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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一 系列其他福利制度的存在
,

中国城市劳动 力市场上存在

对外来劳动力的竣视并表现在就业岗位
、

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

本文从劳动力市

场歧视的概念入手
,

分析了歧视的来源及其与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关系
,

探讨了可能存在

的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及其下降趋势
,

并利用微观数据
,

证实了这种下降趋势
。

在分析的基

础上
,

文章提出了一些消除对外来劳动力竣视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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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农村和城市各项制度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
,

大批农村劳动力

进人城市就业
。

但是
,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其他福利制度的存在
,

从农村进人城市工作

的劳动力
,

在工作岗位
、

工资
、

社会保障和住房待遇等方面
,

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处于弱势地

位 (So lin g e r , 19 9 9 ; W a n g & Z u 。 , 19 9 9 ; K n ig h t e t a l
.

, 19 9 9 ; 蔡肪等
, 20 0 5 )

。

已有研

究表明
,

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
。

除此之外
,

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
,

也会造成两类劳动力 的工资差异 ( M en g & Zhan g ,

20 0 1 ; 王美艳
, 20 0 5)

。

歧视是与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
。

在发达国家
,

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

水平的提高
,

歧视呈现下降趋势 ( Fr ee m an
, 19 73 ; 麦克南等

,

2。。4 )
。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发育的过程
。

19 9 8 年国有企业改革以来
,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更加迅速 ( K ni g ht 乙 Son g ,

20 0 5 ; 蔡

防等
, 20 0 5)

。

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是否在

下降? 这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
。

本文将从歧视的概念讲起
,

分析歧视的来源及其与劳动力

市场发育水平的关系
,

重点考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
,

并提出消

¹

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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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经济学

除歧视的一些政策建议
。

一
、

歧视的基本概念

经济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了女性和男性
、

黑人和白人在工资上的差别
。

例如
,

1973一19 78

年
,

美国女性小时工资收人是男性的 65 % ; 从 1979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这一百分比

显著增长
,

一直保持在 78 %左右 (麦克南等
,

2004 )
。

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

报酬差别
。

19 83年
,

全年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黑人男工的平均工资和薪金为 16 41 0 美元
,

相

当于同类白人男工的 71 %多一点
,

1959 年这一比率仅为 61 % (伊兰伯格等
,
199 1)

。

女性和男性
、

黑人和白人不仅存在工资差别
,

还有就业岗位差异
。

在美国
,

妇女主要集

中于护理和零售服务员等收入较低的岗位
。

与白人相比
,

黑人集中于有限数量的低收人工

作
,

如洗衣工和清洁工等
。

女性和黑人在高收人岗位如牙医和内科医生职业中所占的比例较

小 (麦克南等
,

20 0 4 )
。

显然
,

不同群体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通常存在差异
。

例如
,

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通常

低于男性
,

黑人低于白人
。

因此
,

女性和男性
、

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和就业岗位差异
,

一个显

著的原因是人力资本特征存在差异
。

但是
,

这种由人力资本差异带来的工资和就业岗位差

异
,

不能称为歧视
。

贝克尔指出
,

只是由于劳动力处于不同的群体 (如女性和男性
、

黑人和

白人等) 而导致的工资和就业差异才能称为歧视 (B ec ke
r ,

195 7 )
。

很多研究发现
,

人力资

本差异只能解释女性和男性
、

黑人和白人工资差异的一部分
,

其余的工资差异
,

可以认为潜

在地是由歧视造成的 (B la u & K ahn ,

19 92 ; Ca in
,

1986)
。

二
、

歧视来源及其与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关系

总结已有文献
,

劳动力市场歧视可以分为工资歧视和就业歧视两种
。

工资歧视是指生产

率特征完全相同的劳动力
,

其中一些劳动力会仅仅因为其所处的群体而得到较低的工资 ; 就

业歧视是指一部分人仅仅因为其所处的群体而被禁止或限制进人某些行业或职业
。

由于经济

学家对歧视现象的研究起步较晚
,

也由于歧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

也可能表现为各

种假象
,

而且歧视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
,

到目前为止
,

还没有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用于解释劳

动力市场歧视现象
。

被经济学家们公认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来源有五种
:

第一种是个人偏见产

生的歧视
,

第二种是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第三种是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
,

第四种是制度

产生的歧视
,

第五种是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
。

贝克尔为个人偏见产生的歧视分析奠定了基础 (B ec ke
r ,

195 7)
。

他认为
,

个人偏见产

生的歧视是指歧视者对某些人群存在一种偏见
,

宁愿放弃追求最大利润
,

也要满足这种偏

见
。

个人偏见产生的歧视分为雇主歧视
、

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三种
。

雇主歧视是指雇主对具有某种特征的雇员有偏见
,

而不愿意雇用具有此特征的人
,

更愿

意雇用另一些人 ; 或者是雇用后支付较低的工资给这些雇员
,

而对其他生产率特征完全相同

的雇员
,

支付较高的工资
。

雇主歧视模型暗含的重要启示是竞争性市场力量将使歧视减少或

消失
。

如果雇主因为其自身对某类群体存有偏见
,

从而不愿意雇用这类人
,

很显然会导致企

业不能以合理的价格雇用到其需要的人
,

从而成本提高
。

这是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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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

果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
,

竞争性很强
,

这类具有歧视性的雇主会很快被市场淘汰
。

雇员歧视是指企业中的一些雇员尤其是具有优势地位的雇员
,

可能对具有某种特征的劳

动力有偏见
。

在这种情况下
,

雇主可能让这些雇员隔离
,

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
。

如果雇员歧

视广泛存在
,

或者寻找工作的受歧视群体的数量很大
,

雇主将不得不雇用这类群体的劳动

力
,

但会支付他们较低的工资
。

因此
,

存在雇员歧视时
,

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
。

市场竞争

性的增强很难减少这类歧视
。

这种歧视模型一般适用于分析种族歧视的情形
。

顾客歧视是指顾客可能对某类劳动力有偏见
,

不愿意接受其服务
,

而偏好另外一类劳动

力提供的服务
,

由此造成雇主不愿意雇用前一类劳动力
,

或者即使雇用
,

也支付给他们较低

的工资
。

根据顾客歧视的特征
,

企业利润也不会受顾客歧视的影响
,

市场竞争性的增强很难

减少这类歧视
。

这种歧视模型比较适合分析种族歧视的情形
。

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模型是由 Pha lPs 等人发展起来的 (Phe lP
s ,

1 9 72 ; D en ni s
&

Cal n ,

19 77 )
。

这种模型是指雇主在作出雇用决策时
,

由于收集求职者的详细信息的代价很

高
,

而且能够收集到的信息量有限
,

也由于获取完全准确的求职者的信息非常困难
,

雇主有

时会将求职者所属的群体的平均特征
,

视为求职者个人所具有的特征
,

从而根据群体的平均

特征
,

来决定是否雇用该求职者
。

雇主在作出提升决策时
,

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形
。

如果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
,

雇主获取求职者的信息的渠道畅通无阻
,

雇主就不再需要根

据群体的平均特征
,

而是根据求职者个人的生产率特征
,

作出雇用决策
。

但是
,

即使劳动力

市场发育得再成熟
,

想要获取全面的准确的求职者信息
,

也有一定难度
。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

发育
,

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

但很难完全消失
。

拥挤效应模型是由 B er gm an n 发展起来的
,

用来解释不同群体的职业隔离如何产生工资

差异 (Be
r g m an n ,

19 74 )
。

假设两类群体都能够胜任两个部门的工作
,

两个部门的工资率应

该是相同的
。

但是
,

在存在拥挤效应时
,

假定第一个群体很难在第一个部门就业
,

第一个部

门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
,

工资水平上升 ; 而在第二个部门
,

第一个群体能够得以就业
,

这个

部门的劳动供给就会增加
,

工资水平下降
。

这样
,

在第一个部门
,

劳动力昂贵
,

雇主倾向于

用资本代替劳动 ; 在第二个部门
,

劳动力便宜
,

雇主倾向于用劳动代替资本
。

这样
,

本来具

有相同的潜在生产率的工人
,

却具有不同的工资水平和生产率
。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

性的
,

这种状况不可能存在下去
。

随着劳动力竞争性的增强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一定会减

少
。

制度产生歧视的理论认为
,

企业内的一些制度安排
,

以及产品或劳动力市场上由一些企

业的垄断产生的竞争障碍
,

都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

一些企业存在外部和内部两个劳动

力市场
,

或者称双重劳动力市场
,

工作也被分为主要工作 (Pr im ar y job
s ) 和从属工作

(s e e o n da ry j
o bs )

,

这些都会产 生工 资差异 (Do
e r in g e r 邑 Pio r e ,

1 9 7 1 ; Pio r e ,

1 9 7 1 ;

W
a cht e r ,

197 4)
。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成熟
,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
,

竞争性加强
,

雇员在部门间的流动性将大大增强
,

制度产生的歧视将不复存在
。

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是指如果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广泛而且持续存在
,

被歧视的群体的

人力资本投资激励就会减少
,

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生产率
,

进而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表现 (L u n d be r g & S ta r t: ,

2 98 3 ; S tr o be r ,

2 9 7 6 ; W
e is s & Gr

o n a u ,

2 9 8 2)
。

反馈效应
·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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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经济学

产生的歧视不属于纯粹的工资和就业歧视
,

但它由劳动力市场歧视派生而来
,

反过来又会影

响劳动力市场
。

任何造成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来源
,

都会同时产生反馈效应
,

减少受歧视者接

受的人力资本投资
。

总结以上分析
,

顾客歧视和雇员歧视主要适用于分析种族歧视的情形
,

而且劳动力市场

发育能够减少这类歧视的程度有限
。

雇主歧视
、

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

视
、

制度产生的歧视
,

以及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
,

适用于分析各种歧视
。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

不断发育
,

这些类型的歧视会减少
。

三
、

歧视在发达国家的下降

从理论分析看
,

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

歧视会逐步减少
。

本部分我们着

重讨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

歧视在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
。

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各

异
,

他们之间很难进行横向比较
,

区分出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高低
,

其歧视现象的变化很

难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来解释
。

由此
,

选择一个国家
,

分析其歧视的变化
,

可以对劳动力市

场发育如何影响歧视的问题
,

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

我们来看美国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
。

Bl au 和 K ah n 的研究发

现
,

19 94一1 998 年
,

美国的女性与男性小时收人比率比 1 9 7 9一1 9 8 1 年缩小了 14 % (麦克南

等
,

2 004 )
。

1950一197 0 年
,

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尤其是对受过教育的黑人的歧视大大减少

(F r e em a n ,
15 7 3)

。

隔离指数 (in d e x o f s eg r eg a tio n ) 用来衡量职业隔离的程度
,

即被排挤

或职业隔离的程度
。

在美国
,

由于性别引起的职业隔离指数在 19 7 3 年是 68
.

1%
,

到 2 0 0 0

年下降到 51
.

8%
。

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隔离指数从 37
.

1%下降到 2000 年的 23
.

7%
,

白

人男性和黑人男性 的隔离指数从 197 3 年的 37 %下降到 20 0 0 年的 25
.

9% (麦克南等
,

20 04 )
。

显然
,

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

美国的歧视现象呈现下降趋势
。

四
、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及其变化

如前面讲到的那样
,

顾客歧视和雇员歧视模型主要适用于分析种族歧视
。

雇主歧视
、

先

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
、

制度产生的歧视
,

以及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
,

适用于分析各种歧视
。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
,

显然不属于种族歧视
。

因此
,

我们将应用雇主歧视
、

先入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
、

制度产生的歧

视
,

以及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这几种歧视类型
,

来分析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
,

并探讨随着劳

动力市场的不断发育
,

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是否呈现下降趋势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中国为确保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
,

实行了户籍制度
、

人民公社制

度和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制度
。

这不仅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
,

也限制了劳动力在城

市之间的迁移
。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

几乎都是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劳动力而没有外来劳动

力
,

也就谈不上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问题了
。

或者说
,

二元经济结构把城乡分割成不同的劳

动力配置空间
,

城乡收人差异掩盖了两类劳动力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中时可能产生的工资差

异
。

改革开放以后
,

大批农村劳动力进人城市就业
。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

形成外来劳动力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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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

与城市劳动力两个群体
。

外来劳动力没有城市户口
,

不具有城市身份
。

首先我们来看是否可

能存在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主歧视
。

任何雇主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

才能保证不被市场淘

汰
。

因此
,

一个理性的雇主通常不会因为一个求职者是外来劳动力
,

就在雇用和工资决定上

给予其与城市劳动力不同的待遇
。

当然
,

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和部门依然存在这种现象 (蔡防

等
,
2005 )

,

这些行业和部门有可能会出于某些原因
,

歧视外来劳动力
。

必须指出的是
,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存在户籍制度的国家
,

而且户籍本身附带着很多东

西
,

有很高的
“

含金量
” 。

外来劳动力进人城市后
,

城市政府时常会面对本地居民对外来劳

动力的各种抱怨
,

诸如工作竞争
、

犯罪率提高
、

社会不稳定
、

生活环境差等
。

出于对社会稳

定的考虑
,

城市政府不得不对本地劳动力出台一些保护措施
,

对外来劳动力则实行诸如限制

行业进人
、

一些本地居民能够得到的福利待遇
,

不给予外来劳动力等
,

这样就形成了对外来

劳动力的
“

政府歧视
” 。 ¹ 实际上

,

政府的这些做法
,

恰好就是把户籍制度作为其合法性依

据
。

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
,

对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所做出的一些非常具体的规定

( K ni gh t & so ng
, 20 0 5) ,

可能会无形中增加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
,

但企业又必须遵

守政府的这些政策法规
。

因此
,

雇主雇用外来劳动力的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
。

即使雇用外来

劳动力
,

支付的工资也相对低一些
。

也就是说
,

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
,

最终是与雇主打

交道
,

而不是与政府打交道
。 “

政府歧视
”
最终会以

“

雇主歧视
”

的形式体现出来
。

其次来看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外来劳动力在农村接受教育
,

平均来看
,

雇主会认为

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比城市地区差一些
。

外来劳动力在进人城市前
,

通常从事农业或农

村非农产业
,

雇主会倾向于认为
,

这种工作经历的积累对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帮助不大
,

城市

劳动力的工作经验更为重要
。

另外
,

雇主还可能会认为
,

外来劳动力的见识等也不如城市劳

动力
。

在年龄
、

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历等相当的情况下
,

雇主可能会优先雇用城市劳动力
,

或者即使雇用外来劳动力
,

支付的工资也较低
。

因此
,

对外来劳动力而言
,

先人为主的统计

性歧视可能发生
。

再来看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
。

目前
,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

工作部门间存在性质明

显的划分
:

一个是工资率高
、

工作稳定
、

工作条件较好的正规部门 ; 一个是工资率低
、

工作

不稳定
、

工作条件较差的非正规部门
。

外来劳动力作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后来者
,

很难进

人正规部门就业
。

城市劳动力则是到正规部门寻找工作
。

只是在不能进人到正规部门的情况

下
,

才转向非正规部门
。

因此
,

拥挤效应产生的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很容易理解
。

最后来看制度产生的歧视
。

外来劳动力作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后来者
,

加上没有户口

的这种
“

身份
” ,

很难进人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

当企业从内部提拔和重新配置人员时
,

外来劳动力得到提拔和调换工作的机会比较少
。

另外
,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工作
,

外来

劳动力能够进人的机会也很少
,

而是更多从事次要工作
。

制度歧视明显会存在于外来劳动力

¹ 贝克尔在 《歧视经济学》 (19 57) 一书中
,

讨论了
“

政府歧视
”

。

但贝克尔认为
,

他的
“

政府歧视
”

真实世界不太有价值
。

我们此处所讲的
“
政府歧视

”
与贝克尔所讲的不完全相同

,

是指政府迫于一些压力
,

的劳动力实行一些歧视性政策
。

模型应用到

对某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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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

既然由
“

政府歧视
”

转化的雇主歧视
、

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
,

以及制度产生的歧视
,

都可能在外来劳动力身上体现
,

反馈效应产生的歧视也就自然存在
。

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
,

降低了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
。

这样
,

不仅外来劳动力对其自身

进一步学习和培训的积极性降低
,

雇主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考虑
,

也不愿意在外来劳动力身

上进行职业培训投资
。

这种影响还不只是一代的问题
,

甚至可能影响到外来劳动力对其子女

的人力资本投资
。

所有这些又造成了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获得的减少
,

进而在劳动力市场

上遭到歧视
。

与其他国家的歧视相同
,

我们有理由预期
,

随着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

对外来劳

动力的这些歧视将不断减弱
。

事实上
, “

政府歧视
”
正在不断减少

。

近年来
,

很多城市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

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限制
。

外来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也处于建立过程

中
,

加人养老
、

医疗和工伤等保险的外来劳动力比例提高
。

随着外来劳动力进人城市就业的

时间越来越长
,

先人为主的统计性歧视也会减少
。

拥挤效应产生的歧视和制度产生的歧视
,

也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

而不断降低
。

五
、

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计量分析

本部分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 2 0 01 年和 2 0 0 5 年在上海
、

武

汉
、

沈阳
、

福州和西安所做的劳动力调查数据
,

计算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

程度
,

验证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下降
。 ¹ 两次调查都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

在相同的城市进

行
,

数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

2001 一20 0 5 年
,

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

的发育过程 (蔡防等
, 20 0 5)

。

对这两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

正好可以观察劳动力市场发育过

程中
,

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
。

我们应用 Br o

wn 等人 ( 1980) 研究性别工资差异的方法
,

来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

城市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
,

并计算对外来劳动力的歧

视程度
。 º

表 1给出了 20 01年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收人差异分解结果
。

外来劳动力与

城市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人差异中的 84 %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构成
,

而其余 16 %则由

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
。

在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中
,

42 %可以由人力资本等个人察赋

特征得到解释
,

其余的 58 %则不能由个人察赋特征给以解释
,

这可以认为是由歧视造成的
。

也就是说
,

外来劳动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劳动力的部分
,

58 肠应该归因于户

籍身份的差异
。

在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中
,

58 %可以被个人察赋的差异解释
,

其余的

42 %则属于不可解释或歧视部分
。

这样
,

总算起来
,

总工资收人差异中的 44 %
,

是可以由

个人察赋差异所解释的
,

而剩余的 56 %则属于不可解释部分
,

也就是通常认为的源于户籍

制度的歧视所造成的部分
。

表 2给出了 20 05 年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分解结果
。

外来劳动力与

¹ 关于这两次调查数据的详细介绍
,

可参见王美艳的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回报因素分析》 (20 0 6) .

º 关于这个方法的详细介绍
,

可参见 Br o

wn 等 (l 9 8 0)
。

此处我们只给出最后的分解结果
,

中间计算步骤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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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 01 年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分解结果

项项目目 小时工资收人自然对数数 百分比 (写))) 百分比 (%))) 百分比 (%)))

总总的工资收人差异异 0
.

6 6 6 000 1 0 0
.

0 0000000

就就业岗位内内 0
.

5 6 2 111 8 4
.

4 000 10 0
.

0 00000

可可解释部分分 0
.

2 3 4 999 3 5
.

2 777 4 1
.

7 99999

不不可解释部分分 0
.

3 2 7 222 4 9
.

1 333 5 8
.

2 11111

就就业岗位间间 0
.

1 04 000 1 5
.

6 22222 1 0 0
.

0 000

可可解释部分分 0
.

0 60 888 9
.

1 33333 5 8
.

4 444

不不可解释部分分 0
.

04 3 222 6
.

4 99999 4 1
.

5 444

可可解释部分合计计 0
.

2 95 666 4 4
.

3 8888888

不不可解释部分合计计 0
.

3 70 444 5 5
.

6 2222222

资料来源
:

根据 2 0 01 年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

城市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人差异中的 85 %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构成
,

而其余的 15 %则

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
。

在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中
,

44 %是可以由人力资本等个人

察赋特征得到解释的
,

其余的 56 肠则不能由个人察赋特征给以解释
。

也就是说
,

外来劳动

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劳动力的部分
,

56 %应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
。

在就

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中
,

58 %可以被个人察赋的差异解释
,

其余的 42 %则属于不可解释或

歧视部分
。

这样
,

总算起来
,

总工资收人差异中的 46 %
,

是可以由个人察赋差异所解释的
,

而剩余的 54 %则属于不可解释部分
。

表 2 20 05 年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分解结果

项项 目目 小时工资收人自然对数数 百分比 (% ))) 百分比 (% ))) 百分比 (%)))

总总的工资收人差异异 0
.

5 4 6 000 10 0
.

0 0000000

就就业岗位内内 0
.

4 6 5 777 8 5
.

2 999 10 0
.

0 00000

可可解释部分分 0
.

2 0 6 000 3 7
.

7 333 4 4
.

2 33333

不不可解释部分分 0
.

2 5 9 888 4 7
.

5 777 5 5
.

7 88888

就就业岗位间间 0
.

0 80 333 14
.

7 11111 10 0
.

0 000

可可解释部分分 0
.

0 4 6 444 8
.

4 99999 5 7
.

7 555

不不可解释部分分 0
.

0 33 999 6
.

2 11111 4 2
.

2 222

可可解释部分合计计 0
.

2 52 444 4 6
.

2 2222222

不不可解释部分合计计 0
.

2 93 777 5 3
.

7 8888888

资料来源
:

根据 2 005 年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

表 1 和表 2 告诉我们
,

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
,

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

总工资差异的比例
,

从 2 0 01 年的 56 %下降到 2 0 0 5 年的 54 %
。

尽管下降的比例不大
,

但呈

现出下降的趋势
。

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与其他国家相比
,

中国的劳动

力市场发育相对较快
。

但是
,

5 年的时间毕竟还较短
,

不可能观察到歧视的剧烈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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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指出的是
,

外来劳动力所受的歧视不仅仅是就业和工资收人
,

还体现在社会保障

方面
。

这两次调查数据表明
,

外来劳动力享受的社会保障增加
,

各种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都有

所提高
,

与城市劳动力的差距缩小
。

由于社会保障很难折算成收人
,

也就无法加人到工资收

人分解中
。

但是
,

两类劳动力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差距的缩小
,

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对外来劳

动力歧视的下降
。

六
、

消除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政策建议

每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不完美
,

即使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
。

既然如

此
,

劳动力市场歧视就不可避免地存在
。

各个国家为消除歧视
,

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

总

结起来
,

政府一般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解决歧视间题
:

第一
,

劳动力市场发育本身就是减少和

消除歧视的最好手段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得曼认为
,

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完全有能力消除

歧视 (Fri e d m a n ,

196 2 )
。

具有与生产效率无关偏好的雇主
,

与那些没有与生产效率无关偏

好的雇主相比处于劣势
,

有更高的成本压力
。

在竞争性的市场上
,

这些雇主将被驱逐出市

场
,

遭到淘汰
。

第二
,

最直接的政策是政府干预
,

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给予受歧视者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工

资水平
。

以美国为例
,
1963 年

,

美国通过 《工资公平法》
,

宣布对于男性和女性分别支付不

同工资的做法是违法的
,

规定对相同或相似工作的男女支付同等报酬
。

美国的 《1964 年民

权法案》不仅试图消除工资歧视
,

也试图消除雇用和晋升中的歧视
。

该法规定
,

任何雇主
“

因为种族
、

肤色
、

宗教信仰和民族等而拒绝雇用或解雇任何个人
,

或者在补偿
、

期限
、

条

件
、

待遇和就业等方面对个人进行歧视
” ,

均属于违法行为
。

第三
,

较为间接的政策是增加受歧视者接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机会
,

提高他们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

以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为例
。

女性和黑人在接受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

上的机会
,

少于男性和白人
,

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
,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差
,

通常在

收人低的部门就业
。

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和黑人的人力资本获得
。

因此
,

除

了制定法律和政策限制歧视现象外
,

要采取各种措施
,

增加受歧视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

会
。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

在消除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上
,

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

第一
,

大力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
。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中
,

不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
,

都不够完善
。

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比产品市场的发育还要滞后
。

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
,

打破劳动力在城乡之间
、

地区之

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障碍
,

形成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

是消除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重要

措施
。

户籍制度的存在
,

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受到歧视的根源
。

虽然伴随着整体体制改

革
,

户籍制度也或多或少得到改革
,

但是
,

这一制度安排把城市享有户籍身份的居民与不享

有户籍身份的外来劳动力区别对待的性质仍然没有改变
。

要改变外来劳动力的这种地位
,

最

根本的途径是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
。

消除户口的
“

含金量
” ,

剥离户口的福利含义
,

使

户口仅仅执行人口登记和管理的职能
。

第二
,

直接的政府干预
,

使用法律和政策手段
。

近年来
,

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文件
,

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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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种种限制
,

提高他们各方面的保障待遇
。

以北京和深圳为例
,

1995 年以政府令形式发布的 《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
,

对外来务工人员作了一

系列的限制性管理规定
。

2004 年
,

施行近 10 年的这一规定被废止
。

2 0 0 6 年
,

深圳市通过了

《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

劳务工医疗保险制度将在深圳全面推广
。

在消除对外来

劳动力的歧视上
,

政府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

第三
,

增加外来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

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

与

城市劳动力相比
,

外来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较低
,

接受培训的机会也少
。

政府应该采取各种

措施
,

举办有效的培训项目
,

提高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

目前
,

外来劳动力的子女在

城市就学受到很多限制
。

他们是未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
,

要给予他们与城市子女同

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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