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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后制度是19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
酿实施博士后制度。
1985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
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
1992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2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
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
距。
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
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短短20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
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
了自己的伟大创造。
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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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通过回顾相关研究文献，认为行业收入差距的研究应当尽量采用
细分行业数据，以避免行业特征无法突出；加权计算和不加权计算收入差距对于按特征分组的行业收
入差距而言均有意义，不可偏废；行业收入分布情况能较之一维的不平等指标提供更多的收入差距演
进信息。
本文通过对既往文献的梳理和补充，归纳总结了行业收入差距产生的三类原因，即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解释和跳出新古典范畴的解释。
上述三种解释我们分别将其按公平和效率的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即符合公平标准的原因、不符合公平
标准但是符合效率标准的原因、既不符合公平标准也不符合效率标准的原因。

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演进趋势与特征的研究表明：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整体上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趋
势，如果不考虑行业从业规模。
仅就因行业差别所带来的收入差别来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要显得更为严重；中国行业
收入差距在演进过程中受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会发生显著的上升或暂时的下降，从而在上
升趋势中亦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特征；中国行业收入分布演进的最明显特征是表现出一种“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1990～2000年的行业收入分布变化全部为差距促增变化，2000～
2008年的行业收入分布变化则差距促增与差距促降兼有，这使得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已明显
趋于放缓，差距扩大的表象中隐含着差距下降的潜在动因。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结合静态和动态面板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人均利润、行业的资
本劳动比和行业内企业平均规模对行业平均劳动报酬有着正向影响；行业所有制构成中，国有比重对
行业平均劳动报酬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港澳台资比重和外资比重对行业平均劳动报酬的作用方向为
负；外向度对行业平均劳动报酬的作用方向为正，资产负债率和产品销售率这两个财务指标对行业平
均劳动报酬并不具有确定性的影响；考虑到实际经济活动中收入的“棘轮效应”，劳动者后一期的收
入往往不能向下偏离前一期的收入过多，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效应的影响为0．746，即前一期能决
定后一期的74．6％。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成本利润率与行业人均劳动报酬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即行业人均利润
和成本利润率的提高会带动行业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更高的劳动报酬水平也会带动人均
利润和成本利润率的提高。
但在短期中，则不存在上述因果效应。
结合影响因素的检验部分来看，这种“效率工资”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公平工资模型”所揭示
的如下原因：劳动者只有在认为自己合理地分享了超额利润的情况下才愿意致力于资方利润最大化的
目标。

本书就垄断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表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间的收入越发呈现两极分化
；垄断行业的组内差距对于行业总体收入差距的拉大贡献较大，其所引致的行业间收入差距是考察期
内我国整体行业收入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当垄断行业的收入落入较为合理的区间时，我国的行业收
入差距将会下降20％左右，也即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水平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上升了25％左右；垄
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多出相当于平均收入水平70％的额度，其中不合理的部分相当
于行业平均收入水平
1／4的收入。

综合非参数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的结果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持续上升的趋
势，差距上升速度除了在中间有短暂加快外，大体比较平稳。
但是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这一上升态势并不存在必然的收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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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能够在发展的同时通过改革予以消弭，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是可以在
短期内出现下降的。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研究的上述工作体现了以下四点创新之处：第一，本书的研究利用连
续时间序列的细分行业数据，弥补了以往研究所利用的行业门类数据在行业划分方面过于粗略的缺陷
，更充分地突出了“
行业”特征；第二，构建了行业收入差别的理论解释框架，而不是以往单纯就事论事的经验性研究；
第三，对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进而对核心争论——“效率工资”假说进行了实
证检验；第四，首次实证探讨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走势，并检验了两者间是否存在收敛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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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不平等测度指标应采用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　　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种类较多，专门探讨
指标问题的相关文献也较为丰富，本书将不再赘述。
我们这里将主要针对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测度指标来展开适用性的讨论分析。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现有任何一个收入差距测度指标都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即使就最为流行的基尼
系数和泰尔指数来看，也都存在着诸如对低收入阶层收入比重变化不敏感、难以按特征进行子群分解
和无法进行规范分析、难以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等缺陷。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兼用多种指标以期获得更为稳健的结论；另一方面针对所分析问题的不同要选择
相应较为合适的指标。
下面将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可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各类，其中前者具有量纲，后者则没有。
就常用的指标来看，极值差、离均差、方差、标准差等指标都属于绝对指标，库兹涅茨指数、阿鲁瓦
利亚指数、收入不良指数、变异系数、广义熵指数（其中包括泰尔T指数和L指数）、基尼系数（还有
在基尼系数基础上扩展的卡瓦尼指数和森指数等）等指标都属于绝对指标。
在收入差距的实际测度中，研究者往往同时利用了多个指标。
从表2-3中可以看出，既有的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测度文献很多都兼用或专用了绝对指标，如金玉国和王
晓红（2001）、金玉国等（2003）、钟春平（2004）、李晓宁和邱长溶（2007）、罗楚亮和李实（2007
）等。
应该说，这么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
这是因为，绝对指标所测度的差距会随着行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拉大，而事实上很可能在此期间
行业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这就导致无法进行时间趋势的考察。
因此，该类指标只适用于同一年内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比较，而不能用于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趋
势上的不平等演进，且由于该类指标本身并不具有规范意义，即使就单独年份的测度值来看意义也十
分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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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通过多种分析方法，对中国行业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对由此产生的影响加以探讨，对将来的发展态势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意见。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在行业细分数据、实证“效率工资”、收入差距的收敛路径等方面做
出了创新性的分析，对相关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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