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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要素市场一体化明显滞后， 相较于商品和资本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

严重。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作为 “十四五” 规划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劳动力市场滞后性的

存在并不合理。 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 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化梳理。

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加剧工资扭曲， 妨碍社会充分就业， 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

它也会削弱人力资本存量， 减缓企业技术创新进程，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它还会降低

企业出口竞争力， 抑制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不利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 最终有碍于

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未来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研究可从劳动力异质性、 不同要素市

场分割的交叉性、 数字经济情境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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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７ 年期间， 中国实施以市场与要素 “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为特征的国

际大循环模式， 经济对外依存度在 ２００３ 年超过 ５０％ ， ２００６ 年已超 ６０％ ， 呈现出逐年

攀升的态势 （史卫等， ２０２１）。 随着大国竞争愈加复杂激烈， 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

增强，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发展模式在需求和供给层面上均受到挑战： 需求层

面上， 疫情期间， 全球经济放缓， 国家间 “存量” 竞争激烈； 供给层面上， 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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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利逐渐消失， 环保压力加大， 资源浪费加剧， 要素配置效率偏低。

为此，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强调，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国内大循环是铺路石， 国际市场是

国内市场的延伸， 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优势， 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的要

素资源， 应当积极整合劳动力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 提高要素自由度与配置效率。
同时，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作为中国 “十四五” 规划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而中国要素

市场一体化明显滞后， 相较于商品和资本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较为严重 （宋
大强、 皮建才， ２０２０）。 因此， 深入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对于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逻辑与研究框架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对立的概念， 由于社会性、 制度性等内

外生因素的制约， 造成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多个领域。 一方面， 从理论逻辑看， 目前

国内外学者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基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个视角： 一是

古典经济学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劳动者供给方的异质性， 强调技术分割， 其

政策含义是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存量， 降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以促进劳动力

市场融合 （Ｃｅｆａ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赖德胜、 苏丽锋， ２０２０）； 二是以市场分割理论为代表

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则归因于市场需求方的差异， 强调制度性分割， 其政策含义是倡

导市场良性竞争模式， 完善政策体制以加速劳动力市场的收敛 （Ｃｈｏ ＆ Ｃｈｏｉ， ２０１７； 王

海南、 崔长彬，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践来看，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中国逐步实施工

业化赶超战略，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第一及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凸显， 农

村劳动力面临自身技术素质低下和二元户籍的 “双重挤压”， 大部分只能从业于次要劳

动力市场， 城乡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分割。 改革开放后， 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 技

术壁垒与户籍壁垒的双重挤压效应有所减弱， 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有所提升， 但在 “晋

升 ＧＤＰ 锦标赛” 的标杆式经济模式下 （解晋， ２０２１）， 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阻止内部优

质资源外流， 同时抵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 使得要素自由流动仍旧困难， 要素配

置效率总体不高。 伴随着社会变迁， 劳动力市场逐渐衍生出新的分割形式： 地域分割、

产业分割、 所有制分割以及部门分割等 （刘易昂， ２０１５）。 总之， 工业化赶超战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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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的异质性、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形成与加剧。

在理清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的基础上， 我们梳理文献发现， 已有研究劳动力市场

分割的文献主要集中于： 水平测度 （Ａｄａｉｒ ＆ Ｂｅｌｌａｃｈｅ， ２０１８； 单爽， ２０２１） 和影响因

素分析 （Ｑｉ ＆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６； 韩帅帅、 孙斌栋， ２０１９） 两方面。 但是， 近年来部分国内

外学者逐渐重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 例如， Ｍａ （２０１８） 探讨了劳

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对中国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工资差距的影响， 证实了行业分割会拉大

城乡差距。 蒲艳萍等 （２０２０） 在 Ｍａ （２０１８）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在行业、 所有制、

职业、 区域等多重分割下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中国作为典型

的后发国家， 且要素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实行渐进式

改革、 赶超战略的必然产物， 加上市场与企业、 政府、 社会息息相关， 因此劳动力市

场分割与就业、 企业竞争力、 区域经济绩效等方面必然存在关联。 以上研究表明， 劳

动力市场分割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正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但鲜有学者

全面、 系统地梳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 本文尝试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进一步梳理文献发现， 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从工资、 就业、 人力资本、 创新、 出

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六个方面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图 １ 所示）。 具体来说，

工资结构合理、 社会充分就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证；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技术

创新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 “发动机”； 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强、 高质量 ＦＤＩ 流入

则是经济内外联动发展的 “润滑剂”。 因此， 为了降低甚至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以促进

经济高质量运行， 深入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十分必要。

图 １　 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现有文献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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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

（一） 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证： 工资结构合理与社会就业充分

１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工资扭曲效应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以来， 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 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实际工资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工资扭曲现象仍旧普遍存在

（李言、 樊学瑞， ２０２０）。 现有研究表明， 中国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 导致劳

动力、 资本等要素市场扭曲 （金晓梅， ２０２０）， 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必然对工资结构产

生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工资扭曲的影响机制主要有： 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劳

动力跨域转移， 挤压了工资空间溢出效应， 抑制了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 二是

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水平， 进一步制约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 进而

影响到劳动边际生产率。
劳动力市场分割制约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 显著拉大工资差距。 一方面， 劳动力

市场 “制度性” 分割引起城乡分割、 职业分割、 地域分割、 部门分割等， 拉大了工资

差距。 例如， Ｍｏｒａ ＆ Ｍｕｒｏ （２０１５） 通过采用随机马尔可夫链， 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劳动

力市场地域分割明显拉大了城市间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差距。 Ｌｅｈｍａｎｎ ＆ Ｐｉｇｎａｔｔｉ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分割拉大了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 蒲艳萍等

（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显著拉大了城乡工资差距， 且城乡工资差异呈

现 “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 的演变特征。
另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 “歧视性” 分割造成种族歧视、 户籍歧视、 性别歧视等，

有碍于工资差距的缩减。 Ｎｄｏｂ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提出， 由于种族歧视的影响， 外来移民基

本上只能就业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 难以进入薪资高、 福利待遇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
钟若愚和屈沙 （２０１９） 研究证实了户籍歧视是造成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存在

“粘性地板效应” 的主因。 Ｋｉｍ （２０１７） 考察了韩国女性劳动力在初级和二级劳动力市

场的工资差异， 研究发现性别歧视是造成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 同时初级劳动力

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比二级劳动力市场更大。 王宇晨 （２０２１） 基于行业角度， 通过中

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简称 ＣＨＩＰ） 数据， 研究发现性别

歧视是扩大行业性别工资差距的主因。 从本质上而言， 工资水平取决于市场调节的劳

动力供需比， 但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造成劳动力跨域流动藩篱， 致使供求信息不对称

问题突出， 既不利于劳动力与岗位的最佳匹配， 也不利于劳动力向上或跨域进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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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容易造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进而拉大工资差距。

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 加剧了工资扭曲。 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可以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首先， 从投入角

度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流动受阻、 劳动力价格扭曲等， 造成劳动力与岗

位匹配失衡， 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致使劳动边际生产率产生损失。 例如，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１８） 提出，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技能和部门技能水平存在结构性错

配， 有碍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 黄晶和王琦 （２０２１） 研究发现， 消除技能与无

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匹配失衡， 有助于劳动边际生

产率的提升。 耿献辉等 （２０２１） 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制约劳动边际生产率

及配置效率的提升， 改善劳动力市场扭曲可使经济效率平均提升 １６ ５５％ 。

其次， 从产出角度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 且难以投入

到高效率地区， 造成要素资源错配失衡， 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获得与积累， 降

低了企业产出水平， 有碍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 例如， 陈永伟和胡伟民 （２０１１）
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产生的缺口约为 １５％ ， 进而

影响劳动边际生产率。 李建平等 （２０１９） 利用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与 Ｔｏｂｉｔ 计量模

型研究发现， 近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造成的劳动产出损失约为 ３％ 。 李俊青和苗二

森 （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下， 要素错配导致劳动生产率以及全

要素生产率下降， 致使市场吸纳过多低效率企业， 挤压了企业的整体产出效率， 最终

滞碍经济体增长。
综上所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妨碍了劳动力自由转移， 拉大了工资差距， 制约

工资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此外， 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 对劳

动边际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 致使工资扭曲呈现扩大化， 不利于经济体的健康运行与

高质量发展。
２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就业效应

近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 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７ １９％ ， 成绩喜人， 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阶段， 但就业市场

并未同步。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十年间上升了 ０ １４ 个百分点， 城镇登

记失业率总体均值保持在 ４％左右， 城镇失业人数在 ９００ － １２００ 万区间内波动， 总体上

呈现扩大趋势， 而新增就业人数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逐年递减，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及 ２０２０ 年

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显然有悖于经济规律。 究其原因， 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劳动力市

场分割逐渐由城乡分割向地域分割、 产业分割、 部门分割、 所有制分割蔓延，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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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突发原因， 劳动力流动阻力变大， 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突出， 就业市场扭曲

程度加剧， 造成城镇失业人数居高不下。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

在： 一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所有制壁垒， 要素流动渠道受阻， 工资缺乏弹性， 加剧

劳动力价格扭曲， 引起 “隐性失业”； 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致使就业结构扭曲失衡， 加

剧大学生 “知识失业” 和女性 “就业歧视” 问题。

图 ２　 中国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城镇失业及新增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和绘制得到。

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 引起 “隐性失业”。 从所有制分割视角出

发，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小， 资金也相对紧缺， 因此， 民营企业一般

倾向于采用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数量， 提供行业内富有竞争力的

工资， 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而国有企业除了自身的生产经营外， 还肩负着

维持社会稳定、 吸纳就业的责任， 本着社会责任吸纳了大量失业人口， 将 “公开性失

业” 强制转为 “隐性失业”， 即国有企业吸收了大量原本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 意味

着劳动力价格是存在扭曲的， 这是一种低效率就业， 并非可持续性的就业举措， 实质

上有碍于社会充分就业。 如果深化国有企业工资体系改革， 将其高工资率降低至一个

合理的区间， 同时民营企业拥有足够强的吸纳就业能力， 那么民营企业将有能力吸收

国有企业释放出的 “隐性失业” 人口 （盛仕斌、 徐海， １９９９）。 鉴于此， 倘若要素资源

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能够重新分配， 同时国有企业的工资率下降至合理区间，
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 在民营企业仍能吸纳国有企业产生的 “隐性失业” 人口

的前提下， 社会有效就业人口将会显著增加。 由此表明， 整合劳动力市场， 改善劳动

力要素价格机制， 均衡所有制单位间的人力资本存量， 有助于将部分 “隐性失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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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有效就业者。

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就业结构扭曲失衡， 加剧大学生 “知识失业” 和女性 “就业

歧视” 问题。 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下， 致使大学生 “知识失业” 严重化。 中国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模式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 “包分配” 模式， 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

“双向选择、 自主择业” 模式， 高校毕业生 “知识失业”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

物。 近年来， 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攀升， 呈现供大于求的市场状态， “高学历失业”、
“人才高消费” 现象普遍存在， 即高校毕业生接受了高等素质教育， 却未能顺利进入主

要劳动力市场， 导致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降低， 挫伤工作意愿， 损害社会生产力 （寇
宗来， ２０１２）。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高校毕业生 “知识失业” 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如下三

点： 首先， 城乡分割附带严重的二元户籍色彩， 致使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

深等一、 二线大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就业歧视。 其次， 所有制分割下， 高校

毕业生倾向于稳定性高、 工薪福利好的体制内工作， 情愿走上考公务员的 “独木桥”，
不愿意从事体制外工作， 就业选择域变窄。 第三， 行业分割直接凸显了行业工资差距

和社会地位， 高校毕业生一般偏好于薪酬、 地位和热度三高的垄断型国企， 但其岗位

有限， 就业竞争大。
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引起性别分割， 加重女性 “就业歧视” 顽疾。 佟孟华和于

建玲 （２０１７） 测算女性进入不同部门的概率， 研究发现部门分割加剧了性别歧视， 而

性别歧视是拉大性别工资差距的主因。 刘志国和宋海莹 （２０１８） 基于所有制分割视角

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非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呈现扩大化， 而国有部门呈现收敛。

除此之外， 有学者还提出了学术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性别分割， 主要从学术发表、 成本

和管理主义三方面论证了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性别歧视现象 （吕文晶等， ２０１８）。
总而言之， 无论是由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起的 “隐性失业”， 还是尚存的大学生 “知识失

业” 和女性 “就业歧视” 问题， 都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分割， 不利于社会充分就

业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 “发动机”：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进步

１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人力资本效应

现阶段， 中国正处于工业 ４ ０ 时代， 服务经济发展迅猛， 加大了对技能人才的需

求， 高技能人才面临严重短缺， 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整个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 劳动力市场分割削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度， 导致职业更

换成本增加、 就业机会锐减、 摩擦性失业上升， 一定程度上有碍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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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具有双向效应。 从经济学视角而言， 就业者

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理性人是否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刘瑞

明等， ２０１７）。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地域分割、 城乡分割、 行

业分割、 性别分割等多重分割，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力跨域流动受阻， 地区间人力资

源积累、 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悬殊， 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降低， 人力资本结构难以整

体提升， 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弱势劳动力群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吕新军、 代春霞， ２０１９）。 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 性别歧视仍旧盛行， 女性在求职

和职位晋升中经常遭遇 “粘地板效应” “玻璃天花板效应” （周春芳、 苏群， ２０１８；
Ｆａｒｕｋ， ２０２１）， 男性劳动者拥有的就业机会更多， 更换职业的可能性更大， 市场分割对

男性劳动者更换职业的阻挠力度反而更大， 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男性劳动者的激励

程度， 引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 在城乡分割情形下， 与城镇劳动力相

比较， 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低， 基本从事低技能、 低薪、 竞争力低的工作， 劳动力市

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护了其工作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

资本投资水平具有双向效应， 其中负面效应占据主导， 但对于弱势劳动力群体而言，
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向激励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具有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 一方面， 对于女性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这两类弱势劳动力而言， 基本上从事低技

能、 流动性差的次要劳动力市场， 更换职业面临高风险、 高成本， 基本上不更换工作，
劳动力市场分割反而保护了其工作的稳定性， 有助于提升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而

男性劳动力、 城镇劳动力等优势劳动力群体技能水平高、 流动性强、 就业机会丰富，
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他们在市场中自由配置的效率， 进而损害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龚刚敏、 江沙沙， 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 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 所有制分割显著的

情况下， 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偏好于国有企业， 退而才选择民营企业 （刘瑞明，
２０１２）。 多数研究证实了短期内民营企业的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国有企

业， 长期结果相反 （李路路等， ２０１６； 刘志国 ＆ Ｍａ， ２０１６）。 这其中的缘由主要体现

在： 从短期来看， 薪资高、 福利高、 社会地位高的国企是大学生就业的 “香饽饽”， 而

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一直供过于求， 毕竟国企岗位有限， 意味着民营企业以相对更

低的工资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基本同质的劳动力， 在短期内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回

报率要胜过国有企业。 但从长期来看，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的软硬件设备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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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致使其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难以充分挖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潜力， 不利

于人力资本投资长期收益率的提升。
总之， 尽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

整体上负面效应仍占据主体。 劳动力市场分割既不利于一个理性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又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效益的整体提升， 有碍于人力资本结构的转换升级， 滞碍

经济体增速的攀升。
２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创新效应

创新是一个企业， 一个地区， 乃至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血液， 它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 助推经济增长由 “要素驱

动” 转向 “创新驱动”， 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潜能。 然而， 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创新要

素、 创新人才跨域流动， 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有碍于企业创新活力与创新效

率的提升。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具有双向效应。 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

力价格扭曲， 削弱了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 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例如， 李平

和季永宝 （２０１４） 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力价格扭曲， 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

入被挤占，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 白俊红和卞元超

（２０１６） 运用反事实方法研究得出， 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曲， 企业创新效率将提

升 １０ ４６％ 。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 首先， 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劳动力价格

扭曲， 挤压了劳动者及其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 加剧高素质技能人才流失， 致使

企业创新绩效难以实质性提升 （安孟、 张诚， ２０２０）； 其次， 劳动力市场分割容易引

起劳动力价格扭曲， 造成要素价格信号传递失真， 市场机制难以根据价格信号实现

要素的最优配置， 抑制了企业生产率及创新效率的提高； 最后， 在要素市场化改革

明显滞后， 劳动力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定价权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扭曲

容易滋生寻租关系， 而这种寻租关系带来的收益会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进而

滞碍了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会倒逼着企业进行创新。 从短期来看， 劳动力市场

分割引起的劳动力价格扭曲能够给企业带来低成本优势， 促使企业的规模报酬在短期

内呈现扩大化， 有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 生产经营及创新活动。 但从长期看， 劳动力

价格扭曲制约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 由于高端人才的匮乏， 企业无法顺利转型升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极易被淘汰出局， 企业会意识到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重要性，

组织职工强化技能培训学习等， 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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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显著， 加大了企业创新的阻力。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

“锦标赛竞争” 取胜引发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会加大企业创新的阻力。 要素资

源的定价权一般由地方政府掌握， 企业为了顺利获得要素资源及相关政策补贴， 往往

会主动找政府建立寻租关系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同时， 政府对企业提供的政府补贴实

际上是一种信号传递中介， 它暗含了该企业发展前景光明， 提示投资者可以放心投资

（杨洋等， ２０１５）。 借助政府补贴这一信号中介， 利于企业在短期内募集创新资金， 同

时也是响应政策的表现， 有益于企业生产与创新。

具体来说， 对于提供大量就业和税收的国有企业而言， 往往与行政垄断直接挂钩，
政府给予的补贴力度较大， 但国有企业更偏好于扩大市场规模而非进行研发， 其创新

惰性较高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民营企业在要素资源积累、 人

力资本、 社会信任等方面明显不如国有企业， 实际上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的渴望比国

有企业更为迫切， 换句话说， 民营企业更需要政府补贴这种信息中介来证明自身进行

研发活动的可行性和稳健性。 然而， 劳动力市场分割容易导致信号传递失真， 且分割

程度越大， 信号的迷惑性越大。 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是， 制度性分割促使企业通过公关

方式获取政府补贴， 而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大部分用于维系与政府的关系， 只有少部

分真正用于进行研发活动， 严重抑制了企业创新的动力。

总的来说，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主要以负面效应为主， 导致企业进行研发

创新的动力不足， 降低企业的创新竞争力。 同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适度的劳动力

市场分割能够刺激企业进行创新， 最大程度上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实现 “数量型” 向

“质量型” 经济增长转变。
（三） 经济内外联动发展的润滑剂： 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强与高质量 ＦＤＩ 流入

１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出口效应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以来， 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出口奇迹”， 其中一个重要的

外部动因就是，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性引起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 由此产生的低

劳动力成本转变为出口优势， 刺激了本土企业扩大出口。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基于

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刺激的出口行为是否可持续？ 是否能够真正增强中国企业出口

竞争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碍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首先，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要素禀赋等显著存在差异， 经济上互补性显著， 而这种互补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

跨域自由流动来实现。 而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要素自由流动， 要素配置达不到最优，

损害企业的规模报酬与生产效率， 进而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王明益、 戚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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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其次，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生 “自选择” 效应和 “学习” 效应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刘竹青、 佟家栋， ２０１７）。 即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下， 高生产率的企

业偏向于选择出口以扩大规模， 同时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 而存在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情况下， 高生产率的企业偏向于选择不出口， 而低生产率的企业面临内地

门槛壁垒抬高、 竞争力加大， 倾向于选择出口。 加上低生产率的企业本身存在人力资

本、 技术水平上的瓶颈， 只能获得相对有限的学习溢出效应， 出口效应整体上并不

显著。

最后， 还有研究认为，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外资企业出口的激励程度远小于本土企

业， 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效应并没有显著提高 （张杰等， ２０１１）。 可能是因为本土企

业对国际市场的知悉程度相对不高， 致使出口的规模与效益不成正比， 而中国劳动力

市场分割普遍存在， 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 在这种情况下， 外资企业充分利用了中

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出口效应显著。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 出于对国内生产

总值绩效的考虑， 地方政府更偏好于规模经济凸显的国有企业， 无论是资金、 技术还

是人才资源， 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 尽管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劳动力

价格扭曲能够给企业带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但这种成本优势还不足以吸引国有企业

选择出口， 由此国有企业的出口意愿并不高 （张杰等， ２０１３）。 相反， 民营企业受所有

制壁垒的挤压， 不能享受与国有企业均等的政策福利， 为了减轻 “挤压效应”， 民营企

业需要利用这种成本优势来扩大出口， 同时响应政府大力支持的 “走出国门” 能够获

取一定的政府补贴， 因此民营企业的出口意愿更高。 由此表明，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民

营企业出口的激励程度大于国有企业， 且企业出口的动力与政府、 所处的劳动力市场

环境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 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的今天①， 我们应该意识到由劳动力

市场分割刺激的企业出口行为不可持续。 企业出口建立在本土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基础

上， 本土企业应得贸易收入被国外投资者 “分一杯羹”， 必然损害了国内要素所有者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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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１ 年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 ２０ 万亿元增加到了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 ９３ 万亿元， ２０２０ 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 １５ ８％ ， 排名稳居世界

第一。



２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流入效应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 “引进来” 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且 “引进来” 逐渐从 “数量型” 演变为 “质量型”， 更加注重可持续、 高质量

的经济增长。 那么， 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是促进还是滞碍了 ＦＤＩ 流入？ 有学者提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手段之一，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价

格扭曲， 放宽了 ＦＤＩ 流入的门槛 （周杰琦、 汪同三， ２０１７）。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 ＦＤＩ 流入具有双向效应。 一方面， 市场经济初期， 中国农村残

留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乡分割普遍存在， 城乡工资差距悬殊， 劳动力价格被严重扭

曲。 另一方面， 低劳动力成本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获得引进 ＦＤＩ 的比较优势， 地方政府

为了能够顺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绩效目标， 会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 而劳动力指向型

ＦＤＩ 对劳动力成本较为敏感， 这对于劳动力指向型 ＦＤＩ 的流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 低劳动力成本与 ＦＤＩ 流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倒 “Ｕ” 型的非线性关

系。 从短期看， 低劳动力成本能够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 这对于劳动力指向型 ＦＤＩ

流入无疑具有 “虹吸效应”①， 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为 ＦＤＩ 的流入提供了便利。 但从长

期看， 低劳动力成本与 ＦＤＩ 流入并不完全成正比， 甚至呈现反比关系， 劳动力市场分

割对 ＦＤＩ 的流入起到阻碍作用。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

可能存在劳动力价格扭曲， 劳动力实际工资低于正常值， 长期极易挫伤劳动者工作意

愿， 削弱劳动生产率， 进而滞碍 ＦＤＩ 流入。 二是劳动力价格扭曲从侧面也反映出该地

区的制度健全性不够， 表明投资存在隐性风险，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 ＦＤＩ 的流入

效应。

不同地区 ＦＤＩ 流入的类型存在异质性特征。 分地区来看， 不同地区 ＦＤＩ 流入的类

型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经济更为发达， 其制度健全性较高， 隐性的投资风险较低，

市场需求庞大且高端人才云集， ＦＤＩ 流入效应较强， 吸引了大量市场导向型、 技术指向

型 ＦＤＩ 流入； 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 制度健全性较低， 投资存在潜在风险， ＦＤＩ 流

入效应较弱， 但其自然资源、 低价劳动力丰富， 由此基本上是劳动力指向型、 原料指

向型 ＦＤＩ 流入。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基础上的原料指向型、 劳

动力指向型 ＦＤＩ 的流入是短期、 不可持续的， 它们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暂的。 这是因

为一国或地区的资源有限， 且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会损害劳动力工作意愿， 造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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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但这些劳动力要素的回报往往与其价值不

对等。



生产力的损失。

总而言之， 劳动力市场分割确实便利了 ＦＤＩ 的流入， 有助于经济体在短期内快速

增长。 但是， 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吸引的 ＦＤＩ 大部分都是瞄准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

本， 当周边邻近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于中国时， 劳动力指向型 ＦＤＩ 企业便会从中国迅

速撤离， 而外资的撤离将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　 主要结论、 政策建议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梳理， 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工资

扭曲效应与就业效应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 对于工资扭曲效应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

通过阻碍劳动力跨域转移， 挤压工资溢出空间， 制约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等造成

工资结构扭曲； 对于就业效应而言， 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容易引起 “隐性失业”， 加

剧大学生 “知识失业” 和女性 “就业歧视” 问题。 其次，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人力资本

效应与创新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人力资本效应而言， 劳动

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双向效应， 其中负面效应占据主导， 但对弱势劳动力

群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于创新效应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

和反向激励双向效应。 同时， 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加大了企业创新的阻力。 最

后，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出口效应与 ＦＤＩ 流入效应整体上有碍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 对

于出口效应而言， 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刺激的企业出口行为并不可持续， 有碍于企业出

口竞争力的实质提升； 对于 ＦＤＩ 流入效应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 ＦＤＩ 流入存在倒

“Ｕ” 型非线性关系， 且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基础上的 ＦＤＩ 流入具有地区异质性。
总体而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加剧工资扭曲、 妨碍社会充分就业， 不利于经济平

稳运行；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会削弱人力资本存量、 减缓企业技术创新进程， 不利于经

济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会降低企业出口竞争力、 抑制高质量 ＦＤＩ 流入， 不

利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 最终有碍于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基于以上主要结论，
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 政府应当制定差异化的积极性劳动政策， 消除异地劳动力歧视，
畅通劳动力跨域流动渠道； 搭建全国统一的信息化劳动服务平台， 破除劳动力市场的

供求信息不对称， 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资扭曲问题。 其次， 应深化工资体制改革，
纠正劳动力定价机制， 将 “隐性失业” 人口转化为有效就业人口； 高校毕业生应当树

立基层就业观， 抛弃 “社会精英” 情结， 同时政府健全以 “跨域、 互认、 共享” 为特

点的人才管理机制， 破除歧视性人才使用壁垒； 加强反就业性别歧视监督机制，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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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逐渐削弱性别歧视。 再次， 应破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地域与性

别歧视， 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 女性劳动力在教育、 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促进农村劳动力 “市民化”， 强化劳动力就业性别平等理念， 保证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

整体提升。 然后， 应完善政企间长效监督机制， 挤压寻租空间以减少寻租行为， 倡导

新型政企关系； 加快破除所有制壁垒， 变国有企业的创新惰性为创新活力， 赋予民营

企业创新足够的扶持力度与安全感。 最后， 应持续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倒

逼国内劳动力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只有苦练 “内功” 才能拥有更为强有力的 “外

功”， 坚持以扩大内循环为引擎， 助推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 “双循环” 新格局。
从现有的文献看， 还需要从如下方面展开拓展研究： 一是进一步考虑劳动力市场

分割的异质性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由城乡分割向区域、 行业、 部门等多重分

割蔓延的局面下， 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不可忽视， 同时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俨然

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城市群层面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成为众多学者

的研究重点 （刘昊、 祝志勇， ２０２０）。 为此， 基于不同的产业维度 （如制造业、 生产性

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 所有制维度 （如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 等， 进一

步研究城市群层面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
二是进一步挖掘不同要素市场分割的相互影响。 目前，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某一特

定要素市场的分割及其经济效应， 而忽略了不同要素市场之间存在的交叉性。 事实上，

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因此某一要素市场分割也将影响其他要素的配置。 例如，
Ｈｓｉｅｈ ＆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 各城市对本地住房的限制性供给政策会阻碍劳动力

跨域流动， 加剧就业错配， 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 即土地要素市场分割会影

响到劳动力市场分割。 反过来， 劳动力流动也会影响地区间土地指标的跨域分配。 因

此， 未来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要素市场， 应当考虑劳动力、 资本、 土地、 能源、
数据等不同要素市场分割之间的交互性作用。

三是探索在数字经济情境下的研究。 当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增

长的重要形态。 一方面，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技术进步对中低端技能劳动力

造成强烈冲击， 这类劳动者的现有技能难以与新技术带来的岗位的技能需求相匹配，
部分劳动者存在失业风险， 未来可以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高技能、 中低技能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影响； 另一方面， 未来人工智能、 大数据、 机器人等快速发展， 人机协作完

成各项实践任务将成为日常， 人机协作将成为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 因

此，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 未来人机协作的差异化管理、 工作伦理准则、 投入产出

水平等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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