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保护会增加技能错配吗？

———基于劳动力社保参保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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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对应的地级市数据， 从劳动力社保参保

视角考察劳动保护对技能错配的影响。 结果表明， 劳动保护显著降低了技能错配概率， 这

一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法、 删除极端值、 替换劳动保护指标后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发现， 劳

动保护主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主观努力程度来降低技能错配概率， 虽然工资扭曲的中介效

应不显著， 但实证表明降低工资扭曲程度有利于降低技能错配。 进一步通过劳动者主体异

质性分析发现， 与国企劳动者、 高收入劳动者以及第一、 二产业劳动者相比， 劳动保护对

非国企劳动者、 低收入劳动者和第三产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的改善作用存在差异。 因此， 为

充分发挥社保的促公平和增效率作用， 要推进社保改革为劳动者降负担、 增保障， 推进劳

动力市场改革向提高劳动者获得感和满足感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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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 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 完善

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为推进公民共享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形成

的法律规定， 劳动保护制度被公认为是推动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与劳动保护促

进社会公平的效应对立， 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备受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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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文献认为劳动保护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降低企业用工灵活性， 造成生产

效率损失， 并负作用于经济增长 （Ｂｏｔｅ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潘红波、 陈

世来， ２０１７； 熊瑞祥、 万倩， ２０２２）。 由于社会保险是劳动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已

有文献集中探讨了社会保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唐珏和封进 （２０２０）、 尹恒等 （２０２１）

认为社保会增加家庭税率负担， 从而降低消费水平， 同时过高的社保缴费会缩短企业

存续期、 增加企业用工成本而挤出就业， 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一部分文献认为， 劳动保护会通过稳定劳动关系、 激励企业创新、 增强职工创

新努力和促进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李建

强、 赵西亮， ２０２０； 廖冠民、 宋蕾蕾， ２０２０）。 在社保方面， 周钦等 （２０１５）、 宋月萍

和宋正亮 （２０１８） 论证了社保会降低不确定性， 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 从而提高消费

水平； 陈怡安和陈刚 （２０１５）、 周广肃和李力行 （２０１６）、 Ｌｉｕ ＆ Ｙａｎｇ （２０２３） 认为社

保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保障从而激发创业动力； 程欣和邓大松 （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则阐释了社保能为员工的长期或高强度工作提供保障， 从而

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总的来说， 已有研究从多个视角考察了社保的双面效应，

为完善劳动保护制度提供了参考， 但鲜有文献讨论中国劳动保护对劳动者技能匹配度

的影响。
中国的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 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充分

释放人才红利离不开对人才的有效利用， 关键在于促进劳动者技能与岗位匹配。 提高

劳动者技能与岗位的匹配度能有效降低效率损失， 促进帕累托改进， 是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关键路径之一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

技能错配问题。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中国求人倍率始终在 １ 以上， ２０２２ 年技

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甚至超过 ２。 与此同时， 有人无岗、 有岗无人、 大学毕业生就业

难、 技能人才不足、 “慢就业” 等现象显著， 高学历劳动力从事低技术性生产等各种就

业结构性矛盾充斥劳动力市场。 再加上中国传统就业观念强调 “先就业再择业”， 严峻

的就业形势和传统的就业观念， 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技能错配的可能性更高 （陈
利锋， ２０１７）。 如何解决中国劳动者技能错配水平居高不下的难题， 成为本文研究的

动机。

劳动力技能的供需失衡源于不完全信息或者劳动力市场僵化 （Ａｌｌｅｎ ＆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ｌｄｅｎ， ２００１； Ｇｒｅｅｎ ＆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２００７）， 进而表现为劳动力技能与岗位的错配。 已有

文献研究技能错配的影响因素多从人口转变、 技术变革和制度因素入手。 人口转变方

面， 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从而影响对提供商品和服务所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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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需求， 进而导致技能错配。 例如， Ｒｅｙｍ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对医

疗服务和个人护理的需求增加， 而年长劳动力的部分教育和技能过时， 与技能需求不

相匹配。 技术变革方面， Ｂｒｕｎｅｌｌｏ ＆ Ｗｒｕｕｃｋ （２０２１） 认为技术变革创造了对新技能的

需求， 但这些技能暂时无法在市场上获得， 因此会导致技能错配。 在制度因素方面，

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了社会保障政策、 劳动者教育和培训制度及劳动力流动壁垒因素对

劳动力要素错配的影响。 如ＭｃＧｏｗａｎ ＆ Ａｎｄｒｅｗｓ （２０１５） 认为， 失业救济金、 就业保护

相关法律和鼓励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政策均有助于劳动力要素匹配； 杨志才和柏

培文 （２０１９） 认为， 政府干预、 户籍制度、 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因素加深了中国劳动

力错配； Ａｌｌｅｎ ＆ Ｖｅｌｄｅｎ （２００１） 也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较少的经济体技能错配

水平更低的现象。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在考察技能错配问题时， 多基于宏观视角论述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 而针对技能错配本身研究其影响因素并给出微观证据的

较少。
目前中国就业市场逐步趋于稳定， 劳动保护特别是社保对就业市场的作用也悄然

发生变化， 那么对劳动者的保护与其技能错配之间的关系如何？ 增加劳动保护力度，

尤其是提高社保参与会增加技能错配程度吗？ 本文试图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与对应的地级市数据回答以上问题。 区别于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 首次从劳动力社保参保视角考察了劳动保护与技能错配的关系，
丰富了劳动保护的微观影响和缓解技能错配方面的研究。 第二， 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

了劳动保护影响技能错配的三类重要渠道。 第三， 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 检验了劳动

保护对不同群体技能错配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为在劳动保护和技能匹配之间寻找均衡

点， 以实现劳动力市场中公平与效率 “双赢” 提供了启示。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存在摩擦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现实经济中市场的常态， 在这样的市场中要素无法

得到有效配置， 即发生要素错配。 由于市场中垄断势力、 要素流动障碍、 市场分割等

因素存在， 技能要素难以按照边际产出相等原则进行配置， 或无法通过自由流动达到

配置效率最优， 因而会产生技能错配 （Ｖｏｌｌｒａｔｈ， ２００９）。 将以上原理应用， 可发现劳动

保护会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价格、 增加劳动力流动障碍等路径影响劳动者技能与岗位之

间的匹配， 但这种影响的最终效应并不确定。 通过对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进行归纳总

结， 劳动保护对技能错配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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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方面， 劳动保护可能通过引起劳动力价格扭曲、 流动障碍及雇佣解雇障

碍等扩大技能错配程度。 第一， 劳动保护尤其是社保制度在确保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

时， 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引起劳动力价格扭曲 （杨艳等， ２０２１）。 扭曲的价格使

劳动力及其技能难以实现最优配置。 第二， 劳动保护会增加企业解雇职员的潜在成本，

也削弱了劳动者的换岗意愿。 理论上， 劳动者处于技能错配状态时， 通过职位调整可

以提高技能与职位的匹配度。 然而， 由于劳动保护制度存在， 一方面， 企业进行技能

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可能面对更高的 “调整成本”， 当这种 “调整成本” 高于技能错

配带来的产出损失时， 企业将被迫保持错配状态； 另一方面， 对劳动者本身而言， 劳

动保护为其提供安定感， 换岗将带来重新参保或转保的成本， 而且如果错配状态有利

于其自身利益， 这部分劳动者将继续保持错配。 第三， 劳动保护制度增加了工资粘性。

例如， 劳动保护意味着工资由劳资双方以明确或隐含的合同确定，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价格的及时调整， 最终导致技能要素难以按照边际产出相等原则

进行配置。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ａ： 劳动保护会增加劳动力技能错配的概率。

积极影响方面， 劳动保护可以倒逼企业努力寻找合适的员工， 或提高劳动者寻找

合适岗位的积极性。 一方面， 劳动保护有利于提高企业优化技能配置的积极性， 另一

方面， 劳动保护会降低劳动者进行搜寻匹配的潜在成本， 促进劳动者寻求与技能更为

匹配的职位。 对企业而言， 虽然劳动保护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但又会激励企业通过

技术变革、 加强员工培训、 调整员工岗位等方式提高配置效率， 从而降低技能错配。
对劳动者而言， 第一， 社会保险制度会保护劳动者权益， 激励员工提升技能水平、 促

进技能匹配。 第二， 社会保险制度将降低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搜寻匹配时的机会成本，
产生职位调整激励， 促使在岗错配劳动者实现技能匹配。 如梁斌和冀慧 （２０２０） 发现，
中国失业保险政策有助于提高低搜寻成本劳动者的求职努力， 这种促进作用在一定范

围内随着失业保险金增加而增加。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ｂ： 劳动保护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技能错配的概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劳动保护对劳动者技能与职位匹配度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合理的劳动保护制度能够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 促进劳动

力市场优化。 但当劳动保护大幅增加企业或劳动者决策时的制度性成本时， 其带来的

负面效应可能会大于正面效应。 劳动保护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 就业粘性和

劳动者主观努力程度， 最终影响技能错配。

值得关注的是，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 不同企业对劳动保护制度的执行差异，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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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地区劳动保护监管的差异， 均会导致劳动保护制度对不同劳动者技能错配的

影响存在差异。 如相较于 “体制内” 劳动力， “体制外” 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合法

权益更难得到全面保障。 企业对劳动力市场法规政策的执行差异会引导劳动力向福

利更好的部门流动， 这也是受教育水平较高劳动者在某些行业、 部门集聚， 甚至出

现 “过度教育” 现象的重要原因。 综合上述， 劳动保护可能表现出对技能错配影响

的异质性。

三　 数据、 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数据库， 样本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三年抽样调查数据， 该数据涵盖 ２９ 个省市、 ２２８２ 个区县。 按照国际上对劳

动年龄人口的划定， 定义劳动力为 １５ ～ ６４ 岁群体。 本文城市层面宏观数据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以及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 等。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 对所使用宏观层面数据均滞后一

期。 通过删除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 未对关键问题进行回答的样本①， 去除掉变量异常

值和缺漏值， 并将筛选过后的 ＣＬＤＳ 微观数据与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进行匹配， 最终得

到有效观测数 ２４８０４ 个。

１ 被解释变量

技能水平很难量化， 相关研究多根据受访劳动者对技能使用情况的自我评估来代

理技能错配 （Ｄｉ Ｐｉｅｔｒｏ ＆ Ｕｒｗｉｎ， ２００６； Ａｂｅｌ ＆ Ｄｅｉｔｚ， ２０１５； 蒋帆、 张学志， ２０１９）。

对于劳动者拥有的技能与职位是否存在错配， 劳动者个人在就业时往往以主观角度来

判断， 已有文献论证了劳动者的主观满意度与技能匹配度间的紧密联系 （ Ｖｉｅｉｒａ，

２００５； Ｍａｔｅｏｓ⁃Ｒｏｍｅｒｏ ＆ ｄｅｌ Ｍａｒ Ｓａｌｉｎａｓ⁃Ｊｉｍｅｎｅｚ， ２０１８； Ｂｉｓｃｈｏｆ， ２０２１）。 本文承袭此思

路， 根据调查问卷中 “请您对您目前 ／最后一份的工作状况进行评价” 这一问题， 以受

访者对 “目前 ／最后一份的工作能力和技能使用” 子问题的评价情况， 生成劳动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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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删除与解释变量相关的 “请您对您目前 ／最后一份的工作状况进行评价———能力和技能使

用” 问题的回答不清楚或空白项的样本； 删除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单位退休金 ／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和 “失业保险” 问题的回答不清楚和空白

项的样本。



错配的虚拟变量。 赋值规则为： 剔除回答为 “不适用” 的样本， 将回答为 “非常满

意” “比较满意” 的赋值为 ０， 回答为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的赋值

为 １。

２ 解释变量

社保是劳动保护制度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本文参考刘家强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根

据劳动者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五险”

来构建社保参与因子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下文简称 ＳＩＰＦ）， 用以代理

对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ＳＩＰＦ 越大， 社保参保率越高， 劳动者受到的劳动保护程度越高；

反之 ＳＩＰＦ 越小， 社保参保率越低， 劳动者受到的劳动保护程度越低。 该指标的计算方

法为： 整理 ＣＬＤＳ 数据中的劳动者 “五险” 的参保情况①， 形成 ５ 个虚拟变量， 并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其主成分。 对 “五险” 这 ５ 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 ＫＭＯ 总体

值为 ０ ８５６， 单变量 ＫＭＯ 值均高于 ０ 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ｐ 值为 ０， 检验结果说明上述

五个变量的共性较强， 非常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表 １ 显示主成分分析的详细检验结果，

表格中特殊因子均明显小于 ０ ５， 表示主因子提取较全。 本文保留特征根最大的 １ 个因

子， 根据因子载荷计算出 ＳＩＰＦ。

表 １　 主成分分析相关检验结果

社会保险因子 ＫＭＯ 检验结果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特殊因子 因子载荷

医疗保险 ０ ８７５ － ０ ３２１ ０ ８２４

养老保险 ０ ８７４ － ０ ４０９ ０ ７６９

工伤保险 ０ ８５８ － ０ ２１９ ０ ８８４

生育保险 ０ ８７９ － ０ ２６９ ０ ８５５

失业保险 ０ ８１１ － ０ １５７ ０ ９１８

全样本 ０ ８５６ ｐ⁃ｖａｌｕｅ ＝ ０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３ 控制变量

回归控制个人特征、 家庭财富特征和城市特征。 个人特征分为自然特征和社会特

征。 自然特征包括健康状况与性别， 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 为虚拟变量， １ 代表受访者身体健康，

·５２１·

杨　 艳、 易　 伟： 劳动保护会增加技能错配吗？

① 对于医疗保险， 鉴于其具有诸多种类， 被访问者至少参加一类保险则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养老保险相同； 对于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 被访问者参与则赋值为 １， 否则

赋值为 ０。



０ 代表受访者身体不健康； 性别 （ｍａｌｅ） 为虚拟变量， 男性赋值为 １， 女性赋值为 ０。 社

会特征包括受教育情况、 潜在工作经验和政治面貌， 以对 “目前接受最高受教育程度”
问题的回答代理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①； 以 （劳动者年龄 － 受教育年数 － ６） 代理潜

在工作经验 （ｐｏｔｅｎｔｅｘｐ）； 政治面貌 （ｐａｒｔｙ） 为虚拟变量， 党员赋值为 １， 非党员赋值

为 ０。 家庭财富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 （ ｉｎｃｏｍｅ＿ｈ） 和拥有住房情况 （ｈｏｕｓｅ）， 后者为虚

拟变量， 拥有住房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城市特征包括贸易开放度、 经济发展水

平、 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贸

易开放度 （ ｔｒａｄｅ） 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衡量； 基础设施水平 （ ｉｎｆｒａｓ） 以公

路客运量除以年末总人口衡量； 市场化程度 （ ｓｅｇ） 以城镇就业人员中非国有人员占城

镇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衡量。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技能错配 对工作能力和技能使用情况的评价 ０ ３８６ ０ ４８７

ＳＩＰＦ 社保参与因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所得 ０ ００１ １ ９０７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 健康 ＝ １， 不健康 ＝ ０ ０ ６２４ ０ ４８４

ｍａｌｅ 性别 男性 ＝ １， 女性 ＝ ０ ０ ５２９ ０ ４９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８４０ ４ １７９

ｐｏｔｅｎｔｅｘｐ 潜在工作经验 受访年份的劳动者年龄 － 受教育年限 － ６ ２９ ２２５ １３ ８９３

ｐａｒｔｙ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１， 非中共党员 ＝ ０ ０ ０８１ ０ ２７３

ｉｎｃｏｍｅ＿ｈ 家庭年收入 对应家庭的年收入 （万元） ６ １８５ ６ ７５８

ｈｏｕｓｅ 拥有住房情况 家庭有房 ＝ １， 家庭无房 ＝ ０ ０ ７０８ ０ ４５５

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 ＧＤＰ ／ 年末总人口 （万元 ／ 人） ５ ８５５ ５ ０４１

ｔｒａｄｅ 贸易开放度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亿元） １８ ６８５ ２８ ７４４

ｉｎｆｒａｓ 基础设施水平 公路客运量 ／ 年末总人口数 （公里 ／ 人） ２９ １６７ ６６ ４８３

ｓｅｇ 市场化程度 国有人员占总城镇就业人员比重 （％ ） ４５ ５５６ １３ ８６１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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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折算受教育年限为 ０， 私塾、 小学受教育年限折算为 ６， 初中受教育年限

折算为 ９， 职业高中、 普通高中、 中专、 技校受教育年限折算为 １２ 年， 大学专科 （全日

制）、 大学专科 （非全日制） 受教育年限折算为 １５ 年， 大学本科 （全日制）、 大学本科 （非
全日制） 受教育年限折算为 １６ 年， 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年限折算为 １９ 年。



（二） 技能错配的群体分布

本部分对样本数据中技能错配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在

２４８０４ 个样本中， 有 ６１ ４４％ 的劳动者处于技能与职位匹配的状态， 有 ３８ ５６％ 的劳动

者处于技能错配状态。

１ 户籍情况与技能错配

技能错配的农村户籍劳动者占农村户籍劳动者总数比重达 ４８ ８９％ ， 技能错配的城

镇户籍劳动者占城镇户籍劳动者总数比重为 ２４ ０２％ 。 不同户籍劳动者技能错配情况差

异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 农村户籍劳动者与城市户籍

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不公平问题依旧突出。 此外， 不同户籍劳动者能够寻找的工作类型

和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也存在显著差别。 农村户籍劳动者中低技能、 低学历劳动者占

比高， 这些劳动者难以跨入更高门槛、 更高收入水平的岗位， 也难以通过干中学更快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在城市落户门槛和高生活成本并存的背景下， 这些群体面临着更

高的搜寻成本， 更有可能就业于错配职位且难以进行调整。
２ 企业产权性质与技能错配

非国有企业中有 ３９ ４６％的劳动者处于能力和技能与岗位错配的状态， 明显高于国

有企业 ３３ ３８％的错配比例。 这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存在非市场因素， 岗

位的待遇和稳定性优势， 一方面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吸纳比职位所需更高的人力资本，

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 “薪酬补偿” 影响劳动者对技能匹配度的主观感受。
３ 受教育程度与技能错配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为能力、 技能与岗位错配的主要群体， 错配比例

高达 ４５ ０７％ ， 其次为初高中受教育程度劳动者， 错配比例为 ３８ １８％ ， 大专及以上受

教育程度劳动者存在能力、 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情况最小， 错配比例为 ２８ ８３％ 。 可以

推测，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劳动者技能错配概率。
４ 行业情况与技能错配

技能错配现象最严重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错配比例均在 ４０％以

上， 其中采掘业最为严重， 比重超过 ５０％。 其次为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社会

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地质勘查业、 水利管理业，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给业和建筑业， 错配比例在 ３０％ ～ ４０％之间。 包含体制内岗位较多的行业如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以及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错配比例均在 ３０％以下。 错

配现象较少的行业主要是收入水平更高或专业性较强的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和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错配比例均在 ２７％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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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样本中技能错配的异质性表征

户籍 样本数 错配数 错配百分比

城镇户籍 １０３０３ ２４７５ ２４ ０２％
农村户籍 １４５０１ ７０９０ ４８ ８９％

企业产权性质 样本数 错配数 错配百分比

国有企业 ３６１３ １２０６ ３３ ３８％
非国有企业 ２１１９１ ８３５９ ３９ ４５％

受教育程度 样本数 错配数 错配百分比

小学及以下水平 ８３１０ ３７４５ ４５ ０７％
初高中水平 １３０５７ ４９８５ ３８ １８％
大专及以上 ３４３７ ９９１ ２８ ８３％

行业 样本数 错配数 错配百分比

农、 林、 牧、 渔业 １０９９２ ４７５４ ４３ ２５％
采掘业 １５４ ７８ ５０ ６５％
制造业 ３４６７ １４０５ ４０ ５２％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 ４３８ １４９ ３４ ０２％
建筑业 １６３４ ５４０ ３３ ０５％

地质勘查业、 水利管理业 ５５ １９ ３４ ５５％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１０１９ ３７３ ３６ ６０％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２６２７ ９４６ ３６ ０１％
金融保险业 ３６５ ９４ ２５ ７５％
房地产业 １４９ ３９ ２６ １７％
社会服务 １７２１ ６２９ ３６ ５５％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５８８ １７０ ２８ ９１％
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７９６ １４２ １７ ８４％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１１４ ２８ ２４ ５６％
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６８５ １９９ ２９ ０５％

合计 ２４８０４ ９５６５ ３８ ５６％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探究劳动保护对劳动者技能错配概率的影响， 并将基准模

型设定为：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ｉｊｋｔ ＝ β０ ＋ β１ ＳＩＰＦ ｉｔ ＋ ∑ βｍｃｏｎｔｒｏｌ ＋ ϕｋ ＋ μ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１）

式 （１） 中，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是二元变量， 其表示 ｔ 年 ｊ 地区 ｋ 行业的个体 ｉ 是否存在技能

错配， １ 表示是， ０ 表示否。 ＳＩＰＦ 为劳动者的社保参与因子， 用以衡量劳动保护水平，

数值上为劳动者参与 “五险” 的二元变量的第一主成分。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一系列影响劳动者

技能错配的控制变量。 ϕ 为行业效应， μ 为地区效应， δ 为时间效应， 引入这三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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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排除其他政策因素和宏观环境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影响， ε 为残差项。 本文

重点关注系数 β１的符号和显著性， 如果 β１显著为正， 则表明劳动保护加剧了技能错配，

如果 β１显著为负， 则表明劳动保护有利于降低错配。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以降低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如

表 ４ 所示，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间趋势、 城市特征和行业特征。 回归 （１） 为没有加入

任何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为 － ０ ０７１， 且在 １％ 水平上显著； 回

归 （２）、 （３）、 （４） 在回归 （１） 的基础上先后控制了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城市特

征，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负向显著， 说明劳动保护不仅没有增加技能错

配概率， 反而有利于降低技能错配概率。 上述结果表明， 劳动保护给人力资本配置带

来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劳动保护能够有效降低劳动者技能错配的概率， 假说 １ｂ

得到验证。

表 ４　 基准模型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社保参与因子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健康
－ ０ ２５６∗∗∗

（０ ０３２）
－ ０ ２５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６９∗∗∗

（０ ０３９）

性别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８）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７）

潜在工作经验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政治面貌
－ ０ ３３５∗∗∗

（０ ０６１）
－ ０ ３４３∗∗∗

（０ ０７３）
－ ０ ３７０∗∗∗

（０ ０７４）

家庭年收入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拥有住房情况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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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贸易开放度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经济发展水平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４）

基础设施水平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市场化程度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常数项
０ ３５５

（０ ３２９）
１ ３１７∗∗∗

（０ ３４１）
２ ２９７∗∗∗

（０ ５６５）
３ ０５４∗∗∗

（０ ５８７）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固定城市 是 是 是 是

固定行业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２４８０４ ２４６９４ １８９２４ １７３１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６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１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 个体特征变量均会显著影响劳动者的技能错配概率。

其中， 相较于健康劳动者， 不健康的劳动者更容易遭受技能错配， 表明不健康的劳动

者在职位选择上更容易处于被动地位； 女性劳动者相较于男性劳动者技能错配概率更

高， 表明职场中的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易处于劣势； 受教育程度也会显著降低技能错配

的概率， 表明高受教育程度劳动者更容易获得能发挥其技能和能力的岗位； 党员相较

于非党员技能错配概率更低。 家庭特征控制变量方面， 家庭年收入越高， 技能错配的

概率越低， 表明家庭年收入越高， 劳动者搜寻匹配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支撑更强。 值

得注意的是， 家庭有房显著增加了技能错配的概率， 原因可能是借贷购买房产的 “成

本效应” 大于拥有房产的 “财富效应”。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中， 地区市场化程度有利于

缓解技能错配， 而地区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越好， 技能错配概率反而更高， 而地区的

对外经贸水平对技能错配无显著影响。

（二） 作用渠道检验

根据作用机理分析可知， 劳动保护可能通过价格扭曲、 就业粘性和主观努力三条

路径作用于技能错配。 下面对这三条渠道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如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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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价格扭曲的作用

劳动保护可增加工资扭曲程度， 从而通过该渠道增加技能错配程度或概率。 本文

以同一受教育水平群体内个体的工资差异衡量工资扭曲程度， 若同一受教育水平的个

体间工资差异很小， 说明工资扭曲程度较低， 反之若同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个体之间

的工资差异巨大， 则意味着工资扭曲程度较高。 构建工资差距虚拟变量， 记为

ｗａｇｅｄｉｓｔ， 若某个体的个人工资收入小于相同受教育年限群体的平均工资收入，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表 ５ 的回归 （１） 表示劳动保护影响工资扭曲发生概率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６５， 且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控制其他影响工资扭曲的因素后， 劳动保护会增加工资扭曲的概率。 回归

（２） 表明， 交乘项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社保参与因子影响技能错配并非通过工资扭曲

来发挥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工资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降低工资扭曲依然可

降低技能错配概率。
２ 就业粘性的作用

劳动保护可增加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之间的粘性， 从而通过该渠道增加技能错配

程度或概率。 由于无法衡量企业的员工薪酬粘性， 本文仅考察劳动者的就业粘性。
此处以个体的合同年限衡量就业粘性程度， 个体的合同年限越长通常意味着其就业

粘性较大， 合同年限越短意味着其在工作单位的时间越短， 即就业粘性较小。 个体

的合同年限使用被调查者对问题 “这次合同， 您与本单位 ／ 企业签订了几年” 的回答

代理， 再将合同签订年限除以平均合同签订年限， 得到就业粘性变量， 记为 ｓｔｉｃｋｎｅｓｓ。
表 ５ 的回归 （３） 表示劳动保护影响工资扭曲发生概率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社保

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３０５， 且在 １％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控

制其他影响就业粘性的因素后， 劳动保护可增加劳动者就业粘性。 回归 （４） 表明，
就业粘性与社保参与因子交乘项的系数不显著， 当前就业粘性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同时就业粘性的系数也不显著， 说明就业粘性并非技能错配的原因。

３ 主观努力的作用

劳动保护可增加劳动者的主观努力程度， 从而通过该渠道增加技能错配程度或概

率。 囿于数据限制， 本文仅考察劳动者的主观努力。 此处以个体掌握工作技能的时间

衡量主观努力程度， 个体掌握工作技能所需的时间越长， 通常意味着其主观努力程度

越高。 本文的个体主观努力程度使用被调查者对问题 “为掌握这份工作所需要的主要

技能， 您花了多少时间” 的回答代理， 在此基础上， 形成主观努力的虚拟变量， 记为

ｅｆｆｏｒｔ。 若该个体掌握工作技能的时间为 “一天” “几天” “大约一周” “不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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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项， 赋值为 ０， 若该个体掌握工作技能的时间为 “一个月到三个月” “超过三个

月， 不到一年” “一年以上” “三年以上” 中的一项， 赋值为 １。 表 ５ 的回归 （５） 表示

劳动保护影响主观努力程度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８０， 且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控制其他影响主观努力的因素

后， 劳动保护可提高劳动者主观努力的可能性， 而劳动者较强的主观努力意味着其不

安现状， 力图通过努力朝更优岗位前进。 并且回归 （６） 表明， 主观努力本身及其与社

保参与因子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 这意味着主观努力不仅直接降低技能错配概率， 还

是社保参保降低技能错配概率的重要机制。 因此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劳动保护的主观

努力效应， 即劳动保护会通过增加劳动者主观努力缓解技能错配。

表 ５　 作用渠道检验

变量
（１）

工资差距

（２）
技能错配

（３）
就业粘性

（４）
技能错配

（５）
主观努力

（６）
技能错配

社保参与因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４）
０ ３０５∗∗∗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１）

工资差距 × 社保参与因子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工资差距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３）

就业粘性 × 社保参与因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就业粘性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主观努力 × 社保参与因子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８）

主观努力
－ ０ ６６３∗∗∗

（０ ０８３）

常数项
０ ３１３

（０ ６６５）
２ ８３２∗∗∗

（０ ５８６）
－ ０ ５８６
（１ ２４３）

３ ０８７∗∗∗

（０ ８８２）
－ １ ０４８
（１ ３１３）

０ ６７７
（０ ９６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城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１８０８７ １８１０５ １３５７９ １１１６６ ４４１２ ４４０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４６ ０ １６９ ０ ２４６ ０ ０９５ ０ １４９ ０ ０８０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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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法

尽管已尽可能控制家庭、 个体层面及城市层面的诸多变量， 但由于存在影响劳

动者技能错配的不可观测的职位供需因素， 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通过引

入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选取劳动者所在城市的平均气温作为工具变量， 记为

ＩＶ１。 相关性方面， 已有研究证实， 制度性因素与地区气候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彭

水军、 张文城， ２０１６）， 而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 金融政策组成了全球政策协调体系

的三大核心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１）。 平均气温是反映 “碳中和” 工作的重要气候因素，

在 ２０３０ 年 “碳达峰” 目标下， 企业可能面临来自减排的成本， 从而挤出劳动者受到

的劳动保护， 使得平均气温与劳动保护的关系更为紧密。 外生性方面， 平均气温作

为高度随机的自然因素， 其自身对劳动者技能错配影响不大， 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

条件。

选取了同省其他城市的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这些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的比值

作为工具变量， 记为 ＩＶ２。 相关性方面，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除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衡

量了某地区失业保险的覆盖情况， 由于存在经济地理关联， 某城市所处省份的其他城

市的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除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与该城市的劳动保护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 外生性方面， 该指标与劳动力个人的技能错配无直接关联， 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

条件。

基于全样本数据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工

具变量通过了系列检验， 且两个工具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均为正， 在 １％水平下显著，

第二阶段回归中社保参与因子对个体技能错配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 由此可见工具变

量具有合理性， 劳动保护降低技能错配概率的结果进一步得到证实。

表 ６　 工具变量法 （２ＳＬＳ）

变量
第一阶段

社保参与因子

第二阶段

技能错配

ＩＶ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ＩＶ２
０ １８７∗∗∗

（０ ０４３）

社保参与因子
－ ０ ０８５∗∗

（０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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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第一阶段

社保参与因子

第二阶段

技能错配

控制变量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统计量 ５７ ８７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统计量 ２７ ５６

ＨａｎｓｅｎＪ 统计量 ９３ ３８

观测量 １６９８９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删除样本数据可能存在的极端值

为避免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偏误， 对自变量社保参与因子分别截尾 １％ 和

５％ ， 重新进行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 表 ７ 的回归 （１） 和 （２） 分别对应变量截尾 １％和 ５％

后样本的回归结果。 剔除极端值后， 社保参与因子系数估计值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依然支持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

３ 更换社保参与因子的计算方式

基准回归中， 本文将劳动者是否参与 “五险” 的社保参与因子作为劳动保护的代

理变量， 而在中国单位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与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险密不可分， 因此本

文在社保参与因子的计算基础上引入受访者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这一变量。 虽然样

本量与基准回归相比大量减少， 但由于空缺值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且样本基数较大， 仍

能支撑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加入住房公积金的全样本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５６４， 单变量 ＫＭＯ

值均高于 ０ ８， 同时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ｐ 值为 ０， 说明六个变量依然适合主成分分析。 将

样本中个体 “五险一金” 数据计算得到的社会保障因子记为 ＳＩＰＦ１， 再次进行 ｌｏｇｉｔ 模

型回归。 表 ７ 回归 （３） 的结果表明， “五险一金” 参与因子能在 １％ 的显著水平上降

低个体技能错配的概率， 该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一致。

４ 构建宏观劳动保护指标

除使用社保参与因子从微观角度衡量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险的情况外， 还可以从

宏观层面量化城市的社保参保情况。 因此， 本文构建以下宏观社保参保指标， 记为

ＳＩＰＦ＿Ｃｉｔｙ。 计算公式为： 城市层面的社保参保情况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年末人口数， 人均参保数越大意味着该城市的社会

保险参保率越高。 表 ７ 的回归 （４） 展示了将城市层面的社保参保情况作为自变量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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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的结果， 结果表明， 宏观层面的社保参保显著降低技能错配程度， 依然与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７　 筛选样本和更换劳动保护指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社保参与因子＿１％截尾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２）

社保参与因子＿５％截尾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２）

“五险一金” 参与因子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２）

城市社保参保情况
－ ０ ４６１∗

（０ ２６８）

常数项
２ ９５４∗∗∗

（０ ５９０）
２ ９５４∗∗∗

（０ ５９０）
４ ０５３∗∗∗

（１ １３３）
３ １２４∗∗∗

（０ ５９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固定城市 是 是 是 是

固定行业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１７１２５ １７１２５ ７３１２ １６４６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２３０ ０ １６１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劳动保护影响技能错配的群体异质性

１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劳动者受影响的差异性

根据劳动者所在企业的产权性质， 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方程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样本分别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表 ８ 的回归 （１） 和 （２） 分别为劳动保护对不同产权性质

企业劳动者的技能错配的影响估计结果。 对于国有企业样本，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

计值为 － ０ ０５３， 且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非国有企业样本社保参与因子

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７２， 且在 １％ 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表明， 劳动

保护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２ 不同收入劳动者受影响的差异性

根据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方程对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样本分别

·５３１·

杨　 艳、 易　 伟： 劳动保护会增加技能错配吗？



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某个体的年收入水平高于该年度所有个体的平均收入则划为高收入者，

否则为低收入者。 表 ８ 的回归 （３） 和 （４） 分别为劳动保护对不同收入劳动者的技能

错配的影响估计结果。 对于高收入样本，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３３， 且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低收入样本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５７，

且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 劳动保护对不同收入劳动者

技能错配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３ 不同产业劳动者受影响的差异性

根据劳动者岗位所在的产业， 本文基于基准回归方程分别对第一、 二、 三产业劳

动者样本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结果如表 ８ 的回归 （５）、 （６） 和 （７） 所示。 对于第一产业

样本，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３７， 但不显著； 第二产业样本社保参与因子

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４３， 且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第三产业样本社保参

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为 － ０ ０４９， 且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以上回归结果

说明， 劳动保护对不同产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劳动保护对第一产业

劳动者的技能错配基本无缓解作用。 劳动保护对第一产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影响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产业的社会保险制度监管制度不健全， 从而劳动保护对该

产业劳动者的技能错配无显著影响。

表 ８　 劳动保护对异质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影响

变量
（１）
国企

（２）
非国企

（３）
高收入

（４）
低收入

（５）
第一产业

（６）
第二产业

（７）
第三产业

（８）
总样本

社保参与因子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９５）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１２２∗∗∗

（０ ０２９）

社保参与因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常数项
０ １３２

（１ ２６５）
２ ２４４∗∗∗

（０ ６８２）
３ ２７９∗∗∗

（０ ９３１）
２ ７０８∗∗∗

（０ ７８６）
２ ９４５∗∗

（１ ４５６）
２ ６８０∗∗∗

（０ ９４６）
３ ０８０∗∗∗

（０ ９０２）
２ ７４０∗∗∗

（０ ５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城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３６１３ ２１１９１ ７９１１ １６８９３ １０９９２ ５６９３ ８１１９ １８１０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３３ ０ １６８ ０ ２１８ ０ １３９ ０ １１５ ０ １６９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和 《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指数》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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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究劳动保护对异质性劳动者技能错配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 本文在基准模型

中引入自变量的二次项， 结果如回归 （８） 所示， 社保参与因子的系数估计值依旧为

负， 但其二次项的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经检验， 在二次项模型中拐点为

３ ５８８， 拐点包含于社保参与因子的取值范围内。 这一结果表明， 当劳动保护的强度足

够高时， 劳动者主观满足感的增加可能跟不上工资扭曲和就业粘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劳动保护将增加技能错配的概率。 对于国企、 高收入和第三产业劳动者而言， 劳动保

护可能过度， 而对于非国企、 低收入和第二产业劳动者而言， 劳动保护可能不足， 这

将导致劳动保护对技能错配的影响存在劳动者群体差异。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地级市数据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从社保参保视角考察了中国劳

动保护对劳动力技能错配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一， 劳动保护降低了技能错配概率，

此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 排除异常值干扰、 使用 “五险一金” 计算社保参保因子、
使用城市宏观社保参保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 第二， 劳动保护会通过主观努

力渠道降低劳动者技能错配概率， 同时也应警惕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劳动者技能错配的

直接提高作用。 第三， 劳动保护对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的改善作用不同于国有

企业， 对低收入者技能错配的改善作用不同于高收入者， 对第三产业劳动者技能错配

的缓解作用不同于第二产业。 本文的结论表明， 中国的劳动保护制度整体对劳动者技

能匹配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激励劳动者提升其主观努力

来降低劳动者技能错配概率。 同时， 劳动保护对不同群体技能匹配的影响不同， 提高

对社会保险敏感群体的劳动保护力度将有利于促进技能匹配。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第一， 持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提升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是稳定就业、 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也有利于降低劳动

力技能错配。 继续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有利于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 因此， 要进

一步深化社会保险费率改革，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

第二， 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并且通过提高劳动者获得感和满足感， 逐渐

减少技能错配。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劳动保护会带来工资扭曲与就业粘性的增加。
因此， 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促进以市场力量配置劳动力要素， 有利于减少因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恶性工资扭曲” 和 “被动就业粘性”。 此外， 本文的研究结论还

·７３１·

杨　 艳、 易　 伟： 劳动保护会增加技能错配吗？



表明， 劳动保护有利于促进劳动者的主观努力程度增加， 继而降低劳动力技能错配的

概率。 因此， 要切实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 还应适当提高薪资待遇， 减少不必要加班，
并完善弹性工作制。

第三， 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保改革需考虑企业和行业特性。 劳动保护对技能错配的

影响具有显著的产权性质和行业特异性。 在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现象更为严重

的背景下， 需要在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时适当向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倾斜。 在第二

产业劳动者技能错配现象更为严重的背景下， 要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传统二次产业

的转型升级。 总而言之， 要推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和惠农

社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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