

01 05 - 78148 88120 - 24183 173164 - 203149 144196

01 10 - 148160 173111 - 30104 105153 0100 0100

01 20 67112 - 79101 23143 30192 0100 57153

01 30 72147 - 36147 31173 32127 0100 0100

01 40 52115 - 9168 2115 0100 6159 48179

01 50 - 26151 26145 0100 79157 0100 20150

01 60 1072190 - 574 - 320130 - 510191 0100 432130

01 70 81105 - 25128 0100 0100 0100 44122

01 80 7009140 - 4796155 0100 - 4231197 2263132 - 144120

01 90 - 0139 2122 - 38101 52161 31120 52137

01 95 25196 - 24139 3196 75119 - 41115 60142

　　继续分析男女工资的“性别歧视影响”, 其中 2005 年的结果见表 7。(1) 女性在工作年

限和工作经验方面受到歧视 , 1988 年性别歧视影响度普遍较低 , 1996 年性别歧视影响度明

显增加 , 到 2005 年性别歧视影响度又有所下降 ; (2) 不同地区的性别歧视影响度以 1996 年

普遍较高 , 到 2005 年虽然歧视度有所下降 , 但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有加大的趋势 , 说明近

些年女性工资歧视在各个地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3) 女性教育的回报率在消除女性工资歧

视中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 , 近些年来在低工资和高工资女性中 , 性别歧视影响度较小 , 而对

于中等收入女性的歧视较大 ; (4) 工作单位属性和职业因素依然是女性工作中受到歧视的重

要原因 , 近些年来工作单位属性的歧视影响度有所降低 , 有利于女性收入提高 , 而中高收入

女性的职业歧视程度反而有增大的趋势 , 不利于女性收入提高。总之 ,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女

性工资歧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表 7 2005 年各分位数性别歧视变量的影响度 ( %)

分位数 工作年限 工作经验 地区因素 受教育年限 工作单位属性 职业因素

01 05 - 17154 14184 17162 23131 0100 61178

01 10 18189 - 5135 12147 - 0196 56116 18179

01 20 36136 - 16173 0100 22150 42105 15182

01 30 80194 - 31127 - 7112 28126 19137 9183

01 40 19124 - 0136 51122 53104 - 23114 0100

01 50 339109 - 217193 44151 54100 - 11513 - 4138

01 60 61176 - 6162 79196 142101 9176 - 186187

01 70 - 25158 0108 - 47118 - 121153 50104 244117

01 80 - 177134 70130 - 47182 7169 129105 118113

01 90 197151 - 170152 0100 - 5149 88159 - 10110

01 95 10185 - 7105 15119 6126 69118 5158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中国性别工资进行了分析 , 发现 1988～2005 年间男性和女

性工资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 但是男女工资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 , 其工资差异是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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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 , 将工资收入分为低、中、高三

个阶层 , 从 1988～2005 年的纵向变化趋势来看 , 在每个收入阶层内 , 1988 年性别工资差异

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 , 1996 年性别工资差异两端大、中间小 , 而 2005 年性别工资差异两

端小、中间大。第二 , 从横向来看 , 在工资分布不同位置上 , 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程度不同的

原因是变量特征差异和工资歧视的影响程度不同。1988 年在大部分收入阶层中 , 变量特征

差异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 , 1996 年和 2005 年在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 , 性别

歧视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第三 , 虽然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较好的职业 (如管理人

员、专门技术人员) 可以增加女性工资收入 , 但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

在相同的条件下雇主给女性较低的工资 , 甚至有些职业对女性存在进入障碍。

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和生理上的客观差异 , 要做到男女工资的绝对平等在短期较难

实现。为了增加女性收入 , 减小甚至消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歧视 , 我们可以采取如

下措施 : ①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转变职业角色 , 这将有利于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受

到的待遇 , 原因在于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遭遇到工资歧视的可能性越小 ; ②进一步取消市场

壁垒 , 消除行业障碍 , 给女性提供更多的公平竞争的机会 ; ③政府需有效地监控劳动力市场

上对女性的不公平行为 , 加强对女性劳动力的法律保护 , 为女性创造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 ,

同时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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