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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差异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

基于 1997- 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石  峰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  基于中国 31个省 (市、区 ) 1997- 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 运用

面板数据变截距和变系数相关模型对工资差异的增长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 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每提高

1% ,其职工平均工资就会提高 0. 18%左右; 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对工资水平也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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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各地区创新能

力普遍提高,但区域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别越来越明

显,以专利授权量衡量的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呈现出

日趋积聚的现象。因此,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必须充分认识和

全面把握地区工资水平差异的重要性。近年来,国

内学者如王小鲁、樊纲,张建红, 钟笑寒, 王美艳,刘

修岩,严善平,王小勇等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

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们基于新古典增

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角度对中国

地区工资差距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 虽然他们考

察了影响地区工资差异的各种复杂因素, 但关于区

域创新能力对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还很少涉及。同

时国内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也没有将地区工资

差异纳入到统一的研究体系。因此, 本文的研究着

眼于区域创新能力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并

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进一步解

释二者对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这不仅为解释中国

地区工资差异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而且对区域发

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

格局基本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综述

王小鲁和樊纲考察了我国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各主要因素, 包括资

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

况、制度变革 (主要是市场化进程 )在各地区间的差

异、结构变动 (城市化是最主要的因素 )对地区经济

差距的影响
[ 1]
。张建红运用模块数据和空间计量

学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地区工资水

平及地区工资非均衡的各种政策体制因素和经济因

素
[ 2]
。钟笑寒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两个

突出现象,进而经验证明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

的正效应
[ 3]
。王美艳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所

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外来

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 59%是由就

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 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

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 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解

释的因素造成
[ 4]
。刘修岩利用 1998 - 2004年中国

地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市场潜能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

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潜能

对其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 5]
。严善平借

鉴 M incer的工资函数理论, 计量分析了人力资本、



户口制度等因素与工资的关系,并经验检验了近年

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主要起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

分割
[ 6]
。王小勇考察了现阶段中国地区工资差距

的变化趋势,并认为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与产业和

城市的外部性是造成中国地区工资差异的重要因

素
[ 7]
。从以上国内学者对工资差异的研究来看,他

们都看到了影响地区工资差异的各种因素, 但关于

区域创新能力对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却鲜有涉及。

区域创新能力是科学技术产生的综合能力,主

要由 R&D投入决定,并在区域创新环境中培育出的

地区竞争力上体现, 是地区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决

定因素
[ 8]
。PeterHow itt认为,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通用技术的出现加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 9]

; C ase lli

也指出信息技术发展引起的 /第三产业 0导致了不

平等的增长
[ 10 ]

; Acemog lu研究了技术变化对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并认为 60多年来的技术进步是技能偏

向的,而近期的不平等上升正是这种技能偏向加速

发展的结果
[ 11]
。池仁勇根据浙江省 230家企业的

调查数据研究表明,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效

率不同以及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内部职能部门的协

调性对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影响
[ 12]
。李习保

基于我国各地区 1998- 2005年的创新活动数据,以

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

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效率因

素,并认为导致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日益扩大的

原因主要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创新效率差异的扩

大
[ 13]
。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国内关于区域创新

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这

一层面,将工资差异与区域创新能力纳入到统一的

研究体系,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问

题。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H anson以及 M ion与 Nat icch ioni的基

本方法, 来考察技术创新能力对地区工资的影

响
[ 14- 16 ]

。假设一个有 i个地区和两个部门的经济

体,该经济体由制造业 (M )部门和农业 ( A )部门组

成,假定消费者有同一的 Cobb- Doug las效用函数,

则:

U = C
L
M C

1- L
A 式 ( 1)

其中 L是制造品占消费支出的份额 ( 0 < L <

1)。CM, CA分别是制造业和农产品的消费数量,假

定制造业有大量差异产品种类,每类产品只在一个

地区生产,每类产品的消费数量为 X i, 则消费者对

定义在制造品种类数和消费量上的综合指数 CM 的

CES函数为:

CM = [ r
i
X i

R - 1
R ]

R
R - 1 式 ( 2)

其中 R > 1为产品的替代系数。假定该经济制

造业部门只使用一种要素劳动, 每类产品生产存在

规模递增。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

发展中国家,则地区 i代表性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L i= f+ ciqi 式 ( 3)

其中 f表示固定投入, ci表示边际投入, qi、L i

分别指地区 i代表性企业的产量和劳动投入量。且

假定该经济体各地区生产技术 T i的差别主要表现

为边际投入 ci的差别,具体表达式为:

ci= (T i )
- H

(H> 0) 式 ( 4)

假定区域间存在正的运输费用, 我们引入萨缪

尔森的 /冰山0形式运输成本, 则产品从区域 i到区

域 j的到岸价格为:

Pij= Pid
S
ij 式 ( 5)

其中 Pi是区域 i各种制造品的出厂价格或离

岸价格, S是单位运输成本, dij是区域 i、j间的距离。

通过对代表性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规划,可以得到地

区 j消费者对地区 i各种制造品的最优消费数量为:

X ij=
P

- R
ij

P
1- R
i

LY j 式 ( 6)

其中 P j是地区 j的价格指数, Y j表示地区 j的

消费总支出。因此,区域 i代表性企业的利润为:

Pi= Piq i- w i ( ciq i+ f) 式 ( 7)

当允许厂商自由进入时,其均衡利润为零,此时

均衡产出为:

q
*
i =

( R- 1) f

ci

式 ( 8)

在均衡情况下, 这一均衡产量等于所有地区对

地区 i各种制造品需求的加总,即:

q
*
i = X

*
i = r

j
P

- R
i ( e

- Sd i jPj )
R- 1

LY j 式 ( 9)

由等式 ( 9)可得到地区 i的工资水平的决定方

程:

w i=
R- 1

R
[

L
f( R- 1)

]
1
R 1r

j
( e

- Sd
ij P j )

R- 1
Y j 2

1
R

C i

1- R
R 式 ( 10)

联立方程 ( 4)和 ( 10)得:

w i=
R- 1

R
[

L
f( R- 1)

]
1
R 1r

j
( e

- Sd ij P j )
R- 1

Y j 2
1
R

T i

H(R - 1)
R 式 ( 11)

对等式 ( 11)取自然对数, 得:

1n w i= 1n
R - 1

R
+

1

R
1n[

L
f( R- 1)

] +
1

R
1n1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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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Sdi jP j )

R - 1
Y j 2+

H( R - 1)

R
1nT i 式 ( 12)

方程式 ( 12)描述了地区的工资水平 T i与其生

产技术水平的相关关系,即工资水平与区域 (技术 )

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三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共选取了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

究对象,样本区间为 1997) 2007年。数据均来源于

5中国统计年鉴6 ( 1998) 2008)。

(二 )计量模型

1、模型选择。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模

型的正确形式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在 5%显

著性水平下,样本数据符合含有个体影响的变截距

模型。

2、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选择。Hausman提

出了一种基于随机效应估计量与固定效应估计量两

者差异的检验。通过计算, H ausm an检验的卡方统

计量为 83. 4248, 相应的 P值为 0. 0000,所以拒绝原

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关于工资差

异与区域创新能力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为:

1nWAGE it = a0 + a1 1nEDU + a2 1nTEE+ a3 1nPFD I+ ai

+ u it

其中, 下标 i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t表示

年份; WAGE是被解释变量, 即职工平均工资,用来

衡量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资水平; TEE是我们

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 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主要反映区

域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带来的经济

效益的能力。目前大家公认的事实是, 专利既不能

代表所有重要的创新, 也不能反映不同创新的重要

性程度,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专利与创新之间都不

存在一致性,但由于其通用性和易得性,专利仍然是

研究者常用的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 EDU、PFD I是

控制变量,分别指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 ai表示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非观测固定效应; u it为误差项。

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

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将它们引入模型, 主要在于,一

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可能会与该地区的人力资

本、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相关性,因此在计量模型中遗

漏这些变量会导致回归结果存在严重偏误,其次,就

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

高,外商投资越多, 该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也越高,

而且正如理论模型所预期的那样, 一个地区的工资

水平与其技术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在计量

模型中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对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的

影响。表 1给出了模型中变量的定义, 具体如下:

表 1 回归模型变量表

含义 变量名    计算方法

职工平均工资 WAGE 用来衡量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

资差异,取对数进入模型。

技术创新能力 TEE 用各地区的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取对

数进入模型。

人力资本 EDU 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万人中的

大专及以上学校在校生数量来衡量,

取对数进入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 PFDI 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取对

数进入模型。

四  实证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的职工平均工资与技术创新能力统计量

来看,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最大值

为 49310元,最小值为 4889元; 各地区的技术创新

能力差异也较大,最大值为 56451件,最小值为 6件

(如表 2所示 )。

表 2 31个省、市、自治区职工平均工资与技术创新能力的

样本统计量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个数

横截面

个数

WAGE 13710. 7 11953 7409. 4 4889 49310 341 31

TEE 4045. 9 1803 6735. 9 6 56451 341 31

  注:根据 1998) 2008年的5中国统计年鉴6数据并采用 Ev iews6. 0计算得

到。

  表 3是回归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3可以看出,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名义工资

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 我国各地区的

工资差异也表现出以下特征: 1997年至 2003年, 我

国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值的变异系数由

0. 242增加到 0. 2886,在这一时间段,我国各地区的

工资差距表现出逐渐扩大趋势。但从 2004年以后,

我国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值的变异系

数整体略有下降,从 0. 283下降到 0. 260,但 2007年

又略有上升 (自然对数值的变异系数为 0. 265)。这

说明, 2004年以后,我国各地区工资差异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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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07年以后又表现出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由

表 3还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呈

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技术创新能力的自然对数值

的变异系数整体也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从 1997

年的 1. 40上升到 2007年的 1. 56。这同时也说明,

我国各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也呈现出拉大的趋

势。从表 3亦可知,各地区每万人中的大专及其以

上学校的在校生数量在 1997年至 2007年这一时期

逐步增加;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97年至 2005年有明显下降趋

势,但 2006年以后又具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nWAGE 8. 76 8. 89 9. 00 9. 11 9. 27 9. 40 9. 52 9. 65 9. 78 9. 91 10. 1

0. 242 0. 245 0. 26 0. 27 0. 283 0. 2882 0. 2886 0. 283 0. 262 0. 260 0. 265

1nTEE 6. 57 6. 84 7. 26 7. 294 7. 298 7. 28 7. 55 7. 58 7. 66 7. 93 8. 19

1. 40 1. 39 1. 38 1. 355 1. 356 1. 57 1. 55 1. 53 1. 54 1. 53 1. 56

1nEDU 3. 23 3. 29 3. 46 3. 74 4. 00 4. 22 4. 41 4. 59 4. 76 4. 86 4. 95

0. 601 0. 604 0. 59 0. 54 0. 53 0. 52 0. 51 0. 48 0. 45 0. 43 0. 41

1nPFD I 0. 088 0. 081 0. 079 0. 075 0. 071 0. 065 0. 064 0. 061 0. 057 0. 058 0. 079

0. 11 0. 10 0. 10 0. 09 0. 08 0. 06 0. 06 0. 05 0. 05 0. 05 0. 14

  注:上方系数为均值,下方系数为标准差;根据 1998) 2008年的5中国统计年鉴 6数据并采用 E view s6. 0计算得到。

  (二 )回归结果分析

横截面的异方差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可能遇

到的最为常见的问题,此时运用 OLS可能会产生结

果失真。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

异,所以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进行

参数估计 (设为模型 1)的同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

估计法 ( cross- sect ion w e ight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

计 (设为模型 2)得到结果如表 4。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

估计法得到的模型估计结果更好 (调整后 R
2
为 0.

9752) ;各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在统计上

也更显著,整个模型拟合较好。这说明我国各地区

工资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存在高度相关性。在控制

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 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对其工

资水平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由于进行的是对数回

归,系数具有弹性的意义, 实际上就是创新能力对工

资水平的弹性,总体而言, 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每提

高 1%,其职工平均工资就会提高 0. 18%左右。

同时从表 4还可以看出, 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力

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其系数符号都与一般文献中

理论预测和实证结果一致, 即以每万人中大专及以

上学校的在校生数量衡量的地区人力资本状况的改

善能够有效提高该地区的工资水平, 而以一个地区

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

衡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亦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表 4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常数项 C 5. 8907 5. 8269

( 59. 5649* * * ) ( 63. 2351* * * )

1nTEE 0. 01917 0. 1847

( 8. 7139* * * ) ( 11. 3571* * * )

1nEDU 0. 5498 0. 5359

( 36. 0216* * ) ( 44. 3885* * * )

PFDI 0. 01227 0. 0031

( 0. 0949 ) ( 10. 0129* * * )

调整后 R2 0. 9362 0. 9752

F统计量 136. 3985 365. 0666

  注:系数下方括号里的值是 t统计量; * * * 、* * 、* 分别表示

在 1%、5%和 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由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力资源以及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我国各地区在工资水平和创

新能力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利用 1997 -

2007年的省际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总体而言, 一个

地区的创新能力每提高 1% , 其职工平均工资就会

提高 0. 18%左右; 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外商

直接投资等对工资水平也表现出积极的影响。根据

以上的实证分析结论,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 )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促进区域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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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升,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积极开展制度创新。一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严格执行专利政策, 打击侵权行为, 以激发企

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技术中介

市场,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提高要素产出效率。

(二 )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 提高中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此, 高度重视东部地

区资源、资金和人力资本的过度集聚,加快东西部地

区人力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有效缓解东部地区

的就业压力,实现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合理配置。

(三 )充分发挥外商投资对东部地区就业和工

资的拉动作用,积极鼓励和扶持私人资本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工资

水平,进而缩小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在外商直接投

资所引致的技术外溢会提高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进而会提高该地区的工资水平;同时外商直接投资

规模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这意味

着该地区生产的产品越容易进入国外高收入市场,

从而有效提高该地区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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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gionalWage Inequality and R eg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07

SH I Fe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 ina)

Abstrac t:  A cco rding to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 ina from 1997 to 2007, w e test the relation of Reg iona lW age Inequa lity

and Reg iona l Innova tive Capac ity. U sing mode ls w ith variab le intercep ts and w ith var iable coe fficien ts, wh ich invo lveAve rageW ages of

sta ff, innovative capacity, hum an cap ital and FD I da ta, we conc lude that in the range of the who le coun try the coeffic ient of innovative

capacity is 0. 1847; Contro llab le va riab le such as hum an cap ita,l FD I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age leve .l

K ey words:  Reg ionalW age Inequality;  Reg ional Innovative C apacity;  Pane l Da taM od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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