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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有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大多基于中宏观层面， 对行业层面的刻画

并不充分。 对此，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 通过梳理不同年份投入产出

表的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 并对口径进行统一的基础上，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

了行业层面上的测算和结构分解分析。 研究发现： ２００７ 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主

要来自制造业的全面收缩和服务业的全面扩张，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叠加规模扩张带来的影响最大。 此外， 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

劳动收入份额均在下降。 未来在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 也必须重视劳动收入份

额改善问题， 力争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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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此前，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把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提出要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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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和调整， 在宏观层面有三大主要的数据来源： 第一

是投入产出表； 第二是全国或者省际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收入法项目构成数据； 第

三是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 （钱震杰， ２０１１； 周明海， ２０１４）。 其中， 大部分研究是基

于资金流量表或者 ＧＤＰ 数据研究全国层面或省际层面劳动收入份额 （李稻葵等， ２００９；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ｂ； 吕光明， ２０１１； 吕冰洋、 郭庆旺， ２０１２； 周明海， ２０１４； 徐

蔼婷， ２０１４； 吕光明、 李莹， ２０１５； 谭晓鹏、 钞小静， ２０１６）， 做到粗略的一、 二、 三

产业三个广义部门分类， 或者通过仅研究工业部门数据做到更细致的行业分类 （翁杰、

周礼， ２０１０）。
在中国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中， 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则是劳动者报酬核

算口径的调整， 现有文献解决上述口径变化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利用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数据进行调整， 另一种是利用居民调查数据等微观数据进行调整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ｂ； 吕光明， ２０１１； 李琦， ２０１２； 徐蔼婷，
２０１４； 谭晓鹏、 钞小静， ２０１６）。 在研究时序上，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谭晓鹏和钞

小静 （２０１６） 在资金流量表基础上将研究更新到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吕光明和于学霆

（２０１８） 在省际 ＧＤＰ 数据基础上将研究更新到 ２０１６ 年。 还有部分研究利用结构分解法，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更多来自产业结构的变化还是产业内部的变化进行了探索 （白
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罗长远、 张军， ２００９ａ； 肖文、 周明海， ２０１０； 吕光明、 李莹，

２０１５）。
以往的劳动收入份额研究中， 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并不多 （章上峰、 许

冰， ２０１０）， 从而限制了对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测算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

因为中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上有较多的时间间隔， 同时经历了数次部门分类与口径的

调整， 时间上不连续且不直接可比。 但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和

制造业服务化等过程， 这些过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巨大地影响了总体劳动收入份

额。 同时， 在产业分工日益细致的今天， 制造业内部和服务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分

工侧重。 粗略的广义部门分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 因此， 有必要进行行业层

面的分析。
此外， 投入产出表有着其他数据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方面， 投入产出数据展示了

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产业关联和部门影响分析方面应用广泛 （刘波， ２０２１）； 另一

方面， 在生产分工网络日益发展的今天， 投入产出数据可以成为分解贸易数据的基础，
早已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国内区域间分工的发展， 区域投入产

出表在研究 “国内价值链” 和区域经济时也日渐重要 （袁凯华等， ２０２１）。 在分工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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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的今天， 无法孤立、 静止地研究劳动收入份额问题， 一个产业的收缩和扩张， 会

引发连锁反应， 同时各个产业的产业特征和竞争程度都具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 调

整和使用投入产出数据， 无论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还是中国投入产出的研究均具

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 第一， 本文创新地采用了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宏观层面劳动收

入份额变动进行测算， 给相关研究扩展了数据基础， 同时将观测期更新到了 ２０１７ 年；
第二， 由于较少研究使用投入产出表， 而投入产出表数据也存在历年核算口径不一致

问题， 本文严格地按照中国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说明和国民经济核算办法， 梳理并统一

了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口径； 第三， 投入产出数据相较其他宏观数据有着较为详细的行

业信息， 因此本文得以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组层面探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的来源。 本文利用层级结构分解法发现，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主要来自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张，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效应与结构效应

的双重叠加带来了最大的影响。 同时本文还发现， 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内部劳动收入份额正在下降。

二　 劳动收入份额的核算口径梳理

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 劳动收入份额通常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劳动

收入份额的测算通常基于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数据， 在缺乏对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

核算口径调整的文献的情况下， 对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进行核算口径调整的文献成

为本文重要的参考依据。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 使用收入法计算的国

内生产总值可以分为四大分项：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按照是否去除生产税净额， 宏观层面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目前有两类。

第一类对劳动收入份额采用的测算方式是直接计算劳动者报酬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
此类相关研究通常更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特征事实 （徐蔼婷， ２０１４； 周明海， ２０１４；
吕光明、 李莹， ２０１５）， 或者关注经济中政府的调节作用 （吕冰洋、 郭庆旺， ２０１２）、
认可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谭晓鹏、 钞小静， ２０１６）。 而更关心初次分配或者要素

分配的第二类研究， 会选择去除生产税净额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罗长远、 张军， ２００９ｂ；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 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选择

使用劳动者报酬在含生产税净额增加值中的比重作为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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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表示为：

劳动收入份额 ＝ 劳动者报酬
劳动者报酬 ＋ 固定资产折旧 ＋ 生产税净额 ＋ 营业盈余

（１）

显然， 无论哪一类测算方式， 劳动者报酬项都是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 然而

无论是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 还是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 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

径都经历了数次变更。 为准确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必须使得前后口径一致。 由

于投入产出调查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关系密切， 因此本文将先从梳理国际标准与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口径的异同开始， 明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劳动者报

酬的内涵； 然后， 进一步梳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口径调整历程； 最后， 明

确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统计口径的调整办法。

（一） 国际标准中的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

由联合国制定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简称 ＳＮＡ） 由国

民收入账户、 投入产出账户、 资金流量账户、 国际收支账户和国民资产负债账户五部

分组成， 目前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 ＳＮＡ 体系经历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６ 年两次调整， 但总

体上对于劳动者报酬相关的指标改变不大 （许宪春， ２０１４ａ）。

在 ２００８ 年 ＳＮＡ 中， 与劳动者报酬相关的指标为 “雇员报酬” 和 “混合收入”。 这

是因为 ＳＮＡ 体系把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分为雇员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和自雇者 （ ｓｅｌ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两种， 针对雇员设置 “雇员报酬” 指标， 针对自雇者设置 “混合收

入” 指标 （许宪春， ２０１４ａ； 许宪春， ２０１４ｂ）。

与此对应， 现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 “劳动者报酬” 这一指标作为 ＳＮＡ

中的 “雇员报酬” 和 “混合收入” 中属于劳动部分的近似替代。 其定义是劳动者因

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 在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０２》 中， 其包括各

种形式的工资、 奖金和津贴……还包括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疗卫生费、 上下班

交通补贴、 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等。 根据许宪春 （２０１４ａ） 的总结，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 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口径与 ＳＮＡ 体系内的对比可以概

括为：

劳动者报酬 ＝ ＳＮＡ 中的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混合收入中包含的劳动报酬 ＋ 农户混合收入
（２）

（二）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的数次调整

１ 农业部门的口径调整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２００４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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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经济普查时， 由于农户从事农林牧副渔活动时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很难

分清， 而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财务数据难以获得， 因此将农户以及国有和集体农场的

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许宪春 （２０１１） 也提到， 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次调整中， 农户的劳动者报酬口径没有改变， 混合收入都计为劳动者

报酬。

２ 个体经营户的口径调整

关于个体经营户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的第一次重要调整发生在 ２００４ 年。 根据 《中

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０２》 可知， 在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前， “个体劳动者通

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 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 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获

得的利润”。 而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时，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方法》 将其更改为 “对于个体经营户来说， 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

两部分视为营业利润”。

第二次重要调整发生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后， 在数据修订中，

更改为依据普查资料计算每一行业相近规模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比例， 将个

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拆分为业主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 并将业主劳动报酬计入劳动者

报酬 （许宪春， ２０１１； 许宪春， ２０１４ｂ）。

第三次重要调整发生在 ２０１６ 年。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后， 明确提出将个体经营

户的混合收入按一定比例区分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 此外， 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ＳＮＡ 的建

议， ２０１６ 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雇员股票期权纳入劳动者报酬。

（三） 中国投入产出表劳动报酬的核算口径梳理

１ 农业部门的口径调整

在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 明确提到农林牧渔业混合收入处理方式的是 《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 和 《中国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 这两年的投入产出表介绍中都注

明农林牧渔业的营业盈余计入劳动者报酬。 尽管后续投入产出表中没有相关说明， 但

通过投入产出数据可知 （见表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期间投入产出表中农业部门的营业盈

余均为零， 而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 投入产出表的农林牧渔业营业盈余开始出现数字。 尽管

无明确说明， 但足以证实 ２０１５ 年及之后的投入产出表中， 有关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

核算口径出现了变更。 由于 ２０１７ 年的投入产出表并未对核算口径提供更为详细的说

明， 因此本文假定农林牧渔业营业盈余按比例 ϕ（ϕ ∈ ［０，１）） 计入劳动者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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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农业部门的增加值构成

单位： 亿元

年份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１９９７ １２９７８ ６６２３ ４３２ ９９７０ ５８４ ７８６２ ７４５ １３８４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４３ １２０８ ４１５ ０５１６ ５９６ ８３７７ ８４１ ０３０４

２００２ １３３１５ ９６８６ ５４４ ６５０４ ７６４ ９１３２ ２００４ ９３３８

２００５ ２１８１３ ８４４１ ５９ ４１００ １１９７ １８３５ 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７１８１ ６２７０ ４７ ８０２０ １４２９ ７４４８ 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８５６２ ８３２６ ７８ ３５００ １８９２ ４１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２９９６ ３１８６ － ２８９５ ６５６９ ２２５８ １５４２ 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６３５１０ ７１７７ － ３９３０ ０２００ ２０６０ ０４１５ １２６３ ３１０９

２０１７ ６５２７０ ９２２６ － ３４１０ ６１６４ ２２８５ ３９２４ １３０６ ６５４７

２０１８ ６６６７１ ８６３０ － ３５０７ ７１４４ ２７３９ ８７３６ ２３３４ １９０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８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２ 个体经营户的口径调整

目前中国投入产出表仅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明确提到个体经营户混合收

入处理方式。 根据 《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 工业、 建筑业的投入产出调

查仅涵盖企业， 而涵盖个体经营户的各服务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统计则沿用了经济普

查年份的方法； 根据 《中国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 和 《中国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表》， 个体

经济所有者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不容易区分， 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另外，

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并未提到雇员股票期权的处理。

依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说明， 有关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口径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相比， 既有统一也有不一致。 综上， 本文将 ２００２ 年及以前的农业部门和 ２００７ 年及以前

个体经营户的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设置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口径一致， 其余时段以

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说明为准。

三　 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口径调整和测算

本文在许宪春 （２０１１）、 吕光明 （２０１５）、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的汇总上加以完

善， 将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变动所涉及到的构成明细汇总于表 ２。 根

据表 ２ 可知， 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按来源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 农业部门中的劳

动报酬， 其核算涉及到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农户营业盈余、 国有和集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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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营业盈余； 第二， 企业部门的劳动报酬， 其中包括雇员报酬和雇员股票期权； 第三，

个体经营户的劳动报酬， 其中包括雇员报酬、 业主报酬和营业盈余。

表 ２　 中国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构成明细

涉及部门 涉及构成 对应 ＳＮＡ 指标 核算内容

农业 农户和农场 混合收入
①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②农户营业盈

余； ③国有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

企业 企业雇员 雇员报酬 ④雇员报酬； ⑤雇员股票期权

个体经营户 业主、 雇员、 家庭成员 混合收入
⑥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⑦个体经营户业主劳动报

酬； ⑧个体经营户营业盈余

　 　 资料来源： 参照许宪春 （２０１１）、 吕光明 （２０１５）、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汇总方式， 根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 ２００２》、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国际标准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研

究》、 许宪春 （２０１４ｂ） 整理得到。

其中， 从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劳动者报酬口径具体汇总于表 ３。 根

据表 ３ 的汇总分析可得， 对于劳动者报酬企业方面的核算口径保持一致， 无需调整，

农业部门和个体经营户的劳动者报酬则需要对口径进行统一。

表 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汇总

年份 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

１９９７ ① ＋ ② ＋ ④ ＋ ⑥ ＋ ⑦ ＋ ⑧

２００２ ① ＋ ② ＋ ④ ＋ ⑥ ＋ ⑦ ＋ ⑧

２００７ ① ＋ ② ＋ ③ ＋ ④ ＋ ⑥

２０１２ ① ＋ ② ＋ ③ ＋ ④ ＋ ⑥ ＋ ⑦ ＋ ⑧

２０１７ ① ＋ ϕ × （② ＋ ③） ＋ ④ ＋ ⑥ ＋ ⑦ ＋ ⑧

　 　 注： 标号与表 ２ 对应； ϕ∈［０，１） 代表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表中农业部门内营业盈余被计入劳动者报酬的比例； 此

时投入产出表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出现不同， ２０１６ 年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劳动者报

酬核算口径与 ＳＮＡ 体系保持一致。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０２》、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中国投入产

出表 （１９９７）》、 《中国 ２００２ 年投入产出表》、 《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 《中国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 和 《中国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表》 整理得到。

（一） 农业部门的口径调整

综合而言， 为简化处理， 本文采取统一将投入产出表中的营业盈余部分计入劳动

者报酬， 对各投入产出表中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统计口径的梳理和调整方案汇总于表

４。 采取这种调整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 第一， 由于本文研究目的为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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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波动， 相对于关心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值， 保持跨期口径可比更为重要， 而整

体上看， 调整至 ２０１２ 年口径所需变动的范围较小， 可以减少调整所带来的误差； 第

二，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农业税补贴政策的实施， 使得营业盈余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由表 １

可知， 各个投入产出数据中补贴数均超过了营业盈余数； 第三， 中国农业部门劳动报

酬构成有其特殊性， 又由于相关数据难以取得， 现有研究中对于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

的估算均基于较强的假定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张车伟、 张士斌， ２０１０； 吕冰

洋、 郭庆旺， ２０１２； 李琦， ２０１２； 吕光明， ２０１５）， 或者直接参照其他部门平均工资

标准 （谭晓鹏、 钞小静， ２０１６）， 准确性较低， 会给计算带来不必要的扰动； 第四，

农业部门营业盈余比重小， 影响不大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吕光明、 李莹，

２０１５） 。

表 ４　 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口径梳理及调整方案

年份 劳动者报酬口径 调整方案

１９９７ 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 农户营业盈余 ＋ 农业部门营业盈余

２００２ 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 农户营业盈余 ＋ 农业部门营业盈余

２００７ 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 农户营业盈余 ＋ 国有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 不变

２０１２ 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 农户营业盈余 ＋ 国有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 不变

２０１７ 农户劳动报酬及农场劳动报酬 ＋ ϕ∗（农户营业盈余 ＋国有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 ＋ 农业部门营业盈余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二） 个体经营户的口径调整

１ 个体经营户的口径调整方案

个体经营户拥有更低的准入门槛、 更低的经营成本、 更灵活的经营形式， 因此其

在中国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中占有较大的体量 （刘波， ２０２１）。 个体经营户属于非正规

经济部门， 参照有关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研究： 其一， 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远

高于正规经济部门 （吕光明， ２０１５； 刘波， ２０２１）； 其二， 行业之间分布不均， ９０％以

上的非正规就业者集中于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业、 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 （刘波， ２０２１）。 因此， 对个体经营户数据的调整， 尤其其行

业异质性的保留，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由于个体经营户的劳动者报酬在大多数投入产

出表中都保持了一致， 只有 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与其他投入产出表不同。 本文对

各投入产出表中个体经营户劳动者报酬统计口径的梳理和调整方案汇总于表 ５， 与白重

恩和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的方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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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个体经营户劳动者报酬口径梳理及调整方案

年份 劳动者报酬口径 调整方案

１９９７ 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业主劳动报酬 ＋ 个体经营户营业盈余 不变

２００２ 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业主劳动报酬 ＋ 个体经营户营业盈余 不变

２００７ 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业主

报酬 ＋ 营业盈余）

２０１２ 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业主劳动报酬 ＋ 个体经营户营业盈余 不变

２０１７ 个体经营户雇员报酬 ＋ 个体经营户业主劳动报酬 ＋ 个体经营户营业盈余 不变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上述调整方式除了简洁以外， 还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 和农业部门的调整一致，

整体上看， 调整至 ２０１２ 年标准需要变动的范围较小， 只需要调整 ２００７ 年数据， 可以减

少误差； 第二， 临近的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提供了较为细致的数据， 而 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０４ 年

年份相近， 经济结构变化不大， 在缺少直接数据的情况下，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数据提供

的参照依据可靠性较高， 为 ２００７ 年的调整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

２ 个体经营户的口径调整步骤

根据前文所述， 本文在调整 ２００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时， 首先需要估计个体经营户

业主报酬和营业盈余的规模， 也即混合收入规模； 然后将混合收入计入对应行业的劳

动者报酬， 并据此计算调整对当年对应行业的总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系数， 然后据此推

算 ２００７ 年调整后的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

在对个体经营户增加值规模进行估算时， 本文与白重恩和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一致， 采用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

中提供的个体经营户数据。 但与以往文献不同， 本文保留了其行业层面信息， 并用于

投入产出表行业层面的数据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在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

值核算方法》， 个体经营户的各主要指标计算方式应为：

收入法增加值 ＝ 劳动者报酬 ＋ 资产折旧 ＋ 生产税净额 ＋ 营业盈余 （３）

但实际上，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数据中个体经营户的 “营业盈余” 项额外包含了业主

报酬， 所以 “营业盈余” 项的数额实际是业主报酬和营业盈余之和， 也即本文需要估

计的 “混合收入”； 同时， 按照本文调整方法， 劳动者报酬除雇员报酬外还包括业主报

酬， 因此本文定义 ２００４ 年经济普查数据中 “雇员报酬” 项的数值为 “雇员劳动者报

酬”。 也就是说， 本文定义中的 “雇员劳动者报酬” ＋ “混合收入” 对应个体经营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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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增加值计算式中的 “劳动者报酬” ＋ “营业盈余”。 各项数据计算方法参照 《中国

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的标准①。

在行业层面上对比了个体经营户增加值和同行业总增加值之后， 本文发现了原本

增加值估计方式可能存在的缺陷： 直接采用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 中数值计算

个体经营户混合收入的话， 会导致个体经营户收入的高估。 由于以往文献只在全国层

面或者三大产业门类层面计算了个体经营户的营业盈余， 因此未能发现这种高估。 当

测算细化到行业层面， 如表 ６ 所示， 在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层面上， 可以看

出按原有方式估计的个体经营户增加值与行业总增加值接近或占据了绝大部分。

表 ６　 ２００４ 年分行业全国增加值与个体经营户增加值

单位： 亿元

分行业全国增加值 个体经营户增加值估计

（１） （２） （３） （４）
总计 １５９８７８ ３３８０ － １６１８４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８６１ ０３００
第一产业 ２１４１２ ７３４０ － ２１４１０ ７０００ －
　 农林牧渔业 ２１４１２ ７３４０ － ２１４１０ ７０００ －
第二产业 ７３９０４ ３１１９ － ７４４９５ ４０００ ７６９１ ９０００
　 工业 ６５２１０ ０２９１ － ６５７７４ ９０００ ６８１４ ０９００
　 建筑业 ８６９４ ２８２８ － ８７２０ ５０００ ８７７ ８１００
第三产业 ６４５６１ ２９２０ ６４５６１ ４０００ ６５９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５８ ３０４０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９３０４ ３９３０ ９３０４ ４０００ ９３０６ ５０００ ３７５１ ０６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４５３ ７６９７ １２４５３ ８０００ １２４５５ ８０００ １１４５１ ３４００
　 　 批发业 － － － ２９６８ ３６００
　 　 零售业 － － － ８４８２ ９８０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６６４ ８２７５ ３６６４ ８０００ ３６６４ ８０００ ２４４３ ９２００
　 　 住宿业 － － － １２０ ２３００
　 　 餐饮业 － － － ２３２３ ６９００
　 金融业 ５３９２ ９７４８ ５３９３ 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０ －
　 房地产业 ７１７４ １２８３ ７１７４ １０００ ７１５２ １０００ ３０ ５２００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２３６ ３１８６ ４２３６ ３０００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６２７ ４８００ ２６２７ ５０００ － １５７ ２０００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７５９ ４６００ １７５９ ５０００ － －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６８ ５７００ ７６８ ６０００ －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４８１ ５０００ ２４８１ ５０００ ２６７５４ ６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０２００
　 　 居民服务业 － － － ９８２ 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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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雇员劳动者报酬 ＝雇员报酬； 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原价 ×折旧率 （取值 ５％）； 生产税净额 ＝
缴纳税费； 混合收入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续表

分行业全国增加值 个体经营户增加值估计

（１） （２） （３） （４）
　 　 其他服务业 － － － ７６６ ８９００
　 教育 ４８９２ ５６００ ４８９２ ６０００ － ８３ ２１００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６２０ ７１００ ２６２０ ７０００ － ２８３ ４２００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４３ ２２００ １０４３ ２０００ － ２１９ ４０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６１４１ ３８００ ６１４１ ４０００ － －

　 　 资料来源： 列 （１）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整理得到； 列 （２） 根据 《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整理得到； 列 （３）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到 ２００４ 年相关数据并整理得到； 列 （４） 根据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 整理得到。

为不放大核算口径变更对行业层面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借鉴白重恩和钱

震杰 （２００９ａ）、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的做法， 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 中各地区

个体就业人数和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 中个体经营户总就业人数差额， 按比重

缩减， 调整后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规模为 １０２１４ １５１４ 亿元。 调整后分行业的个体经

营户混合收入规模汇报于表 ７。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 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调

整并得到最终的劳动收入份额结果。

表 ７　 ２００４ 年个体经营户混合收入规模估计 （缩减后）

行业类别 混合收入（亿元） 占当年行业总增加值比重（％ ）

采矿业 １７５ ４３０７ ２ ３０
制造业 ２００６ ３６９４ ３ ８８
建筑业 ２４７ ２２２５ ２ ８４
交通运输业 １３１８ ５０１４ １４ １７
批发业 １２４２ ８９６３ ３７ ６２
零售业 ３４４２ ３９３５ ２３ ５７
住宿业 ３６ ０５４５ ０ １６
餐饮业 ８２７ ８２２９ ２ １２
房地产业 １１ ４３７４ ２４ ７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５ ６１４４ ０ ５０
教育 ２４ ２７４４ ４ １１
卫生和福利业 １０７ ６６４９ ７ １１
居民服务业 ３３８ ０９２０ ２ ３０
文化、 体育和娱乐 ７４ １４８８ ３ ８８
其他服务业 ２７５ ８２４５ ２ ８４

　 　 注： 根据 《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提供的方法， 将个体经营户工业数据分劈为采矿业和

制造业； 在后续调整中， 用同样方法处理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之间的分劈。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４）》 和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 数据计算得到。

·５５·

张晓婧、 丁一兵： 中国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测算及结构分解



（三） 统一口径后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测算结果

１ 总体层面的测算结果

为了直观地展示调整前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本文将首先对比调整前后中

国总体层面劳动收入份额， 对比结果如图 １ 所示， 此外图 １ 还同时对比了使用资金流

量表计算的结果和几篇代表性文献的调整结果。 由图 １ 可见， 使用调整前投入产出表

数据计算的中国总体层面劳动收入份额， 与其他数据来源相比存在较大偏离， 而调整

后数据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则与其他数据来源趋势相似。 ２００７ 年前， 调整后的投入产

出数据计算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趋势与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计算得出的趋势一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结果与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测算结果一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结果与资

金流量表数据结果一致。

图 １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年中国总体层面劳动收入份额调整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 资金流量表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金流量表数据整理得到； 投入产出表调整前

数据根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到， 投入产出表调整后数据为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

期间中国投入产出表及表 ７ 基础上， 使用表 ４、 表 ５ 提出的调整方案计算得到； 其余数据分别根据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谭晓鹏和钞小静 （２０１６） 整理得到。

然后， 本文对比了调整前后中国总体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 使用零轴以下

的点代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零轴以上的点代表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如图 ２ 所示，

调整后的投入产出数据明显缩小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范围， 在上升还是下降的方向

上与调整前保持一致， 同时， 变动程度与资金流量表和其他文献调整结果相比差距不

大。 但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在年份上不连续， 相比其他数据来源， 无法精确地展现中国

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最低点出现在 ２０１１ 年。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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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年中国总体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调整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 资金流量表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得到； 投入产出表调整前数

据根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投入产出表调整后数据为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

中国投入产出表及表 ７ 基础上， 使用表 ４、 表 ５ 提出的调整方案计算得到； 其余数据分别根据 Ｂａｉ ＆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谭晓鹏和钞小静 （２０１６） 计算得到。

２ 分行业的测算结果

简单的一、 二、 三产业的划分或者轻重工业划分， 已经难以捕捉现在的工序划分

和产业内贸易乃至产品内贸易的趋势 （贺俊、 吕铁， ２０１５）。 各类行业都具有不同的行

业特征。 由于本文分析数据跨度较长，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出现较大调整。 为在口径一

致可比的情况下， 尽可能对行业层面进行分析， 本文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按照要素密集

度进行划分， 并在后文中进行结构分解。
为方便与已有文献进行对比， 在按要素密集划分前， 本文先将行业分为广义部门

意义上的四类。 与传统一、 二、 三产业的分类不同， 本文将这四类定义为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公共事业。 其中， 农业和采矿业归为初级产业， 社会保障、 行政组

织等归为公共事业， 其余行业分别为制造业或服务业。 然后， 参照 Ｒａｈｍａｎ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３）、 张亚斌等 （２０１５） 对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处理方式， 本文将制造业和服务业按

照要素密集度分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

密集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加上初级产业和公共事业共

计八个行业分组。
图 ３ 首先对比展示了调整前后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三个广义部门分类中劳

动者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 可以看出， 三个广义部门的口径调整都起到了缩小波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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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这说明测算口径的不一致扩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 再次证明了对投入产出

进行调整的必要性。 由图 ３ 还可以看出， 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三个区间内， 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符号相反， 存在此消彼长的

关系。

图 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分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调整前后对比

注： 由于公共事业不存在调整， 因此只对比了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调整前后的结果。
资料来源： 调整前数据根据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调整后数据为根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及表 ７， 并使用表 ４、 表 ５ 提出的调整方案计算得到。

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由细分行业特征和行业规模决定。 为更进一步观察制造业和服

务业内部的变化情况， 图 ４ 展示了调整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各自的

劳动收入份额和增加值占比。 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划分后，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内

部都呈现出较强的行业异质性。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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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按不同要素密集度划分的制造业、 服务业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及表 ７ 的基础上， 使用表 ４、 表 ５ 提出的调整方

案计算得到。

由图 ４ （ａ） 可以看出在劳动收入份额绝对值上各行业分组呈现的若干特征。 首先，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高，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低， 这

与直觉相符， 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则呈现较大转折， 在 ２００７ 年前， 其

一度低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在 ２００７ 年后迅速增长， 到 ２０１７ 年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接

近； 其次， 制造业内部变化相对服务业较平缓， 这与制造业特性相符， 其中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上升趋势，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２００７ 年

前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 到 ２００７ 年成为制造业内部最低， 之后平缓地维持不变， 与资

本密集型服务业有着类似的形态， 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 ２０１２ 年前与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趋势类似， ２０１２ 年后呈现下降趋势。
由图 ４ （ｂ） 可以观察到在规模上各行业分组呈现的若干特征。 首先， 劳动收入份

额最高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拥有最大的增加值占比， 这与服务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

高于制造业的特征一致， 同时， 各类服务业整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 其次， 各类制造

业增加值占比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期间下降，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期间上升， ２００７ 年之后规模占

比下降， 这可能分别与国有企业改制、 加入世贸组织和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有关； 第三，
较为需要注意的是， 在劳动要素密集的中国， 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制造

业， 这可能与当前国际生产分工形式有关。
由图 ４ 可以观察到几个特征： 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也在增长，

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同时， 增加值比重有着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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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效应叠加预计将会对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带来重大影响。 制造业各分组劳动收

入份额变化不大， 但增加值比重有所降低， 因此制造业各分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将会

降低。

至此， 本文先对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劳动报酬核算口径进行调整， 取得跨期可比

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 然后， 本文按要素密集度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了分组， 通

过对比观察可知， 无论在行业分组的劳动收入份额绝对值上还是行业规模上， 都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 且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特征。 为了更为精确地发现中国劳动

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 本文进一步采用结构分解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行

分解。

四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 结构效应还是内部效应？

使用结构分解法， 可以通过定量的方式， 较为清晰地解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来

源。 钱震杰 （２０１１）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广义部门上的分解， 并提出对农业部

门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估会带来对农业部门结构效应的高估。 吕光明和李莹 （２０１５） 对

中国正规经济部门和农户、 个体经营户进行结构分解分析， 在再次证实 ２０１２ 年前农户

结构变动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的同时， 也展示了个体经营户影响的重要性。 另

外， 也有一些研究尝试从其他角度分解劳动收入份额。 周明海 （２０１４）、 王林辉和袁礼

（２０１８） 将劳动收入份额按照影响因素构成拆解到工资或者生产效率层面； Ｋｏｌｌｅｒ ＆

Ｓｔｅｈｒｅｒ （２０１０）、 胡秋阳 （２０１９） 借助价值链分解方法， 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到最

终需求、 投入产出矩阵等层面。

借鉴王林辉和袁礼 （２０１８） 的思路， 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为结构效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简称 ＳＥ） 和内部效应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简称 ＷＥ） 两个部分。 借鉴

Ｃｈｅｎ ＆ Ｗｕ （２００８）、 葛阳琴和谢建国 （２０１８） 使用层级结构分解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称 ＨＳＤＡ） 处理整体与分行业各自的结构效应与内

部效应。 借助劳动收入份额的表达式， 国家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不同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与该部门增加值占国家总增加值的比重乘积的加总：

ＬＳ ＝ ∑ＬＡＢｇ

∑ＶＡｇ
＝ ∑ ＬＡＢｇ

ＶＡｇ × ＶＡｇ

∑ＶＡｇ
æ

è
ç

ö

ø
÷ ＝ ∑ ＬＳｇ × ＶＡｇ

∑ＶＡｇ
æ

è
ç

ö

ø
÷ ＝ ∑（ＬＳｇ × ＶＳＨｇ） （４）

其中， ｇ 可以通过不同取值代表不同的行业， 也可以代表不同的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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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分解形式选择上， 本文采用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 Ｌｏｓ （１９９８） 建议的两级分解

法， 以全国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为例， ｔ１ 期和 ｔ０ 期之间的变动分解表达为：

ΔＬＳ ＝ ＬＳｔ１ － ＬＳｔ０

＝ １
２ （∑ΔＬＳｇ × ＶＳＨｇ，ｔ１ ＋ ∑ΔＬＳｇ × ＶＳＨｇ，ｔ０）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内部效应ＷＥ

＋ １
２ （∑ＬＳｇ，ｔ１ × ΔＶＳＨｇ ＋ ∑ＬＳｇ，ｔ０ × ΔＶＳＨｇ）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结构效应ＳＥ

（５）

以广义部门四分类为例①， 为了区分行业之间的影响， 细化到行业层面的分解表达

式为：

ΔＬＳ ＝ ∑（ＬＳｇ
ｔ１ × ＶＳＨｇ

ｔ１） － ∑（ＬＳｇ
ｔ０ × ＶＳＨｇ

ｔ０） ＝ ΔＬＳ１ ＋ ΔＬＳ２ ＋ ΔＬＳ３ ＋ ΔＬＳ４

＝ １
２ （ΔＬＳ１ × ＶＳＨ１

ｔ１ ＋ ΔＬＳ１ × ＶＳＨ１
ｔ０）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内部效应ＷＥ

＋ １
２ （ＬＳ１

ｔ１ × ΔＶＳＨ１ ＋ ＬＳ１
ｔ０ × ΔＶＳＨ１）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结构效应ＳＥ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初级产业影响

＋ １
２ （ΔＬＳ２ × ＶＳＨ２

ｔ１ ＋ ΔＬＳ２ × ＶＳＨ２
ｔ０）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内部效应ＷＥ

＋ １
２ （ＬＳ２

ｔ１ × ΔＶＳＨ２ ＋ ＬＳ２
ｔ０ × ΔＶＳＨ２）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结构效应ＳＥ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制造业影响

＋ １
２ （ΔＬＳ３ × ＶＳＨ３

ｔ１ ＋ ΔＬＳ３ × ＶＳＨ３
ｔ０）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内部效应ＷＥ

＋ １
２ （ＬＳ３

ｔ１ × ΔＶＳＨ３ ＋ ＬＳ３
ｔ０ × ΔＶＳＨ３）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结构效应ＳＥ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服务业影响

＋ １
２ （ΔＬＳ４ × ＶＳＨ４

ｔ１ ＋ ΔＬＳ４ × ＶＳＨ４
ｔ０）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内部效应ＷＥ

＋ １
２ （ＬＳ４

ｔ１ × ΔＶＳＨ４ ＋ ＬＳ４
ｔ０ × ΔＶＳＨ４）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产业结构效应ＳＥ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公共事业影响

（６）

（一） 广义四部门分类分解分析

使用前文调整过的投入产出数据， 按照式 （６） 进行分解， 可以得到从四个广义部

门层面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结果。 表 ８ 展示了分解结果， 图 ５ 汇报了将每

期变动视为 １ 后，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所占的百分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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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结构分解结果一： 整体分解结果

时期
总变动

产业内部

效应 ＷＥ
产业结构

效应 ＳＥ

（１） （２） （３）

各部门变动

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公共事业

（４） （５） （６） （７）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５８３ － ０ ０４３８ － ０ ０１４６ － ０ ０５５６ － ０ ０３５３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２１７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２７５ － ０ ００７４ － ０ ０２０１ －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０６２ － ０ 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６６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２００ －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３４ －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１２９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８７ － ０ ００５０ － ０ ０１７９ －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６１２ ０ ００１５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４２８ －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４０３ － ０ １００４ － ０ ０６０４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２９５

占同期总变动百分比（％ ）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７５ ００ ２５ ００ ９５ ２１ ６０ ４５ － １８ ４７ － ３７ １９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１００ ００ ２７ ０１ ７２ ９９ ８５ ６３ － ２２ ３７ １２ ８５ ２３ ８９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３ ２７ － ３ ２７ － １７ ８０ － ５２ ３９ １０３ ３８ ６６ ８０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２１ ２２ － ２１ ２２ － ７５ ３３ － ８９ ００ ２５８ １４ ６ １９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５ ８０ ９４ ２０ ２３４ ５３ １４０ ９７ － ２０６ ５４ － ６８ ９６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５　 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８ 的分解结果绘制。

　 　 可以看到， 首先， 与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趋势一致， 广义四部门分类中的产

业内部也是呈现出先下降后提升的趋势。 其次， 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一直是负效应，

初级产业的变动情况也是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初级产业规模一直

在收缩。 正如钱震杰 （２０１１） 所述， 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高估， 约是制造业、

服务业部门的 ２ 倍， 与此同时， 农业部门又在工业化进程中规模不断缩小， 因此分解

结果会夸大农业部门带来的结构效应。 最后， 还可以观察到， 如果忽略初级产业的变

动， 制造业、 服务业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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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证是否是农业部门的结构变化夸大了结构效应， 表 ９ 呈现了按四个广义部门

的结构分解结果。 为了更为形象地观察影响程度的大小， 后面同时汇报了将每期变动视

为 １ 后， 各个部门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所占的百分比。 由表 ９ 可以看出， 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变动期间， 初级产业的结构一直在缩减， 其结构效应所占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部门，

这证实了前文的猜想。 而 ２００７ 年之后， 初级产业的结构效应不再重要， 开始由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结构效应占据主导。 整体产业结构变动方面， 除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间制造业规

模下降 （可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之外，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期间制造业规模扩张、 服务

业缩减，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服务业规模扩张、 制造业缩减， 结合初级产业的变动， 这

代表中国产业呈现出 “配第 － 克拉克式”、 “库兹涅茨式” 的产业结构演进。 其中，

２００７ 年之后制造业的缩减和服务业的扩张， 也可能是受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另外， 表 ９ 展示出的各类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情况与此前图 ４ 一致， 制造

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只在金融危机之后，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

额出现提升。 至于服务业内部， 则除了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期间出现较大规模的下降外，

２００２ 年后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金融危机后有轻微下降， 但 ２０１２ 年后又出现较大规模

的正影响。

产业内部的变化趋势叠加产业结构变化， 最终会给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带来更深影

响。 由于就业替代效应的存在， 尽管各个广义部门层面上体现的数字较小， 但实际上

的影响更为复杂。 结构分解法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在分行业层面的分解结果侧重于展

示每个行业中劳动者报酬占全国总增加值比重的改变， 但是这一分解结果会掩盖行业

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 特别是当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符号相反的时候， 影响较大但是

加总后数字缩小。 所以应当进行更加细致的分解， 观察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劳动收入

份额波动的来源。

表 ９　 结构分解结果二： 对四个广义部门的分解

时期
总变动

（１）

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公共事业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５８３ －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５３９ － ０ ００７０ － ０ ０２８２ －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４０９ －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２６７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２６９ －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０６５ －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６ －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１８３ －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２４４ －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７３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０８７ － ０ １０９１ － ０ ０１２９ －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８１５ －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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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期
总变动

（１）

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公共事业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占同期总变动百分比（％ ）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７５ ９２ ４６ １２ ０８ ４８ ３７ ５１ ６５ － ７０ １２ ８ ５２ －４５ ７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１００ ００ － １２ ０７ ９７ ７０ ５０ １２ － ７２ ４９ － ６ ８３ １９ ６８ － ４ ２２ ２８ １０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３３ ８１ － ５１ ６０ ５４ ８１ － １０７ ２０ － ８ １４ １１１ ５３ ２２ ８０ ４４ ０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１ ８７ － ７７ ２０ － １１ ２１ － ７７ ８０ １５５ ２２ １０２ ９３ － ２４ ６６ ３０ ８５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 ２０ ３２ ２５４ ８５ ３０ １０ １１０ ８６ － １６ ２４ － １９０ ３１ １２ ２５ －８１ ２１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 制造业及服务业内部分解分析

本文在式 （３） 的基础上按照八个行业分组进行分解， 可以得到不同要素密集度的

制造业、 服务业分解结果， 其数值代表了各行业分组劳动者报酬占全国总增加值比重

的变化， 具体见表 １０。 可以看到，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 制造业各分组劳动者报酬比重

均在下降， 服务业各分组劳动者报酬比重均在上升， 整体而言， 服务业各分组比重变

化更大； 其中， 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分组， 分别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在 ２００７ 年后其主导作用凸显。

表 １０　 制造业、 服务业内部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分组分解结果

时期
总变动

（１）

制造业 服务业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知识密集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知识密集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５８３ － ０ ０２１０ － ０ ００９１ － ０ ００４４ －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３８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０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９３ － ０ ００６７ －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１８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３７ －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０４５ －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３３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４２８ － ０ ０２４４ －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６６１

占同期总变动百分比（％ ）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３６ ００ １５ ６２ ７ ６２ ３ ２１ ２ ０５ － ２３ ７４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１００ ００ － １５ ６０ － ０ ５３ － １２ １１ － ７ ４３ ２０ ８９ － ０ ６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０ － ３４ ４９ － １７ ００ － ０ ７６ １６ ４５ － ７ ４７ ９４ ４０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 ４ ２４ － １８ ８５ － ３４ ８６ ６４ ８１ ５０ ７６ １４２ ５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５６ ９８ ３９ ０６ ２２ ２５ － ４３ ７１ － ８ ５０ － １５４ ３４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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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展示了制造业、 服务业内部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分组的内部影响和结构影响。

可以看出， 在制造业内部各个阶段中均由结构效应占据主导作用。 而在服务业内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期间， 整体上结构效应占主导； 但是分阶段来看，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间内部

效应大过结构效应。

图 ６　 制造业、 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ａ） 图根据表 １１ 的分解结果绘制； （ｂ） 图根据表 １３ 的分解结果绘制。

１ 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分解

表 １１ 汇报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分解初步结果。 由表 ９ 可以看出， 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期间， 制造业内部不同密集型分组的内部效应与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变动方向相同； 而

除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期间，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可能引起了制造业结构上的收缩外， 金融危

机前制造业趋于扩张， 金融危机后制造业趋于收缩； 同时， 相比而言， 产业结构变动

带来的影响最大， 产业结构效应占主导影响。 金融危机后， 一方面制造业各行业分组

组内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制造业规模却相对收缩， 在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叠加下，
极大地影响了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期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表 １１　 制造业内部结构分解结果一： 内部效应与结构效应

时期
总变动 制造业变动 内部效应 ＷＥ 结构效应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５８３ － ０ ０３４６ － ０ ００７２ － ０ ０２７４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７８ －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８８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９３ －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９３ － ０ ０１９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３７ － ０ ０１３７ －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１２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４２８ － ０ ０５０６ － ０ ００９８ － ０ ０４０８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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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的分解结果汇报于表 １２， 可以发现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 三种不同要

素密集型分组的结构变动呈现相同的方向，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 均呈现规模上的

收缩。 可以猜测这种收缩是由于境外需求的变化引起的。 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

结构影响更大。 根据前文可知，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三个分组中居

中， 因此可以推测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收缩引起的。 同理， 知识密

集型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最高， 但影响较小， 可以认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变

化不大。

第二，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虽然总体影响较小， 但是实际内部有较大的变动， 特别

是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期间， 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

献率约为 ３２ ９０％ ， 而结构上则体现出明显的扩张， 贡献率也达到了约 － ３３ ４３％ 。 尽

管加总后使得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总体影响较小， 但实际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本身劳动

收入份额偏低， 其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且产业规模扩张， 这将会拉低整个制造业

劳动收入份额甚至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

第三， 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是上升的，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都呈现下降趋势。 也许这证明了在劳动力要素丰裕的中国， 只有在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才能呈现出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分配效应。

表 １２　 制造业内部结构分解结果二： 按要素密集度分组分解

时期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１８３ －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６４ －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０２７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９２ －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７１ － ０ ００７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３９ －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０４７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２６３ － ０ ０１１４ － ０ ００５３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９１

占同期总变动百分比（％ ）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４ ６６ ３１ ３５ ４ ５８ １１ ０４ ３ ０３ ４ ５８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５４ － １５ ０６ ３２ ９０ － ３３ ４３ ７ ７６ － １９ ８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６ ９３ － ４１ ４２ ４ ６６ － ２１ ６６ ３６ ５６ － ３７ ３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１３ ３１ － １７ ５４ － ２ ３９ － １６ ４６ － １４ ９９ － １９ ８７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４ ４９ ６１ ４８ ２６ ５９ １２ ４７ ０ ９０ ２１ ３５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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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分解

表 １３ 汇报了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分解初步结果。 首先， 结构效应变动方向与制

造业完全相反； 其次，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期间以及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服务业均经历

了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这可能分别是由于国有企业下岗潮以及金融危机

后制造业规模收缩导致失业人员转移引起的， 与此对应的是结构上各产业规模的

扩张。

表 １３　 服务业内部结构分解结果一： 内部效应与结构效应

时期
总变动 服务业变动 内部效应 ＷＥ 结构效应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５８３ ０ ０１０８ －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３７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２７５ －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５５ － ０ ００９０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２００ －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２５９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６１２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２１６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７５７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３ 中展示了进一步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分组进行结构分解的结果。 表 １２ 较为明显

地体现出服务业内部效应有着主导影响， 除去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以外， 总体而言各分

组内部效应都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正向的提升作用。 结合调整后对分行业劳动收入份

额测算结果可知， 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一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 基本

主导了服务业的影响。 通过对各要素密集度分组的进一步分解， 我们可以观察到， 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于规模的不断扩张， 叠加上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带来显著的提升。

另外， 表 １４ 中可以观察到服务业内部效应的不平衡， ２０１７ 年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可以猜测这是和金融危机后制造

业规模收缩， 大量失业人口转入服务业相关。 由于被迫失业， 大批低技能工人只能进

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扩大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规模。 同时， 由于劳动

力供给突然上升，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提升了资本的谈判能力， 通过压低工资， 降

低了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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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服务业内部结构分解结果二： 按要素密集度分组分解

时期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４０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６５ －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６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０ ０１３４ －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８９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１３２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２２９ －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４０９

占同期总变动百分比（％ ）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２７ ２２ － ２４ ０１ １３ ２３ － １１ １７ ４ ７７ － ２８ ５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４８ ５６ ４１ １３ ２１ ３２ － ０ ４２ ７ ３８ － ７ ９９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 ８７ ２２ １０３ ６７ ８ ４６ － １５ ９３ ４８ １５ ４６ ２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６４ ２４ ０ ５６ １５ ８３ ３４ ９３ ８７ ０７ ５５ ５１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９ ７４ － ５３ ４６ １９ １４ － ２７ ６４ － ５８ ７１ － ９５ ６２

　 　 资料来源： 根据调整后的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统一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后， 本文对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

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重新计算， 并按照初级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公共事业四个广

义部门对行业进行分类， 进而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按照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组， 以从

更加细分的层面展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 随后， 本文使用层级结构分解的

方法，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来源进行拆解。 研究发现： 首先， 中国宏观层面劳

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中， 在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之间， 结构效应占据主导作用， 但是由

于统计原因， 可能夸大了初级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其次， 从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中国产业呈现出 “配第 －克拉克式”、 “库兹涅茨式” 的产业结构演进。 ２００７ 年之前，

初级产业规模收缩， 制造业规模扩张， 制造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主导了中国总

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２００７ 年之后， 服务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规模扩张， 制

造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规模缩减， 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叠加下， 中国总体劳

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再次， ２００７ 年之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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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叠， 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密切联系， 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有着

显著影响。 最后，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提升和规模扩张， 改善了中

国劳动收入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 有一部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是由于失业的制造业工人

进入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从而带来的结构影响， 这种劳动者

收入份额的提升， 实际上是以制造业规模收缩， 牺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代价。
同时， 对于劳动者而言， 由于就业转换， 可能面临的是更低的绝对收入， 损失劳动

者福利。 此外， 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之后， 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需要警惕， 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呈现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 只有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提升。 说明尽管当前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工厂”， 制造

业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同时服务业规模也在扩大， 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业，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仍然是在承接发达经济体分包出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

环节。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 但同时也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高

端制造” 不仅关系到创新能力， 也关系到中国劳动者收入， 两者之间存在互相成就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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