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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南京为例

陈 叶，朱必祥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摘 要]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
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

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

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
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

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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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文献述评

最低工资制度一般是指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雇
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不得低于规定的最低水平，其实
质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干预。在国外，自该项制
度实施以来在经济学理论上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争论
的中心议题是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反对者认为
最低工资制对就业有负影响。但是，支持最低工资立法
的学者基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异质性等
假设，也能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一定就是“就业破
坏”，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正面因素超过了其负面因
素。我国2004年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后，反对者
和支持者理论上莫衷一是。不同的理论可以得出不同
的结论，因而国内学者更多地转向了最低工资就业效
应的实证研究。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一类是以地区为研究
对象。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有：①李晓芳(2006)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
业有正面影响¨J。②张凌(2006)研究最低工资和青少
年就业关系时分析了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发
现二者的关系在低、中、高GDP地区分别呈现出正相
关、负相关和无明显规律的不同情况¨o。③罗小兰
(2007)使用1994—2005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发
现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区间，
在该阈值之前，最低工资的增加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而
超过该阈值之后，最低工资的增加将会对农民工的就
业产生负的作用∞J。④石娟(2009)以就业水平为被解
释变量，以最低工资变量、最低工资一期滞后变量和控
制变量(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控制劳动力需求冲
击对就业的影响，同时，采用15岁一64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数来控制供给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为解释变量，用
对数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最低工资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
响，结论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我国总体就业水平
有负影响，但影响力度很小；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各
地区的就业影响不同，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东、西部地区
当年的就业有负影响，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西
部地区，而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中部地区的就业不会产
生显著性影响‘4|。

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有：①韩兆洲、安宁宁(2007)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
供给与失业率数据，发现在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
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M J。②王梅
(2008)基于深圳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前提，选取深
圳1992—2006年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因变量，选取最
低工资水平、GDP、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失业率为
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
就业有正的效应，由于深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量从
业人员为外地流入的劳动力，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条
件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加大劳动力的转移，深圳
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导致就业量下降，深圳市的最
低工资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J。但是，③周培煌、朱飞
(2009)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广东制造
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是，最低工资每上升10个百分
点，将导致广东制造业就业下降6．64个百分点，产生了
较强的负就业效应"J。④罗小兰(2007)使用1993—
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模
型实证分析上海市最低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就业之问的
关系，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农民工的就业会产
生正的影响旧o。⑤傅端香、石美遐(2009)选取1994年
至2008年的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北京市就业效应进
行研究。为了进一步研究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和人均GDP对就业的影响
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北京市最低工
资标准对就业具有正作用。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
就业将增加0．52％。据统计，在北京市只有7％的企业
以最低工资作为工资支付标准，所以，对大多数企业来
说，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企业用工成本产
生大的影响。相反，劳动力供给会有所增加，从而促进
就业的增加‘9|。

综上所述，对于最低工资制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
析也是结论不同，乃至相对立。实证分析结论的分歧，
原因可能来自计量工具和模型的内生性、序列相关、无
效的工具变量、样本数据缺陷以及数据遗漏等问题。但
是，更为可能的因素在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
“最低工资政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
影响，要取决于某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110]。
分地域、分行业、分就业群体的研究仍然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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