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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波动研究
———基于 ＤＳＧＥ 模型的分析

许建伟

(福建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ꎬ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关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波动这一热点问题ꎬ构建一个封闭经济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ꎬ重点

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技术冲击对工资的动态效应ꎮ 同时比较在不同的垄断程度下ꎬ我国制造业部门工

资水平的脉冲反应ꎮ 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一是总需求冲击使工资水平与可选择的工资水平出现了

相反的变化趋势ꎬ对工资水平的效用为负ꎬ对可选择的工资的效用为正ꎻ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使工资水

平和可选择工资水平都出现了正向的波动ꎻ三是随着可选择工资的工人所占比例的上升ꎬ即工资粘性

程度的下降ꎬ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幅度都有所降低ꎻ四是所有的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都是短期的ꎬ
不具有长期效果ꎮ
关键词: 工资波动ꎻ ＤＳＧＥ 模型ꎻ 工资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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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济一直呈现着高速的

发展趋势ꎮ 与此同时ꎬ我国劳动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

重却持续下降ꎮ 中国的要素收入失衡成为了热点

话题[１]ꎮ 国内很多学者就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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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分析ꎮ 例如胡靖春[２] 指出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动受到劳动力市场竞争状况、工人内部团结能

力、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政府的劳工保护力度四

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白重恩等[３] 表明ꎬ垄断能力越

高ꎬ资本收入份额越高ꎮ 白重恩等[４] 发现我国产

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影响重大ꎮ
李稻葵[５]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可能根源在

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ꎮ 同时龚刚等[６] 认为现

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的供给造成

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ꎮ 张车伟[７] 认为劳

动报酬所占份额的低水平主要是由就业的雇员化

程度较低和总体实际工资水平有关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ꎬ名义工资水平、就业人

数也在不断的上升ꎮ 制造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

水平在 １９９０ 年以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ꎬ而

１９９０ 年以后呈现指数式的增长ꎮ 国内各学者对

导致工资呈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ꎮ 李红涛、党国英[８] 分析了生产率对工资的影

响ꎬ认为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具有一定的正效用ꎬ但
这种效用存在着滞后性ꎮ 李平、张庆昌[９] 的研究

结果表明ꎬ在 １９５２ ~ １９７８ 年间ꎬ工资与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明显ꎬ然而在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８ 年ꎬ
工资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

为正ꎮ
本研究拟探讨我国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工资在

应对经济波动时的动态效应反应ꎮ 通过构建一个

封闭经济的模型ꎬ研究总需求冲击、技术冲击对工

资波动的动态效应ꎻ在不同垄断程度下ꎬ分析各种

动态效应的差异ꎮ

１　 模型

假设模型中包含的经济主体有:家庭、竞争性

的企业、“就业代理”公司和货币当局四类ꎮ 每个

时期ꎬ居民在预算约束下ꎬ对消费、有差别的劳动

供给和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进行选择ꎬ最大化其

一生的效用ꎻ竞争性的企业通过雇佣劳动和资本

进行生产ꎬ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ꎻ“就业代理”公

司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ꎬ将有差别的劳动打包

成单一类型的劳动ꎬ供企业进行生产ꎮ 具体设定

如下:
１.１　 “就业代理”公司

定义 ｌｔ 为 ｔ 时期提供给企业的劳动ꎬ差别劳

动的种类连续分布于区间[０ꎬ１]ꎬ则有

ｌｔ ＝ ∫１
０
( ｌｔ( ｉ))

ψｗｔ －１

ψｗｔ ｄｉ[ ]
ψｗｔ

ψｗｔ －１

其中ꎬ ｌｔ( ｉ) 是居民在时刻 ｔ 提供给 ｉ 企业的有差

别的劳动数量ꎬ ψｗ
ｔ 为有差别劳动之间的相互替代

弹性ꎮ
假设名义工资为 Ｗｔ( ｉ) ꎬ且“就业代理”公司

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ꎬ因此该企业的利润

为零ꎮ 其行为决策由下面的优化问题来描述:

ｍａｘ Ｗｔ ｌｔ － ∫１
０
Ｗｔ( ｉ) ｌｔ( ｉ)ｄｉ[ ]

ｓ.ｔ.　 ｌｔ ＝ ∫１
０
( ｌｔ( ｉ))

ψｗｔ －１

ψｗｔ ｄｉ[ ]
ψｗｔ

ψｗｔ －１

其中ꎬ Ｗｔ 是加总的名义工资率ꎬ构建拉格朗日

函数:

Ｌ ＝ Ｗｔ ｌｔ － ∫１
０
Ｗｔ( ｉ) ｌｔ( ｉ)ｄｉ ＋

ｌｔ － ∫１
０
( ｌｔ( ｉ))

ψｗｔ －１

ψｗｔ ｄｉ[ ]
ψｗｔ

ψｗｔ －１{ }
求解可得“就业代理”公司对每种类型劳动的需

求为:
ｌｔ( ｉ) ＝ [Ｗｔ( ｉ) / Ｗｔ]

－ψｗｔ ｌｔ
由利润为零的条件可得ꎬ加总的名义工资率为:

Ｗｔ ＝ ∫１
０
(Ｗｔ ( ｉ)) １－ψｗｔ ｄｉ[ ]

１
１－ψｗｔ

１.２　 居民的行为决策

工资粘性是存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一

个显著特征[１０]ꎬ已知的工资粘性的理论有凯恩斯

的工资刚性理论、工资合同的交叠期限理论、效率

工作理论等ꎮ 我们认为实际支付的工资水平会有

别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化ꎮ 因此假设在面对劳

动需求的约束下ꎬ工人能利用一些垄断手段ꎬ对自

己的工资拥有一定的定价权ꎮ 并假设在制定工资

时ꎬ采用 Ｃａｌｖｏ[１１] 定价策略ꎮ Ｃａｌｖｏ 假设ꎬ在每一

期有 １ － ｄｗ 比例的工人可以选择他们的工资ꎬ对
于 ｄｗ 比例的工人选择将名义工资设定在前一期

的水平之上ꎬ即 Ｗｔ( ｉ) ＝ Ｗｔ －１( ｉ) ꎮ
为使模型具有可解性ꎬ我们采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ꎬ

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Ｅｖａｎｓ[１２]所介绍的方法ꎬ引入保险

市场ꎬ建立一个劳动保险计划ꎬ使得每个家庭在 ｔ
时期具有相同的工资与消费ꎮ 我们认为该劳动保

险计划既是共同的也是竞争的ꎬ当我们对经济体

中所有工人进行加总时ꎬ保险所产生的总的支付

与转移均为零ꎮ 所以在 ｔ 时期可以最优化他们工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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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工人ꎬ即 １ － ｄｗ 比例可进行工资选择的工人

具有内部的对称性ꎬ即工资水平满足 Ｗ∗
ｔ ( ｉ) ＝

Ｗ∗
ｔ ꎻ ｄｗ 比例不能进行工资选择的工人同样具有

内部的对称性ꎬ即工资水平满足 Ｗｔ ＝ Ｗｔ －１ ꎮ 所以

总名义工资率为:

Ｗｔ ＝ [(１ － ρｗ)(Ｗ∗
ｔ ) １－ψｗｔ ＋ ρｗ(Ｗｔ －１) １－ψｗｔ ]

１
１－ψｗｔ

　 　 对于典型的居民来说ꎬ采用 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３]提出的

模型中效用函数ꎬ认为代表性家庭不仅可以从消

费、闲暇中获得效用ꎬ也将货币引入效用函数ꎬ认
为居民可以在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中获得满足ꎮ 同

时方福前、孙永君[１４]指出在短期内总需求冲击是

失业波动的主要来源ꎬ因此将总需求冲击引入效用

函数在研究失业与劳动收入比重方面存在着必要

性ꎬ当工资给定为 Ｗｔ(ｉ) 时ꎬ具体的优化问题如下:

Ｅ ｔ∑
¥

ｊ ＝ ０
β ｊａｔ ＋ｊ { ρｌｎｃｔ ＋ｊ( ｉ) ＋ (１ － ρ)ｌｎ(１ － ｌｔ ＋ｊ( ｉ)) ＋ χｌｎ

Ｍｔ ＋ｊ

ｐｔ ＋ｊ
}

ｓ.ｔ.

ｃｔ ＋ｊ( ｉ) ＋ ｋｔ ＋ｊ＋１( ｉ) ＋
Ｍｔ ＋ｊ( ｉ)
Ｐ ｔ ＋ｊ

＝
Ｗｔ ＋ｊ( ｉ)

Ｐ ｔ
ｌｔ ＋ｊ( ｉ) ＋ ｒｔ ＋ｊｋｔ ＋ｊ( ｉ) ＋ (１ － δ)ｋｔ ＋ｊ( ｉ) ＋

Ｍｔ ＋ｊ－１( ｉ)
Ｐ ｔ ＋ｊ

＋ ｂｔ ＋ｊ( ｉ)

其中ꎬ Ｅ ｔ 是数学期望ꎻ ｃｔ ＋ｊ( ｉ) 是 ｔ ＋ ｊ 期的消费ꎻ

ｌｔ ＋ｊ( ｉ) 表示 ｔ ＋ ｊ 期提供的劳动ꎻ
Ｍｔ ＋ｊ

ｐｔ ＋ｊ
表示 ｔ ＋ ｊ 期

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ꎻ β 是贴现因子ꎬ ０ < β £１ꎻ
ρ 、 １ － ρ 、 χ分别代表着消费、休闲、持有实际货币

余额在效用函数中的权重ꎻ ｂｔ ＋ｊ(ｉ) 是保险金ꎻ

Ｍｔ ＋ｊ－１( ｉ) 是持有至本期的上期的名义货币量ꎻ ａｔ

表示总需求冲击ꎬ ａｔ 服从下面的过程:
ｌｎ(ａｔ) ＝ ρａ ｌｎ(ａｔ －１) ＋ εａｔ ꎬ ρａ < １ꎬ εａｔ 服从

均值为 ０、方差为 σ２
ａ 的正态分布ꎮ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Ｌ ＝ Ｅ ｔ∑
¥

ｊ ＝ ０
β ｊ ａｔ ＋ｊ[ρｌｎｃｔ ＋ｊ( ｉ) ＋ (１ － ρ)ｌｎ(１ － ｌｔ ＋ｊ( ｉ)) ＋ χｌｎ

Ｍｔ ＋ｊ

ｐｔ ＋ｊ
{ } －

λ ｃｔ ＋ｊ( ｉ) ＋ ｋｔ ＋ｊ＋１( ｉ) ＋
Ｍｔ ＋ｊ( ｉ)
Ｐ ｔ ＋ｊ

－
Ｗｔ ＋ｊ( ｉ)

Ｐ ｔ
ｌｔ ＋ｊ( ｉ) － ｒｔ ＋ｊｋｔ ＋ｊ( ｉ) － (１ － δ)ｋｔ ＋ｊ( ｉ) －

Ｍｔ ＋ｊ－１( ｉ)
Ｐ ｔ ＋ｊ

－ ｂｔ ＋ｊ( 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求解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得ꎬ

消费的一阶条件:
ａｔρ
ｃｔ( ｉ)

＋ λ ｔ ＝ ０

持有实际货币余额的动态方程:

－ Ｅ ｔβλ ｔ ＋１
１

Ｐ ｔ ＋１

＋
λ ｔ

Ｐ ｔ

＋ ａｔ

χ
Ｍｔ( ｉ)

＝ ０

持有资本的一阶方程:
λ ｔ － Ｅ ｔβλ ｔ ＋１(ｒｔ ＋１ ＋ １ － δ) ＝ ０

对于可以在 ｔ时刻制定工资的(１ － ｄｗ) 比例的

居民来说ꎬ他们得知本期选择的工资 Ｗ∗
ｔ (ｉ) 在未

来的 ｎ 期内依然有效的概率是(ｄｗ) ｎꎮ 若家庭能

够选择制定工资 Ｗ∗
ｔ (ｉ) 时ꎬ 则面临如下最优化

问题:

Ｅ ｔ∑
¥

ｊ ＝ ０
(βｄｗ) ｊａｔ ＋ｊ ρｌｎｃｔ ＋ｊ( ｉ) ＋ (１ － ρ)ｌｎ(１ － ｌｔ ＋ｊ( ｉ)) ＋ χｌｎ

Ｍｔ ＋ｊ( ｉ)
Ｐ ｔ ＋ｊ

{ }
ｓ.ｔ.

ｃｔ ＋ｊ( ｉ) ＋ ｋｔ ＋ｊ＋１( ｉ) ＋
Ｍｔ ＋ｊ( ｉ)
Ｐ ｔ ＋ｊ

＝
Ｗ∗

ｔ ( ｉ)
Ｐ ｔ

ｌｔ ＋ｊ( ｉ) ＋ ｒｔ ＋ｊｋｔ ＋ｊ( ｉ) ＋ (１ － δ)ｋｔ ＋ｊ( ｉ) ＋
Ｍｔ ＋ｊ－１( ｉ)

Ｐ ｔ ＋ｊ

＋ ｂｔ ＋ｊ( ｉ)

其中ꎬ ｌｔ( ｉ) ＝ [Ｗｔ( ｉ) / Ｗ∗
ｔ ( ｉ)] ψｗｔ ｌｔ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名义工资的制定规

则为:

Ｗ∗
ｔ ( ｉ) ＝ １ － ρ

ρ

Ｅ ｔ∑
¥

ｊ ＝ ０
(βｄｗ) ｊａｔ ＋ｊ

ｌｔ ＋ｊ( ｉ)
１ － ｌｔ ＋ｊ( ｉ)

ψｗ
ｔ

Ｅ ｔ∑
¥

ｊ ＝ ０
(βｄｗ) ｊａｔ ＋ｊ

ｌｔ ＋ｊ( ｉ)
Ｐ ｔ ＋ｊｃｔ ＋ｊ( ｉ)

(ψｗ
ｔ － １)

１.３　 竞争性的企业

所采用的技术进步的形式是由全要素生产率

衡量的技术进步ꎬ假设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同质

的企业ꎬ企业雇佣无差别的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

且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ꎮ 假设其采用不

变规模收益的生产函数ꎬ模型受到外生技术冲击

的影响ꎬ生产函数如下:
Ｙｔ ＝ ｚｔＫα

ｔ ｌ１
－α

ｔ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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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ｚｔ ＝ ρｚ ｌｎｚｔ －１ ＋ εｚｔ ꎬ ρｚ < １ꎬ εｚｔ 服从均值为

０、方差为 σ２
ｚ 的正态分布ꎮ

其中 ｚｔ 是整个经济外生的生产率冲击ꎮ 在完

全竞争的条件下ꎬ工资与资本收益率外生给定ꎮ
所以总的实际工资为: ｗ ｔ ＝ (１ － α) ｚｔＫα

ｔ ｌ
－α
ｔ ＝ (１ －

α)
Ｙｔ

ｌｔ
＝
Ｗｔ

Ｐ ｔ

资本租金率为: ｒｔ ＝ αｚｔＫα－１
ｔ ｌ１－αｔ ＝ α

Ｙｔ

Ｋ ｔ

１.４　 货币当局

新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ꎬ在工资粘性

的情况下ꎬ经济变量无法立即产生反应ꎬ外生的货

币冲击对实际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ꎬ导致就业与

产出的波动ꎮ 所构建模型也将货币冲击作为经济

波动的冲击来源之一ꎮ 假设模型货币供给增长规

则为: Ｍｔ ＝ μｔＭｔ －１ ꎮ

２　 模型的均衡条件

由于引入了劳动保险计划使模型均衡时ꎬ家
庭的收入与消费是相同的ꎬ

ｃｔ( ｉ) ＝ ｃｔ( ｊ) ꎬ ｋｔ( ｉ) ＝ ｋｔ( ｊ)

因此ꎬ资本的加总方程为: Ｋ ｔ ＝ ∫１
０
ｋｔ( ｉ)ｄｉ

消费的加总方程为: Ｃ ｔ ＝ ∫１
０
ｃｔ( ｉ)ｄｉ

家庭的实际预算约束的加总方程为: Ｋ ｔ ＋１ ＋
Ｍｔ

Ｐ ｔ

＝
Ｗｔ

Ｐ ｔ
ｌｔ ＋ ｒｔＫ ｔ ＋ (１ － δ)Ｋ ｔ

３　 参数的校准和估计

３.１　 基本参数的校准

１)年资本折旧率的确定

假设我国制造业内固定资产折旧率为 ９.６％ꎮ
２)主观贴现率的确定

将其设为 ０.９７ꎮ
３)采用[８]的估计结果ꎬ认为可以设选择工资

的工人所占比例 ｄｗ 的值为 ０.７ꎮ 由于劳动力市场

垄断程度的高低ꎬ直接影响交错工资和劳动力供

给变化的速度ꎬ因此为了分析垄断程度对经济体

造成的影响ꎬ也将 ｄｗ 做为一个变量ꎮ 同时分析了

ｄｗ 分别为 ０.７、０.３ 时造成的差异ꎮ
３.２　 模型中参数的估计

使用我国制造业数据ꎬ通过对生产函数的估

计可以计算用索罗剩余表示的生产率冲击的参数

和资本的份额ꎮ 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得出

模型中其余参数的估计值ꎮ 模型中的外部冲击有

２ 项ꎬ分别是总需求冲击 εａｔ 、生产率冲击 εｚｔ ꎮ 这

些冲击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性质ꎬ均值为零ꎬ标准差

分别为 σａ 、 σｚ ꎮ 模型中的可观测变量分别为我

国的 ＧＤＰ、就业、人均工资和价格水平ꎮ 数据采

用年度数据ꎬ时间区间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ꎮ

４　 脉冲反应

在对参数进行取值以后ꎬ根据前文求出来的

线性动态系统对经济进行政策模拟ꎮ 首先ꎬ对处

于稳态水平下的模型施加外部冲击ꎬ利用脉冲响

应曲线检验总需求冲击 εａｔ 和生产率冲击 εｚｔ 对工

资的影响ꎮ 其次ꎬ比较不同垄断水平下各种冲击

引起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差异ꎮ
４.１　 总需求冲击对工资的影响

在初始的均衡状态下ꎬ假设总需求提高 １ 个

百分点ꎬ总工资水平与可选择工资的水平动态模

拟结果见图 １ꎮ 在当工人的定价能力较强时ꎬ在
１％总需求冲击下ꎬ可制定工资的工人的工资会立

即上升ꎬ与之相反的是ꎬ总工资水平立即下降逐步

趋于稳态ꎬ很容易看出所有的变化都在前 ５ 期内

完成ꎬ因此总需求冲击对工资的效应是暂时的ꎮ
当工人的定价能力较弱时ꎬ不难发现ꎬ当可制定工

资的工人的工资下降的浮动变小ꎬ而总工资的变

化趋势与工人的定价能力无关ꎮ
４.２　 技术冲击对工资的影响

在初始均衡状态下ꎬ假设生产率水平提高 １
个百分点ꎬ总工资水平与可选择工资的水平动态

模拟如图 ２ꎮ 在引入粘性工资的模型框架下ꎬ发现

图 １　 脉冲反应(需求冲击)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ｄｅｍ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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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在存在外部正向冲击的情况下ꎬ劳动价格

水平也会相应上升ꎮ 这与 Ｃｈｈｓｔｉａｎｏ 等、Ｄｅｄｏｌａａ
Ｎｅｒｉ 的研究结论相同ꎮ 并且随着可制定工资的工

人比例上升ꎬ即工资粘性的下降ꎬ生产率提高导致

工资波动的幅度有所下降ꎮ

图 ２　 脉冲反应(技术冲击)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ｈｏｃｋ)

５　 结论

通过数值模拟以及结果的分析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一是在总需求冲击对总工资水平的效用

为负ꎬ而对可选择的工资的效用为正ꎻ二是生产率

的提高ꎬ使工资都出现了正向的波动ꎻ三是随着工

资粘性程度的下降ꎬ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幅度都

有所降低ꎻ四是所有的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都

是短期的ꎬ不具有长期效果ꎮ 针对上述结论ꎬ提出

以下几个政策着力点:一是提高我国制造业工人

的自主定价的能力ꎬ降低工资粘性的程度ꎬ不断完

善劳动力市场机制ꎮ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

的地方保护、行业垄断等制度性或非竞争因素造

成了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扭曲ꎬ工资不能反映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ꎬ因此必须尽快营造公平

有序的市场环境ꎬ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ꎮ 二

是加强校企共建等培养模式ꎬ提高人才培养水平ꎻ
加强人才的引进ꎬ特别是技术工人的引进ꎻ加大企

业的研发投入比例ꎬ提高自主研发能力ꎬ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ꎻ合理利用制造业 ＦＤＩ 的技术外溢

效应ꎬ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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