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低工资一定会减少企业的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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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必然增加企业的绝对劳动力成本,因此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企业出口减少。 本文基于

2004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和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对最低

工资和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重新作了考察。 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呈现“倒 U 型冶。 此外,本文还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企

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企业生产率越高,最低工资对其影响越小。 从空间分布

来看,最低工资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出口行为的“倒 U 型冶影响显著高于

西部地区。 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不同。
关 键 词摇 最低工资摇 企业出口摇 异质性企业摇 企业区位

一摇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部门、城乡、区域、行业、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逐

渐加大,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这导致了 2008 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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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两个同步冶目标。 一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

同步;二是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因此,2009 年以来各地纷纷上

调最低工资标准。 面临最低工资的提高,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能否保持

“世界工厂冶的地位成了经济界的一个热议话题,不同学者、机构持有不同观点。 根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在较长时期里,中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仍在于劳动力,尤其是受

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在较长时间里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蔡昉(2009)以及

蔡昉等(2009)认为国家比较优势不仅由劳动力成本也由劳动生产率决定。 应该把两

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位劳动成本冶的指标(即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来
衡量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否发生了变化。 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

征,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从
而中国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陈超和姚利民(2007)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保

持并进一步扩大。 而梁俊伟(2006)认为中国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引致的劳

动力密集型产品虽然历来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但已开始呈现弱化的趋势,而且导致

了贸易利益的损失。 同时,财政部科学研究课题组(2009)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

影响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会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面对众说不一的观

点,运用真实的经济数据研究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和迫

切。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库和中国各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研究最低

工资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由此推断最低工资的提高是否会改变中国的比

较优势以及是否会使中国“世界工厂冶的地位丧失并影响企业的出口。
从一般的经济直觉上来看,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得企业面临的绝对人力成本上升,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下降或者削减从事生产的员工数目,那么企业的出口行

为可能会受到遏制。 但是,这也给部分企业提供了积极进行创新研发的动力,从而使

生产率可能会提高,进一步地,出口行为受到促进;在劳动力剩余的经济中,这提高了

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机会成本,这会产生效率工资效应,使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进一步

地提高生产率,从而出口行为可能会得到促进。 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会使得低效率企

业退出出口市场,高效率企业的出口份额增加,且本地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激励企业扩

大生产规模,从而企业会利用规模优势,使得出口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 所以,在最低

工资上升的较低时,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大于由此带来的成本上升程度,企业的出

口行为会得到促进,但是,随着最低工资的进一步上升,企业不堪成本压力,选择退出

国际市场,即出口活动受到抑制。 这意味着企业出口行为对最低工资的反应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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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U 型冶。
本文进一步的经验结果表明:(1)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呈现为“倒 U冶

型关系,即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最低工资水平小于此临界值时,最低工资上涨会导致企

业出口额、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的增加;大于此临界值时,最低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

出口额、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的减少。 (2)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程度随

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高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小,边际生产率对最低工资对

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是递减的。 (3)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存在空间

分布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表现为“倒 U
型冶。 (4)对于不同所有权特征的企业,其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亦不同。 就笔

者所知,对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这种“倒 U 型冶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最低工资与出口方面的相关文献。 第三部

分介绍最低工资对出口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 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介绍。
第五部分是经验分析结果和结论。 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 第七部分是结论与政策

建议。

二摇 文献综述

对于最低工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企

业的异质性角度进行了研究。
一些学者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Brecher(1974a、1974b)

考察了市场实行最低工资的情形。 他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形下,资本密集型国

家最低工资的上涨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减少。 同样,劳动密集型国家最低工

资的上涨将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减少。 Neary(1985)则将研究推广到了弹性价

格变化的要素种类数大于产品数目情形,分析了要素在国际间不可流动或部分要素可

流动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问题。 根据其分析,我们可推出类似于 Brecher (1974a、
1974b)的结论。 Srinivasan 和 Bhagwati(1975)、Magee(1976)等在资本产业专用、劳动

力在产业间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发现,若该国原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则最低工资上升将导致该产业出口的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口的减少;若
该国原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最低工资上升将导致该产业

进口的减少甚至转为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减少甚至转为进口。 Flug 和 Ga鄄
lor(1986)则在低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变成高技能劳动力的设定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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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出口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国来说,向低技能劳动力实行最低工资将导致

该国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 若该国出口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则最低工资将导致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减少。 相反,对原来出口高技能劳动

密集型产品的大国来讲,对低技能劳动力施加的最低工资可能会人为地使该国在生产

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增加;若该国

原来出口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则最低工资可能会使得该国贸易结构反转。
一些学者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对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吕

政(2003)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提高生产率才是解决贸易问

题的关键。 Egger 等(2009)发现,由于一国最低工资的提高,该国低效率的中间品供

应商将退出市场,而这将导致两国最终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下降,从而所有企

业的出口都将减少。 孙楚仁等(2013)从异质性企业角度发现,在最低工资低于市场

均衡价格时,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出口额及出口选择没有影响,在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出

清价格时,则会对企业的出口额及出口选择造成影响。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概

率和出口额的影响为负。 最低工资提高一倍,企业的出口额降低 8. 6% ,出口概率降

低 1. 1% 。 马双等(2011)也发现,最低工资的上涨显著降低企业出口的可能性。 若取

企业平均出口可能性 0. 27,则最低工资每上涨 1% ,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将下降0. 11% ,
对应的弹性为了 0. 11。 最低工资对不同工资水平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不同。 随着企

业平均工资的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越弱。 对平均工资处于最高 20% 的

企业,最低工资反而会增加其出口的可能性及出口额;对平均工资介于上期最低工资

与本期最低工资间的企业,出口受最低工资的影响更大。 同时,对资本劳动比较大的

企业,其出口额将更少地受最低工资的负向影响。
但以上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 第一,目前关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

究仅考虑了最低工资的成本效应,而忽略了其他正面效应。 考虑到这些缺点,本文考

虑了最低工资的二次项及最低工资和生产率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这就

更为完整地反映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综合效应。 第二,在中国,由于区域间

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不同地区企业的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可能不同,学者在

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将分区域考察最低工资在不同区域对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 第三,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特征下,关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

究也相对不够深入,本文将基于不同出口企业的所有权特征进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对要素扭曲下的贸易理论和国家的政策制定都有所贡献。 首先,本文

的研究对要素扭曲下的贸易理论和经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的制定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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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劳动力的价格不再完全由市场决定。 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

下,根据 Berg(2003)的结果,由于劳动力市场搜寻粘性和企业生产技术的异质性,最
终均衡市场的最低工资水平要高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这时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

效应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其产出,从而影响其对外贸易行为。 传统的理

论和经验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最低工资必然会降低企业出口、影响国家比较优势。 而本

文的研究却发现,由于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不仅是企业劳动力绝对成本的上升,而
且也会产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活动,低效率企业退出国际市场而高效率企业面

临更大的出口市场以及企业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生产并利用规模优势降低成本等效应,
从而促进出口。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最低工资水平对企业不同效应的作用程度不同,
这使得其可能会产生“倒 U 型冶影响,即在较低最低工资水平时,促进企业出口的效应

发挥主导作用,而当最低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出口活动受到抑制。 这就对

要素扭曲下的贸易经验和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经验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

检验此结果的稳健性。 而对于理论,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机制来解释这一

结果。
其次,本文的研究对国家出口政策制定也有重大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以及最

低工资法的实施,研究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对关注转轨时期弱势群体的福利,进而据此

制定相应的政策改善居民福利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根据传统理论,最低工资的

提高会使更多的人愿意在较高的工资水平上去工作,因而劳动力供给增加,但是公司

的生产成本限制,其生产规模、雇佣规模和出口规模及可能性都因此下降。 本文的研

究间接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最低工资的增加会使企业出口可能性和出口额都增加。
其原因可能在于本地市场效应、效率工资、企业创新效应等,从这点来说,研究最低工

资的提高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对准确判断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生产决策和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出口和就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还发现,最低工

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这意味着在最低工资政策实行

的同时,还应针对不同企业实行一些差别化的政策。

三摇 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

一般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有成本效应和效率工资效应、劳动

力市场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选择效应和企业创新效应等,而它们的作用方向、途径和

机制也不同。 正的影响机制有:劳动力市场效应、效率工资效应、本地市场效应;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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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有成本效应;而选择效应以及创新效应机制则对不同类型企业有着不同的影

响。 考虑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机制的特点,可以将六大效应划分为以下三

组:
(一)一般化效应包括成本效应和效率工资效应

成本效应即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经济中劳动力

成本增加,考虑到产品的生产需要同时使用多种生产要素且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才能

使生产顺利进行,所以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同时,也会导致资本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成

本的增加,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价格和竞争力,使
得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受到压缩;同时,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也会使企业做出裁员决

定,当从事生产活动的员工减少时,企业的出口行为必然也会受到抑制,使企业选择不

再出口或者出口额、出口密集度降低。 在短期内,最低工资的提高甚至会直接危及企

业的生存。 孙楚仁等(2013)研究发现:在封闭经济情形下,最低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

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使本国企业的价格升高、产出下降。 在开放经济情形下,最低工资

上升所带来的产品成本以及价格的上升将降低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使

所有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额下降。
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在劳动力市场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提高,提高

了工人不努力工作的机会成本,这可能会倒逼劳动者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生产

效率,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率整体提高。 Agenor 和 Aizenman(1999)在对效率工资模型

进行分析后认为,最低工资的引入会抑制低工资工人的怠工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监

督成本。 Cubitt 和 Hargeraves-Heap(1996)利用人力资本模型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会

对工人产生激励作用,激励其积极接受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含量,
进而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产生促进作用。 在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幅度与监督成本降低

幅度之和大于成本上涨幅度时,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增强,并会从出口活

动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促进企业的出口行为,使企业选择从事出口活动或者出口

额、出口密集度上升。 由上述分析可知: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因引致的成本效应而抑制

企业出口活动,同时也会因效率工资效应导致企业出口活动增加,企业出口行为受最

低工资的反映取决于两者发挥作用的力量博弈以及先后顺序,其表现可能会是线性也

可能是“正 U 型冶或者“倒 U 型冶。 但是,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率水平现状是,
大多数企业的工资水平还不能达到生产率水平,那么最低工资的提高,对成本增加的

作用有限,只会对出口表现为促进作用,但是,部分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其对生

产成本的增加作用表现明显,那么就会抑制企业出口行为。 所以,企业出口行为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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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的反应是“倒 U 型冶。
(二)异质性企业特征包括选择效应和创新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下,企业的生产率不同,因此在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时,有必要将企业的异质性考虑在内。 选择效应即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不同生产率

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不同,会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高效率企业留在市场。 此时,面
对稳定的市场需求,高效率企业的需求份额会相对增加,收益以及利润的增加使得高

效率的企业更有能力保持其在竞争中的优势,并给员工更高的工资水平,从而使其劳

动生产率更高,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最终高效率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额、出口密

集度会提高,低效率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额、出口密集度会下降。 不过,由于高效率

企业始终在出口份额上占有较大比例,所以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出口行为对最低

工资反应的综合表现结果仍为上升趋势。 但是,当最低工资高到一定程度时,其高效

率以及市场份额的增加不足以抵消最低工资的上涨带来的成本上涨,这时,即便是之

前的高效率企业的出口行为也会受到抑制。 随着最低工资的提高,企业出口行为呈现

“倒 U 型冶变化。 这也意味着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生产率的不同而不

同。 Arimoto 等(2009)对日本缫丝行业的分析结果显示,激烈的竞争将不断淘汰低生

产率的企业,最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因此,即使选择效应并没有改

进每一个企业的生产率,但当低生产率的企业被淘汰后,群体内的整体生产率还是提

高了。 从而,企业的出口活动会提高。
企业创新效应是指最低工资的增加会引起成本的上升,会对企业的生存存在一种

潜在的威胁,这会倒逼企业更主动进行研发和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又可能会导

致企业选择出口、企业出口额和出口密集度的增加。 同时,创新有显著的累积效应,越
是开放的地区和人均 GDP 较高的地区,企业的创新活动越多。 由于最低工资会对居

民财富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由于选择效应对每个企业本身的“倒 U 型冶影响,以及通

过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以及创新效应带来的促进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这可能使得

企业出口行为对最低工资出现“倒 U 型冶反应。
(三)地方化特征包括集聚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

在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所以在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时,应该注意到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对该影响的作用。 由供需理论可知,最低工资

的提高,短期内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 在二元经济国家,这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将集聚到城市,劳动力集聚将产生劳动力池效应,知识外溢效应,也即为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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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ffe 等(1993)针对美国专利引用情况、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知识外溢等一系列研究都

证实了劳动力积聚对知识外溢的重要作用,空间劳动力的集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促

进知识、技术的流动,从而能够提高地区的生产率,使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Audretsch
和 Feldman(1996)对生物技术产业核心技术研发人员的案例研究证实了科学家的空

间集聚对知识外溢的重要性。 结合 Melitz(2003)的分析,这会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
出口额和出口密集度。 根据本地市场效应,最低工资的增加,会提高劳动力的收入,使
其购买能力增强,这意味着本地企业面临更大的需求,生产更具有规模经济优势,那么

平均到产品的单位成本就会减小,企业的出口能力会上升,则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额

和出口密集度也会提高。 Krugman(1980)认为,随着本地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本地的

需求会增加,从而更多的公司在本地进行设厂,从而成为净出口者。 由上述两种因素

的分析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促进企业的出口行为,使得企业出口行为对最低

工资产生正向关系。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大致推断,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出口行为既存在正向又存

在负向的影响,其综合影响与最低工资的水平有关。 在不同情形,最低工资对于企业

出口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提升最低工资必然会减少企业出口可能性、
出口额和出口密集度。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H1: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呈现为“倒 U 型冶效应,即存在一个临界值,
当最低工资水平小于此临界值时,最低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出口可能性、出口额和出

口密集度的上升;当最低工资水平大于此临界值时,最低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出口可

能性、出口额和出口密集度的下降。

从最低工资所带来的集聚和选择效应我们还可知,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与企业特征有关,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受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高效率

企业更可能从中受益,而低效率企业则可能从中受损。 因此我们作出以下推断:

H2: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随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高效率的企业

受到的影响更小。

根据最低工资的集聚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我们认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还随区域特征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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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倒 U 型冶影响比西

部地区显著。

最后,由于企业的生产率还受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影响,因此在假说 H2 的基础上,
有必要研究不同企业所有权特征下,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如

下推断:

H4: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所有权特征的不同而不同。

在本文剩下的内容中,我们将利用数据对上述四个假说进行验证。 经验结果表

明,上述假说是成立的。

四摇 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取自 2004 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 12 400 个企业,
涉及各个规模的不同所有权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私有

企业),30 个行业,123 个地级市,调查对象既包括公司所有者又包括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的区位基本信息、城市基础设施、融资难易程度及融资成本、企
业出口选择、出口额、出口额在总销售额中所占比率、各个公司的营业额、劳动力数量

及技能水平、企业固定员工比例和临时工比例等,这为我们研究企业的出口行为提供

了重要的数据资料。
下面对本文中使用到的不同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简单介绍。
所有权的确定是根据其中所调查企业类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

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所持有的股权比例确定。 标准是持有股权最大

的类型为企业的所有权类型。 如果两种类型的股权持有比例相同,则随机确定其中一

种。 股权持有比例相同的企业数为 193 个,这与总的调查企业数目 12400 相比相对甚

小,对结果造成的偏差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企业的业绩也受企业所在区位的投资环境影响。 所以,有必要对企业的投资

环境进行控制。 交通、关税、电信(通讯状况)、融资难易程度以及融资成本都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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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0 表示该因素对企业的运营和成长影响程度无影响,4 表示该因素对企业的运营

和成长影响程度最大。
交通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市场广度,赋值为 0 说明企业面临很好的交通状况,不会

对企业的销售产生不良影响,4 则说明企业面临的交通状况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营。
关税作为企业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的成本之一,0 表明该企业出口的产品面临的

关税水平较低,或者该企业根本不出口,4 表明该企业产品面临的关税相对较高,对企

业的海外销售影响较大。
电信(通讯状况),由于现在企业的海外销售份额很多一部分是通过网上电子订

单达成的交易,所以通讯状况会影响企业的海外销售,0 值表明企业的通讯状况不会

影响企业的运营,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面临的通讯环境较好,也可能是由于企业不进行

出口,对企业的海外销售无影响,4 则表明通讯状况对企业的运营影响重大。
融资难易程度则以进行融资所需要的担保额大小作为对融资难易程度的衡量,并

进行相应赋值,不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可以由此体现。
融资成本是以进行融资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大小作为对融资成本的衡量,并进行赋

值,不同地区、不同所有权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同。
企业的出口选择,作为二元离散变量。 企业如果不出口,则该变量取值为 0,否则

取值为 1。
企业的出口率指企业的海外销售份额,也即企业的出口密集度。
企业的收入由企业的核心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 企业的总收入乘以企业的海外

销售份额则可以得到企业的出口额(以千元人民币计)。
本文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来自各省劳动保障部门所提供的 2004 年各省地级市的

123 个地级市正式员工小时最低工资数据。 根据中国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各地级市最

低工资标准的说明,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参考了各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

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
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因素。 我们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发现,每个地

级市的最低工资并不一定由该地级市制定,而可能由其所属的省级机构确定。 有的省

根据其区位和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确定所属城市的最低工资。 一般来说,省城和计划

单列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同,经济特区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其他地级市根据经济

发展程度不同而划分多个最低工资等级,每一类的工资水平不同。 2004 年,广东最低

工资等级最多,为 7 个(深圳自行制定最低工资)。 作者将这 123 个地级市 2004 年的

最低工资数据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进行了匹配和加工整理,这使得我们能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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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淤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即使一国同一产业内部企业的出口行为都存在显著差异,而
生产率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因此本文在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

时控制了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与最低工资的交互作用。 本文所用到的企业生产率

为其全要素生产率。 理论上根据单年数据无法计算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但 2004 年

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中调查了每个企业 2002、2003 和 2004 年的净固定资产、
劳动就业、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收入、总固定资产投资、总利润等财务信息。 本文将

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收入之和视为企业当年产值,并结合其当年的劳动就业、净固

定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行业生产函数。 根据 Melitz(2003)的
研究,在估计行业生产函数时我们假定企业固定效应在所在年份保持不变,其生产率

由要素投入结构决定,继而我们利用残差估计得到所有企业当年全要素生产率。 就本

文所用的数据来说,这种估计方法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单纯使用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内

生性问题。
(二)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出口选择和出口密集度的影响,估计方程如下:
export = 茁0 + 茁1 lmwage + 茁2( lmwage) 2 + 茁3 ln兹 + 茁4 lmwageln兹 + 茁5 lharbor + Z酌 + 着
摇 摇 其中,export 表示企业的出口行为。 在具体回归时,用 exportdum、lexport 和 expor鄄
tratio 表示。 exportdum 表示企业的出口选择,企业如果不出口,该变量取值为 0,否则

取值为 1,采用 probit 方法进行回归;lexport 表示企业出口额的对数,采用 tobit 方法回

归;exportratio 表示出口额在企业总销售额中的比重,如果不出口,取值为 0,如果出

口,则取出口在销售中的比例,采用一般的回归方法。 mwage 表示小时最低工资以 e
为底对数,ln兹 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数。 harbor 表示企业所在城市离其最近港

口的距离(单位:公里)。 Z 表示与企业有关的企业所在行业、所有权和企业所在区域

的经济环境等控制变量,即其所处的商业环境(包括关税(custom)、交通( transport)、
电信成本(communication)、融资难易程度(accessfinance)、融资成本( financecost))、所
有权形式、所在行业等变量,着 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主要考察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最低工资的提高是企

业成本增加,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这一部分表现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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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在这里,最低工资是否对所有企业是紧的这一问题变得很重要。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对所有企业起作用,
则所有企业雇佣工资都应高于最低工资。 作者仔细检查了世界银行 2004 年中国调查数据,结果发现,无论是企

业的小时工资、月工资、固定工资还是计时工资或正式员工工资和临时工的工资都高于最低工资。



出口产生负作用,由于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还受效率工资机制和本地市场效应

机制的影响,故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还存在积极的正面影响。 那么我们有

根据的猜测: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综合作用显示为非线性的“U 型冶关系。 鉴于目

前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无论是相对于国外工资标准还是中国的生产率都相对偏低,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前中国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有正的促进作用,但当最低

工资标准提高到某一临界值时,则表现为净抑制作用。 因此,在估计计量方程时,我们

加入最低工资的二次项,如果该系数显著且为负值,则支持我们的假说 1;如果不显

著,则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为单调的。
基于之前的机制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还通过选择效应、创新效

应和集聚效应等发挥作用,即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率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根据假

说 2,我们猜测,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 这在计

量上表现为最低工资和生产率的交互项,它用来衡量最低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协同效

应。 如果该项系数显著非零,则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

的不同而不同。 依据我们的猜测,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

越小,则我们可以预计,该系数的值为负。
根据假说 4,企业的所有权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所以在估计方程时,我

们应在估计方程中控制企业的所有权特征。 由于不同行业的出口情况不同,所以企业

所在的行业也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放入回归方程中。
从经济直觉上看,公司所在的区位也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所以我们控制了企业

所在的区位,以企业所在城市距离最近港口的距离这个因素来考察。 企业的出口行为

还与企业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如电信、交通、融资难易程度、融资成本以及关税等因

素相关,故在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时,我们也控制了这些变量。

五摇 计量结果

(一)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

表 1 给出了用 probit 方法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结果。 第(1)列是

控制企业离最近港口距离对数所得到的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结果,在之后

的五列中,我们依次加入了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外部环境因

素、企业的所有权特征、所在行业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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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

出口选择 (1) (2) (3) (4) (5) (6)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 1. 927*** 1. 935*** 2. 183*** 2. 148*** 1. 923*** 2. 221***

(6. 49) (6. 51) (6. 66) (6. 29) (5. 53) (6. 10)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 -0. 957*** -0. 970*** -0. 936*** -0. 934*** -0. 760*** -0. 891***

的平方 (-5. 77) (-5. 84) (-5. 60) (-5. 39) (-4. 30) (-4. 89)

离最近港口距离的对数 -0. 306*** -0. 304*** -0. 305*** -0. 258*** -0. 198*** -0. 158***

(-21. 22) (-21. 03) (-21. 07) (-16. 95) (-12. 62) (-9. 82)

生产率对数 0. 0300*** 0. 0923* 0. 0817* 0. 0789* 0. 121**

(3. 37) (2. 51) (2. 10) (1. 98) (2. 83)

生产率对数与最低工资 -0. 0681 -0. 0714 -0. 0827 -0. 0878*

对数的交互项 (-1. 74) (-1. 72) (-1. 94) (-1. 96)

电信成本 -0. 155*** -0. 170*** -0. 174***

(-6. 24) (-6. 64) (-6. 64)

交通 -0. 0637*** -0. 0701*** -0. 0337*

(-4. 57) (-4. 92) (-2. 29)

关税 0. 648*** 0. 572*** 0. 532***

(26. 65) (23. 10) (21. 11)

融资难易程度 -0. 0449*** -0. 0102 -0. 0105

(-3. 47) (-0. 77) (-0. 78)

融资成本 0. 0153 0. 0267 0. 0269

(1. 01) (1. 74) (1. 72)

所有权哑变量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截距 0. 578*** 0. 436** 0. 183 -0. 493* -0. 778** -1. 423***

(3. 60) (2. 63) (0. 83) (-2. 13) (-3. 22) (-5. 43)

样本数 12095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77

摇 摇 说明:括号中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0. 1%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从表 1 中可发现最低工资和最低工资的二次项都在 0. 1%的水平上显著,最低工

资和最低工资二次项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方向始终保持不变,且分别为正和负值。 这

与我们的假说 H1 一致,即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表现为“倒 U 型冶。 换句话

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先起到促进作用,到达某一临界值时,最低

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将对企业出口选择起负向影响。 出现该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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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的提高会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会使一部分企业均衡考虑最低工资提高

带来的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和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对员工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以
及使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的选择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等正面影响来

决定企业是否选择出口。 在增加阶段主要是由于最低工资可能使企业转向使用更高

效率的劳动力,或者因为工资提高而工人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可能使企业更多地

从事研发,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出口可能性和出口额。 这一论点在第三部分影

响机制的效率工资理论中有部分解释;减少阶段是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直接劳

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决定削减员工数目,从事生产的员工减少了,那么企业出

口也会减少,但是员工的减少这一因素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生产

成本上升促使企业作出该项决定。
最低工资与生产率的交互项为负值,在(6)中显著不为 0,也与我们的假说 H2 相

一致,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随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且高生产率的企

业受最低工资对出口的影响比低生产率企业所受的影响小,从这点足以看出高效率企

业对于最低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效应有巨大的吸收作用,使其受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

选择的影响较小,这与异质性企业模型相一致。
(二)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

表 2 用 tobit 方法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 第(1)列是控制企业离最

近港口的距离( lharbor)所得到的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结果,在之后的五列

中,依次加入相关因素后,我们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始终为正,最低工

资二次项的影响始终为负,且二者均显著,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为

“倒 U 型冶,这与我们的假说 H1 一致。
在第(3)列中,交互项系数仍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 由其系数显著为负,可得高生产率的

企业受最低工资对出口额的影响比低生产率企业所受的影响小,这也与我们的假说

H2 一致。
最低工资的提高,在一定范围内会先促进企业出口额的增加,这是因为出口企业

更易于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发挥规模经济以促进出口,通过劳动力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

生产率的提高,并通过选择效应使一部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进而使出口市场份

额增加,这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使企业出口增加,对于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带动就业、
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有积极作用。 而高生产率的企业对于最低工资上升带来的影

响有更大的弹性,其对高生产率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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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

出口额对数 (1) (2) (3) (4) (5) (6)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 2. 055* 2. 473** 3. 699*** 3. 458*** 2. 440** 1. 971*

(2. 37) (2. 93) (3. 96) (3. 80) (2. 72) (2. 35)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的平方 -0. 915 -1. 319** -1. 188** -1. 118* -0. 522 -0. 315

(-1. 95) (-2. 88) (-2. 59) (-2. 50) (-1. 18) (-0. 76)

离最近港口距离的对数 -0. 500*** -0. 523*** -0. 526*** -0. 445*** -0. 341*** -0. 207***

(-15. 10) (-16. 24) (-16. 33) (-13. 85) (-10. 44) (-6. 71)

生产率对数 0. 364*** 0. 671*** 0. 640*** 0. 615*** 1. 054***

(16. 56) (6. 52) (6. 38) (6. 24) (10. 86)

生产率对数与小时最低 -0. 320** -0. 307** -0. 281** -0. 301**

工资对数的交互项 (-3. 06) (-3. 01) (-2. 80) (-3. 16)

电信成本 -0. 138** -0. 155** -0. 139**

(-2. 59) (-2. 96) (-2. 90)

交通 -0. 0350 -0. 0460 -0. 00738

(-1. 02) (-1. 36) (-0. 23)

关税 0. 500*** 0. 405*** 0. 266***

(12. 05) (9. 77) (6. 90)

融资难易程度 -0. 313*** -0. 241*** -0. 192***

(-9. 48) (-7. 29) (-6. 31)

融资成本 0. 169*** 0. 187*** 0. 180***

(4. 42) (4. 95) (5. 17)

所有权哑变量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截距 16. 65*** 15. 11*** 13. 83*** 13. 43*** 13. 41*** 11. 03***

(37. 05) (33. 82) (22. 62) (22. 24) (22. 32) (18. 96)

截距 2. 111*** 2. 051*** 2. 049*** 1. 996*** 1. 959*** 1. 792***

(95. 76) (95. 70) (95. 70) (95. 70) (95. 70) (95. 70)

样本数 4585 4579 4579 4579 4579 4579

摇 摇 (三)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

表 3 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 第(1)列中对最低工资和最低工

资的二次项并加入该市距离最近港口的距离进行回归,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

的影响为正,二次项影响为负且二者分别在 0. 1%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在之后五列

·411·摇期8第年3102摇*济经界世

摇 摇 最低工资一定会减少企业的出口吗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中分别加入了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外部环境因素、企业所有权

特性、企业所在行业这些因素进行回归,从表 3 中可发现,最低工资的影响始终为正,
最低工资二次项的影响始终为负,且前四列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第(5)列在 15% 的

水平上显著,第(6)列一次项则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为“倒 U 型冶,这再次验证了假说 H1。

表 3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

出口密集度 (1) (2) (3) (4) (5) (6)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 34. 37*** 33. 13*** 49. 98*** 44. 21*** 35. 47** 38. 59**

(3. 42) (3. 30) (3. 93) (3. 47) (2. 80) (3. 17)

小时最低工资对数的平方 -19. 26** -18. 07** -15. 44* -12. 90* -5. 491 -8. 407

(-2. 95) (-2. 77) (-2. 48) (-2. 08) (-0. 90) (-1. 47)

距离最近港口的对数 -7. 865*** -7. 887*** -7. 918*** -6. 130*** -3. 469*** -2. 604***

(-16. 49) (-16. 48) (-16. 42) (-12. 80) (-7. 61) (-5. 98)

生产率对数 -1. 246*** 3. 062** 2. 634* 2. 789** 2. 211*

(-5. 53) (2. 96) (2. 54) (2. 73) (2. 13)

生产率对数与最低工资 -4. 756*** -4. 588*** -5. 173*** -4. 165***

对数的交互项 (-3. 93) (-3. 80) (-4. 35) (-3. 46)

电信成本 -0. 777 -1. 264** -1. 158**

(-1. 64) (-2. 78) (-2. 64)

交通 -2. 481*** -2. 424*** -1. 624***

(-9. 21) (-9. 42) (-6. 46)

关税 11. 14*** 7. 834*** 6. 607***

(23. 22) (16. 67) (14. 52)

融资难易程度 -1. 854*** -0. 619* -0. 602*

(-6. 92) (-2. 38) (-2. 44)

融资成本 -0. 785* -0. 246 -0. 133

(-2. 49) (-0. 80) (-0. 45)

所有权哑变量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截距 48. 91*** 54. 68*** 37. 50*** 27. 71*** 7. 676 3. 821

(14. 68) (15. 95) (6. 83) (4. 86) (1. 34) (0. 67)

样本数 12095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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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3)列开始,交互项系数仍为负值,显著性水平为 0. 1% ,说明最低工资对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 这也说明了高生产率的企业受最

低工资对出口密集度的影响比低生产率企业所受的影响小。 这两者均与我们的假说

H2 相一致。
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即在企业的总销售额中,多大比例是由出口的海外市场贡献

的,它反映了企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目前,中国出口企业数目众多,出口额巨大,但
是从出口的产品的密集度看,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产业链低端的产品,这
些产品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最低工资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依然在一定阶段

内表现为上升趋势,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尚未丧失,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世界

工厂冶的位置仍可以保证,这对解决国家就业问题有一定缓解。
(四)基本结论和解释

本文用 tobit 和 probit 方法分别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为“倒 U 型冶,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不

同而不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较小。 正如前文机制解释部分

的阐述,最低工资对出口的影响受多种作用机制的共同作用。 从我们已经获得的数据

来看,最直观的解释可以从“效率工资理论冶和“二元经济理论冶两个方面入手。
1郾 从“效率工资理论冶来看,无论是在索洛模型中工人工作努力程度由单纯的工

资水平决定,还是在萨默斯模型中工人努力程度由相对工资水平和工人对劳动力市场

状况的评价来决定,亦或是罗默模型中将代表性厂商工资水平、其他厂商工资水平和

失业率引入工人努力程度函数,建立更一般的效率工资理论模型,都得出高于劳动力

市场出清时均衡工资的工资都将对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激励作用这一结论。
关于效率工资的作用机理,最典型的是偷懒模型和逆向选择。 偷懒模型即在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下,赋予员工较高的工资,提高其偷懒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努力工

作;逆向选择模型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较高的工资对劳动力具有筛选功能,较高

的工资吸引质量较高的劳动力。 由此可以发现:较高的工资对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具有

激励作用,从而提高员工的生产率,进而提高公司的生产率。
同样地,最低工资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是相同的,也能达到提高员工生产率的

作用。 依据 Melitz(2003)模型,生产率越高,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出口额也会提

高。 最低工资的提高能促使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并提高企业的出口额,这表现为最低

工资的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额、出口密集度会增加;但随着最低工资的进一步

提高,受制于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潜在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速率赶不上由最低工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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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带来的企业成本增加的幅度,这部分最低工资就会净表现为企业的成本,对企业的

出口起到了抑制的作用,这表现为最低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会抑制企业的出口概率、出
口额和出口密集度。淤

2郾 从二元经济理论来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劳
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而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

业部门工资稍高。 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部门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

移,则最低工资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产

生集聚,人口集聚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最低工资的

增加所导致的成本增加还会产生选择效应,即迫使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存留

下来的企业生产率更高。 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提高了在位企业的生产率,进而使企业

的出口概率、出口额和出口密集度都增加。 但当工资进一步提高时,最低工资的提高

净表现为成本效应,这是因为即便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得到了提高,但是受到一个时期

内的技术水平和员工短时期内学习能力的限制,使得工资水平的提高不足以都能让工

人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在生产率提高受限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持续

上升就会使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出

口活动受到抑制。

六摇 稳健性分析

第五节的经验结果忽略了最低工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考察第五节结果

的稳健性,本节剔除最低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 本节还分地区

和所有权对最低工资的企业出口效应进行了分析。
(一)稳健性分析

由效率工资理论可知,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产生激励作

用,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率有影响。 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的无偏性,我们需剔除最低工资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企业生产率的对数关于最低工资的对数回归。于

由图示系数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对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即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使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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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提高,这与效率工资理论相一致。 接着我们将企业的生产率与回归结果的残差

作为剔除最低工资外其他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 用该残差值替代第五节的生产

率并再次回归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重新检验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看回归结果是否依然支持我们的假设,即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为

“倒 U 型冶,生产率高的企业受最低工资的影响较小。
在剔除最低工资对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后,重新估计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淤回归结果与第五节的结论相一致,即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最低工资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呈现“倒 U 型冶,且最低工资与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低

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高生产率的企业受最低工

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小。 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预测。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

响不只是众学者认为的成本效应下必然减少的趋势,而是受到效率工资效应引起的对

员工的激励机制、使企业面临退出机制的选择效应、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

的创新效应以及高工资引起劳动力集聚产生知识溢出的劳动力池效应等的综合影响,
使存活下来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生产率提高,并发挥规模经济等,进而促进企业的

出口。 这样,在劳动者素质提高进而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提高并不

会使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中国的“世界工厂冶位置依然能解决众多劳动者就

业问题并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同样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

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高生产率的企业更能灵活地对最低工资作出合理反应。
(二)分地区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反映了在对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出口行为分别进

行回归时,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于 第 1 列表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

影响,第 2 列表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第 3 列表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

密集度的影响。
1郾 在全国层面看,无论是出口额、出口选择还是出口密集度,最低工资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依然呈现“倒 U 型冶,最低工资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最低工资二次项的系

数为负且显著,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随着生

产率的不同而不同,边际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影响的程度是递减的。 这

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说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如诸

多学者认为的必然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行为,而是根据各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情况做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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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反应,当最低工资的值远小于市场均衡工资时,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起

到促进作用,只有当最低工资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才会有抑制作用。
2郾 对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对出口选择的影响,均与本文

预期结果一致: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依然呈现“倒 U 型冶,最低工资的系数

为正且显著,最低工资二次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 这与本文的观点相一致。 由于东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都比其他地区的相对较高,所以政

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比较高,高于市场均衡工资;同时,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对全国的出

口贡献较大,所以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有实质性的影响,表现方式与全国水平的

表现形式相同,均为“倒 U 型冶,在上升阶段,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没有消除,超
过临界值水平之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太大。 东部地区分

布的企业数目比较多,虽然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的企业生产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企业生产率,但是,即便是在东部地区内部,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很大,最低工资对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
3郾 对于中部地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无论是从出口选择、出口额

还是出口密集度角度考察,均表现出“倒 U 型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最低工资的提高

对企业出口先起到促进作用,超过此水平之后,最低工资的提高其对出口的影响将变

为负值,这支持了本文的论点。 中部地区依靠天然的平原、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劳动力

数量庞大的优势,大力发展食品行业和服装行业的外贸企业,这部分地区的出口也对

全国的出口做出了卓越贡献,且中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一

致,所以其对企业出口行为也有实质性的影响,表现为“倒 U 型冶,即在一定的水平之

下,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先起到促进作用,超过此水平之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

出口的影响将变为负值。
4郾 对于西部地区,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出口选择和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均不显

著。 这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较差、易开发的自然资源也相对较少,同
时,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其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薄弱,使得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 市场需求相对较小, 企业倾向于不会在该地区选址建厂, 所以该地区的出口

发展状况也相对落后, 出口企业的数量和出口额本身相对较少。 又因为其最低工资

水平远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员工的生活环境、 就业机会以及受教育机会和长远的

发展前景不及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为了获得更高的福利和效用, 大部分劳动力都流

向了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寻找机会, 所以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这种 “倒 U
型冶 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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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企业所有权回归结果

对于不同的所有权特征,分别用 tobit、probit 对企业出口额和出口选择进行回

归,淤从中我们可知,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出口选择的影响随着企业所有权的不同

而不同。
1郾 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通过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 tobit 回归和对企业出口

选择的 probit 回归,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企业所有权为国有企业这个特征之后,随着不

断增加可能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因素后,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和出口选择的

影响结果依然稳健地表现为“倒 U 型冶;其中,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倒 U 型冶
影响结果先是不显著,然后随着相关因素的不断加入,结果变得显著。 这一点很好理

解,因为最低工资制度在国有企业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执行,那么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

行为的“倒 U 型冶就很显著,最低工资的顺利实施这一点更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也
为国家正确制定政策以实现经济目的提供了量化的理论基础。

2郾 集体企业的回归结果。 在企业的出口行为对最低工资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在
不断加入生产率 兹、生产率和最低工资的交叉项、该市距离最近港口的距离、外部环境

因素、企业所有权特性、企业所在行业这些因素,考量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和

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出口额和出口选择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倒 U
型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和出口选择影响的系数依然表

现为一次项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 这一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方向仍与我

们的预期一致。 该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跟集体企业的特征相关。 集体企业分为

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它们均归地方政府管理,由于集体企业的经营规模比

不上国有企业,而又因为其同时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使得其生产效率比不上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私有企业,所以其出口动力和能力均不足,出口额本身较小,故其

出口行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由于其与国有企业一样也很好的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所以仍呈现为“倒 U 型冶。
3郾 合资企业的回归结果。 除了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回归外,在不断

加入相关因素后,通过对企业出口额的 tobit 回归和对企业出口选择的 probit 回归,我
们发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依然显著表现为“倒 U 型冶。 合资企业是一种由

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类型,它作

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招商引资的一种政策而被引进,自出现以来,资本的逐利性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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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外资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纷纷入驻中国成立企

业,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这使得其生产率较高,再加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带来的成本优势,这给合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使得其在一定的最

低工资范围内更愿意选择出口且出口额较大。
4郾 私营企业的回归结果。 随着不断考虑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因素,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对企业出口额的 tobit 回归还是对企业出口选择的 probit 回归,最低工资对企业

出口的影响结果不显著,不能通过稳健性检验,也不再遵守“倒 U 型冶。 对于私有企业

而言,往往通过延长员工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定额标准等办法,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

定,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另外,中国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

求,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为保全其工作岗位,不敢维护其合法劳动权益。 同时,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私有企业的监管力量相对薄弱,导致私有企业有逃离监管的动

机。 所以,对于私有企业而言,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倒 U 型冶不显著的结果也

是合理的。
5郾 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和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

选择的影响,随着不断加入其他项,研究发现显著性逐渐提高,并稳定性地表现为“倒
U 型冶,一次项系数始终为正,最低工资二次项的影响始终为负。 外资企业同合资企业

一样,也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吸引外国资金的政策而被引入的,凭借其先天的

企业内部优势和外在的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使其成为对中国出口贡献很大的一种企

业类型,其对最低工资的反应对国家制定正确、合理的政策以促进企业出口,进而影响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重大意义。
(四)内生性问题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作者考虑问题所限,内生性问题和遗漏解释变量问题可

能在本文的经验分析中存在。淤 例如,最低工资可能与城市宏观变量有关。于 但如果

最低工资是城市外省政府层面的政策变量,则在给定宏观经济变量和城市其他外生变

量情况下,城市其他宏观变量都由最低工资决定,因此城市的宏观变量与最低工资相

关这点不会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 如果城市宏观变量不只是由该城市最低工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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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孙楚仁等(2013)考虑了企业出口和最低工资的内生性问题,即某些企业出口会影响城市的最低工资。
他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冶对最低工资和企业出口额的内生性进行了检验,发现企业出口并不显著影响城

市最低工资。
作者曾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 ~ 2007 年数据对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工平

均工资、城市人家 GDP 和最低工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在回归中还加

入这些因素,则可能会造成共线性问题。 因此作者在文中没有控制这些因素。



则只用最低工资来控制城市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特征就有可能造成遗漏解释变量问

题。 考虑到这一可能,本文使用了城市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汽车数、邮局、道路里程、
出租车、城市面积)、人力资本(用 5*小学生人数+6*中学生人数+4*大学生人数衡

量)、电信、交通、融资等变量以及(8 大)区域的虚拟变量来控制城市特征。 在控制这

些变量的情况下,作者对最低工资和企业出口行为(是否出口、出口额和出口密度)的
关系进行了回归。 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倒 U 型冶影响仍然成立。淤 作者

也尝试使用 2000 年的最低工资作为 2004 年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在控制了以上城市水平宏观变量之后,估计结果仍然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倒
U 型冶影响仍然成立。于

内生性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异常值问题。 在 2004 年世行数据所包括的 123 个城市

的最低工资中,海南省城市的最高(整个省只有一个最低工资),且高于第二高的省份

最低工资许多。 在世行数据中,海南省共有 93 个企业。 考虑到这些样本会影响估计

结果,因此作者剔除掉海南省的样本并重新作了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

行为的影响仍然呈“倒 U 型冶关系。盂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额、出口选择和出口密度的影响随着企业所有权

的不同而不同。 其中,对于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它们的出口行为受最

低工资的影响表现为“倒 U 型冶,而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出口行为的“倒 U 型冶特征表

现的不明显。

七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严格为负,而是存在一种

“倒 U 型冶的形态。 企业最低工资与生产率一样,同样存在门槛效应。 高生产率企业、
东-中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等类型的企业受最低工资的影响均表现为“倒 U 型冶。
这些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最低工资对不同生产率、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权特征企业的出

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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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篇幅所限,结果备索。
篇幅所限,结果备索。
根据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算出,最低工资影响企业出口的临界值约为 3. 06,由此可以得到,在不考虑最

低工资数据缺失样本的情况下,2004 年世行 12 400 个企业数据中有 8727 个企业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小于该临

界值,有 2785 个企业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大于该临界值。 作者认为,虽然约有 1 / 4 的样本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

水平低于临界值,但非线性关系仍然可以认为是成立的,而非异常样本点所致。 结果备索。



由于最低工资对不同地区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模式不同,因此应该分区域制定最

低工资标准,使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最低工资标准不应制定得

过高而对企业的影响净表现为成本效应,增大企业的生产负担,使中国企业丧失出口

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也不应过低,
否则会对员工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同时也使低效率的企业留存于市场之上,高生产

率的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不能发挥最低工资的效率工资效应、选择效应、创新效应

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和集聚效应。
针对最低工资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影响不同这一结果,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根据所

有权特征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政策。 这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贸易增

长问题有深刻意义。 在资本的逐利性下,面临中国日益增大的市场需求,必然有不少

外商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在一定阶段内,加工贸易仍占较大份额,对劳动力的需求仍

比较大,按照刘易斯模式,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终止之前,劳动力比较优势

始终存在,这个增长过程是不会终结的。 那么,据此我们应考虑到外资企业的生产率

较高等因素,观测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最低工资值,以使外资企业的出口保持较高

的增长势头,保持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解决很大一部分高教

育水平的劳动者就业问题,尤其是对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缓解作用,而外资

企业较高的生产率源于其较高的科技水平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这两点值得正处于转型

期的中国企业学习,以更快的发展自己,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冶。 针对国有企业,其作

为最真实的遵守最低工资法实施的一种企业类型,应对其时刻监测最低工资值以及对

应出口行为的反应,以使国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保持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保持中

国的“世界工厂冶位置。
同时,本文最低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为正的结果说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生

产率有促进作用,这与效率工资理论相符合。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员工工资待

遇以激励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总的来说,本文的结果表明,只有合理制定最低工资水平才能促进出口,同时,最优

最低工资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到企业的生产率、企业所在的区位及所有权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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