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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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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用全国３１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实证分析收入、支出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态三 方 面 因

素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得出以下重要结论：静态研究发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

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最大，人均ＧＤＰ次之，其他因素影响很小。动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环

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影 响 最 大，其 他 因 素 影 响 很 小。最 后，根 据 实 证 分 析 结 果，结 合 实

际情况，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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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最低工资标准是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

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

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是世界各国以立法方

式普遍实行的一种旨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

设计，目的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并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在我国，上海市

１９９３年率先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２００４年我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并废

止了１９９３年由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规定》，各地省级政府陆续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实施对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

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

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学术界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四个方面：

（１）有关评价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研究。国际

上认为最低工 资 标 准 占 平 均 工 资 的 比 值 为４０％～

６０％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合理水平，国内许多学者研

究发现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的比值未到

达４０％，即我 国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水 平 过 低［１－４］。还

有一些文献分析了我国某省份或区域的最低工资标

准水平，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同样过低［５－８］。

（２）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

效应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负

相关［９－１２］，但持反 对 观 点 的 学 者 认 为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对就业有积极作用［１３－１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

资标准的适度增加会促进就业，而超过一定限度后

就会不利于就业［１５－１６］。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在某种程

度上加剧了就业性别竞争，从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

就业性别歧 视 问 题［１７］。还 有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最 低 工

资标准不会 显 著 影 响 就 业［１８］。关 于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收入分配效应，陈萍［１９］通过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

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最低工

资标准法规和工会集体协议工资机制建设的不完善

是影响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罗小

兰［２０－２１］研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村贫困的关系，

发现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减 贫 效 应 呈 倒“Ｕ”型；王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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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２２］通过分析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水 平 对 收 入 分 配 和 经

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一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

水平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增大，改善收入分配不公。

（３）有关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Ｃｏｘ
等［２３］对美国各 州 的 制 造 业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相 关 数

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呈

同方向变动；Ｂｌａｉｓ等［２４］对 加 拿 大 各 地 区 的 最 低 工

资标准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失业率、小企业

从业人员比例和相对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工资）呈反向变动，人口赡养系数和相对最低工

资标准呈正向变动；韩兆洲、魏章进［２５－２６］使用北京市

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最低工资标准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是最低

工资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林原［２７］使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数据以北京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发现最低 工 资 标 准 影 响 因 素 的Ｔ型 关 联 度 排

序；宁光杰［２８］从 政 府、劳 动 者 和 企 业 三 方 出 发 研 究

全国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因素，发现

失业率、人均ＧＤＰ等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影响因

素。

（４）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效应。罗小兰和

丛树海［２９］通过构建包含攀比效应的均衡模型，发现

一些高工资行业的工资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

增长，低收入行业工资增长却明显滞后，最低工资标

准这种推动作用因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差异；屈

曙光和彭璧 玉［３０］分 别 从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教 育 效 应

和在职培训效应两个方面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

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整体

福利会产生一定影响。

《最低工资规定》第六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

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

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

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但从已有文献看，很少

有人研究我国各省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

是否考虑了以上诸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

考量我国各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

响因素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合理性。

二、我国各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及其

变动的统计描述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异性，最低

工资标准采取的是地方政府而非国家主导模式，确

定和是否调整某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由该省级政府负

责。省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所

以许多省份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具有多个档次，不

同档次适用于省内不同城市。以２０１６年为例，最低

工资标准仅有一档的有４个（北京、上海、天津和西

藏），两档的有１个（重庆），三、四个档次分别有１０
和１５个，五档的有１个（黑龙江），本文采用的最低

工资标准是各省份每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最低工资标

准第一档数据。

（一）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状况

１．各省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差异

２００４年全国３１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

差是９１．３３元，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广东６８４元，最

低的陕西３２０元，中位数为４５０元，最高的广东是最

低的陕西的２．１４倍。２０１６年所有省市最低工资标

准均超过１２００元，标准差达到１９２．２３元 远 远 超 过

了２００４年。最高的上海２１９０元，最低的青海１２７０
元，中 位 数 为１５３０元，最 高 与 最 低 的 差 距 是１．７２
倍。长期以来，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省份的

最低工资标准位于全国前列，而青海、湖南、西藏、广

西等中西部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处于较低水平。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标 准 差 说 明 各 省

市之间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在扩大（见图１）。

　　数据来源：由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官

方网站、各省市的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官 方 网 站 数 据 计 算

所得。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差

２．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

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反映了劳动

者之间工资分配的公平情况，比值越高，贫富差距越

小，相反，贫 富 差 距 越 大，一 般 认 为 比 值 为４０％～
６０％比较合理。２００４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

比值的算数平均数为３５．４６％，最高的河北４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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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 的 西 藏 １９．２４％，相 差 ２９．０４％，中 位 数 为

３７．１１％，６个省份达到合 理 水 平。２０１６年，最 低 工

资标准与平 均 工 资 比 值 的 算 数 平 均 数 为２８．８２％，

最高 的 河 南３８．３８％，最 低 的 西 藏１５．２３％，相 差

２３．１５％，中 位 数 为２９．６２％，没 有 一 个 省 份 达 到 合

理水平。与２００４年相比，２０１６年只有 辽 宁、河 南２
个省份比值是上升的，但涨幅比较小，其中涨幅最大

的辽宁也仅有１．５７％，其 余２９个 省 市 比 值 都 有 所

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海南省下降了２０％。尽管各

省市近几年大幅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相对于平

均工资而言，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依 然 处 于 低 位，整 体 来

看，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呈

不断下降趋势（见图２）。

　　数据来源：最低工资 标 准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人 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 方 网 站、各 省 市 的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门官方 网 站。职 工 平 均 工 资 数 据 来 源 于ＥＰＳ（Ｅａｓｙ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图２　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

（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状况

我国各省级政府负责确定和调整本地区的最低

工资标准，有的地区一年调整多次，有的地区多年才

调整一 次，调 整 的 时 间 一 般 是３月、５月、６月 或９
月。２００４年《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出台以后，全国３１
个省市普遍 制 定 了 各 自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２００５年

全国１１个省 份 调 整 了 最 低 工 资 标 准，调 整 省 份 较

少。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２００９年我国没有一

个省份调整 最 低 工 资 标 准。２０１０年 除 重 庆 外 全 国

３０个省市调整 了 最 低 工 资 标 准，是２００４年 以 来 调

整省份最多的一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累计调整

２３５次，平均每个省份调整７．５８次，就整体而言，平

均每个省份１．５８年调整一次，满足“每两年至少调

整一次”的规定。但从各省实际调整情况来看，调整

周期大于两年的情况也很普遍，西藏自治区２００４年

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到２００８年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

了第一次调整，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和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的两次调整时间的间隔超过两年；吉林、江苏等９个

省份２００７年最后一次调整和２０１０年第一次调整的

时间间隔也超过两年；黑龙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的两次调整时间、重庆２００８年１
月１日和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的 两 次 调 整 时 间、辽 宁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和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的两次调整时

间、青海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和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的两次

调整时间，都不符合“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

２００５年全国最 低 工 资 标 准 调 整 幅 度 的 算 数 平

均数为６．７５％，调 整 幅 度 较 高 的 省 份 依 次 为 陕 西、

山东、河南、福 建。２００９年 全 国 各 省 均 未 调 整 最 低

工资标准，２０１０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的算数平

均数为２３％，为调整幅度最大的一年。２０１６年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幅度的算数平均数为３．２６％，重庆的

调整幅度为２０％，其他省份都小于２０％，是调整幅

度最小的一年（２００９年除外）。

三、假定、模型、数据

（一）假定与模型

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至少应该取决于收

入性因素、支出性因素、市场性因素三个方面。

（１）收入性因素。从制定《最低工资规定》的初

衷看，在收入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应该与当

地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变动相联系，使劳动

者能够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因此，最低工资

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映工资水平的职工平均

工资及其增 长 变 动 以 及 反 映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人 均

ＧＤＰ及其增长变动呈正相关。

（２）支出性因素。在支出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应

能够保障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并

随价格水平、社保支出等的变动而变动，以满足就业

者及其赡养人口基本支出的需要。因为各地的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体系不尽相同，职工住

房公积金的购买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本文不考虑这

一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此，最

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映社会救济标准

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反映就业人口

负担状况的人口赡养系数以及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

平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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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场性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方面，

失业率是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

失业率越高，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越大，工资下行压

力越大。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失业率相联系，与失

业率呈负相关。

最低工资标准实证模型中，本文把最低工资标

准的对数设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研究收入、支出、劳

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

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的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　ＭＷ＝ｃ＋α１＊ｌｎ　ＡＷ＋α２＊ｌｎ　ＧＤＰ＋

α３＊ｌｎ　ＭＬＳ＋α４＊ｌｎ　ＣＰＩ＋α５＊Ｐ＋α６＊ＵＥ＋ε （１）

其中，ｌｎ　ＭＷ 代表全国３１个省级最低工资标准

的 对 数。ｌｎ　ＡＷ 代 表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的 对 数，ｌｎ

ＧＤＰ代表城镇人均ＧＤＰ的对数，ｌｎ　ＭＬＳ代表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数，ｌｎ　ＣＰＩ是城镇居民定基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对数，Ｐ是全国３１个省级的人口

赡养系数，ＵＥ 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应系数α１，α２，

α３，α４，α５，α６ 表 示 各 变 量 对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影 响 程

度。ｃ为不可观察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实证模型中，本文把最低

工资标准增长变动设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研究收入、

支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最低

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计量模型如下：

ＭＷ－＝ｃ＋α１＊ＡＷ－＋α２＊ＧＤＰ－＋α３＊ＭＬＳ－＋

α４＊ｌｎ　ＣＰＩ＊＋α５＊Ｐ＋α６＊ＵＥ＋ε （２）

其中，ＭＷ－ 代表全国３１个省级最低工资标准

的增长变动。ＡＷ－ 代 表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的 增 长 变

动，ＧＤＰ－ 代表 城 镇 人 均 ＧＤＰ的 增 长 变 动，ＭＬＳ－

代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长变动，ｌｎ　ＣＰＩ＊ 是

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对数，Ｐ是全国３１
个省级的 人 口 赡 养 系 数，ＵＥ 是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对应系数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α６ 表 示 各 变 量 对 最 低 工

资标准增长变动的影响程度。ｃ为不可观察效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运 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对 全 国３１个 省 级 面 板 数

据进行处理，主要采用逐步回归法、固定效应模型、随

机效应模型（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行随机效应模型

和固定 效 应 模 型 选 择，当 结 果 显 示Ｐ＜０．０５时，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原假设是“模型为随

机效应模型”；否则不能拒绝原假设）。主要目的是

为了研究各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

为合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全国３１个省级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面板数

据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进行实证分析，其

中最低工资标准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各省市的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全国省市区———城 镇 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城

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缺少北京、

天津等７个省市数据）、城镇人口赡养系数（缺少吉

林、安徽等４个省市的２００４年数据）、人均ＧＤＰ、城

镇登记失 业 率（缺 少 西 藏 自 治 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数

据）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数据来源于ＥＰＳ（Ｅａｓ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
ｏｒ）数据平台，城镇居民定基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１９８０

＝１００）由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换算得到，

各变量增长变动为各变量的环比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最低工资标准（静态）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最低工资标准实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各解

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ｌｎ　ＭＷ　 ４０３　 ６．７６６　 ０．４４７　 ７．６９２　 ５．７６８

ｌｎ　ＡＷ　 ４０３　 ７．９６１　 ０．５２０　 ９．２３３　 ６．８９６

ｌｎ　ＧＤＰ　 ４０３　 １０．２３９　 ０．６７０　 １１．６８０　 ８．３７０

ｌｎ　ＭＬＳ　 ４０３　 ５．５９７　 ０．４５９　 ６．７８０　 ４．６０５

ｌｎ　ＣＰＩ　 ３１２　 ６．３１２　 ０．１３３　 ６．６７５　 ５．９８７

Ｐ　 ３９９　 １７．７１４　 １３．９７６　 １１７．０５６　 ２．４６２

ＵＥ　 ４００　 ３．５７０　 ０．６８２　 ６．５　 １．２

人均ＧＤＰ、城镇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 准、城 镇 居 民

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职工平均工资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８５１、０．８４６、０．８４９，说 明 这 三 个 变 量 数 值 越

大，职工平均工资就越髙。人均ＧＤＰ与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７７，说明人均ＧＤＰ越

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越髙。城镇居民定基

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系

数为０．７７３，说明 城 镇 居 民 定 基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越

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越髙。其余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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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系数均小于０．６８，相关系数不高。为消除变

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实证部分采用逐步回归法。

表２的第（１）列是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前提

下，只引入收入因素的估计结果，Ｐ值为０．０００小于

０．０５，选择固 定 效 应 模 型，职 工 平 均 工 资 的 系 数 为

０．７４８在１％的 水 平 上 显 著，人 均 ＧＤＰ的 系 数 为

０．１３９在５％的水平上显著，意味收入因素对最低工

资标准的影响较大，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１个百分

点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０．７４８个百分点，人均

ＧＤＰ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０．１３９个百分点。

表２　全部样本的最低工资标准模型

（１） （２） （３）

ｌｎ　ＡＷ　 ０．７４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７

（１２．２５） （１．１４） （１．１４）

ｌｎ　ＧＤＰ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１＊

（２．４２） （１．７２） （１．６５）

ｌｎ　ＭＬＳ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８＊＊＊

（６．０７） （５．９８）

ｌｎ　ＣＰＩ　 １．５１３＊＊＊ １．５１３＊＊＊

（５．７８） （５．７７）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５）

Ｕ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９）

ｃ －０．６１２＊＊＊ －７．００５＊＊＊ －６．９９１＊＊＊

（－４．３７） （－６．１５） （－６．０７）

Ｎ　 ４０３　 ３０８　 ３０８

Ｒ２　 ０．９５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２

　　注：括号里面为ｔ统 计 量，＊、＊＊、＊＊＊ 分 别 表 示 在１０％、５％、１％

的水平上显著。

表２的第（２）列是在第（１）列基础上引入支出因

素的估计结 果，Ｐ 值 为０．０００，选 择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回归方程的Ｒ２ 由０．９５０提高到０．９６２，说明方程的

解释能力 得 到 提 高。此 时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的 系 数 为

０．１１６，统计 上 不 显 著，人 均 ＧＤＰ的 系 数 为０．１３３，

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

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系数的系数分别

为０．３４９、１．５１３和０．０００，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 准 和 城

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

正向影响，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正向

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

表２的第（３）列是引入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状

况的变量失业率的估计结果，Ｐ值为０．０００，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Ｒ２ 仍为０．９６２，但方 程 更

加符合《最低工资规定》第六条规定。此时收入因素

对最低工资标准仍有正向影响，职工平均工资的系

数为０．１１７，统 计 上 不 显 著，人 均 ＧＤＰ的 系 数 为

０．１３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

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系数的系数

分别为０．３４８、１．５１３和０．０００，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 准

和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仍

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具

有正向 影 响，统 计 上 不 显 著。失 业 率 的 系 数 为－

０．００２，对最低工资标准有负影响，统计上不显著，意
味着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较小。

所以最终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函数为：

ｌｎ　ＭＷ＝－６．９９１＋０．１１７＊ｌｎ　ＡＷ＋
０．１３１＊ｌｎ　ＧＤＰ＋０．３４８＊ｌｎ　ＭＬＳ＋
１．５１３＊ｌｎ　ＣＰＩ＋０．０００＊Ｐ－０．００２＊ＵＥ

（二）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动态）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机制发生

了很多变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变化，我们再对最

低工资标准变动进行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３。

表３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ＭＷ－ ３７２　 １１．６４９　 １１．４４２　 ５８．９７　 ０

ＡＷ－ ３７２　 １３．０９７　 ５．４９７　 ６３．０６４ －６．２２９

ＧＤＰ－ ３７２　 １３．３２８　 ７．０９１　 ３７．００９ －２２．２８３

ＭＬＳ－ ３７２　 １０．８３９　 １３．８３５　 ２３０ －６２．２６４

ｌｎ　ＣＰＩ＊ ３７２　 ４．６３２　 ０．０１８　 ４．６９０　 ４．５８１

Ｐ　 ３７２　 １７．４４８　 １４．２５０　 １１７．０５６　 ２．４６２

ＵＥ　 ３６９　 ３．５４０　 ０．６６３　 ５．６　 １．２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相关

系数矩阵，得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大部

分都低于０．６，这 说 明 各 变 量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严 重 的

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４的第（１）列是引入收入因素的估计结果，Ｐ
值为０．５６３大 于０．０５，选 择 随 机 效 应 模 型，职 工 平

均工资增长率的系数为０．０３６统计上不显著，意味

着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

较小，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系数０．３６６，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意味着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率是影响最低工资

标准变动的重要因素。

表４的第（２）列是引入支出因素的估计结果，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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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９１０，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Ｒ２ 由

０．０５６提高到０．０８１，说 明 方 程 的 解 释 能 力 得 到 提

高。职工平均工 资 增 长 率 的 系 数 为０．０３３，统 计 上

仍不显 著，人 均 ＧＤＰ增 长 率 的 系 数 由０．３６６变 成

０．１８３，在１０％的 水 平 上 显 著。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 准

增长率、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

系数的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２１、１２０．７１２和０．００５，只 有

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即

为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４的第（３）列是引入失业率的估计结果，Ｐ值

为０．９１２，选 择 随 机 效 应 模 型。回 归 方 程 的Ｒ２ 由

０．０８１提高到０．０８３，解释能力得到提高。收入因素

和失业率都不显著，即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

很小。支出因素中仍然只有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

格指数的影响显著，系数由１２０．７１２变成１１０．３８４，

在１％的水平 上 显 著，即 为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变 动 的 重

要影响因素。

表４　全部样本的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

（１） （２） （３）

Ａ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８

（０．３） （０．２７） （１）

ＧＤＰ－ ０．３６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５

（３．９２） （１．６６） （１．３６）

ＭＬ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５） （０．４４）

ｌｎ　ＣＰＩ＊ １２０．７１２＊＊＊ １１０．３８４＊＊＊

（３．０８） （２．８）

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ＵＥ　 ０．５２７

（０．５８）

ｃ　 ６．３０４＊＊＊ －５５０．６６８＊＊＊ －５０５．４７８＊＊＊

（４．０１） （－３．０５） （－２．７７）

Ｎ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６９

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３

　　注：括号里面为ｚ统 计 量，＊、＊＊、＊＊＊ 分 别 表 示 在１０％、５％、１％

的水平上显著。

所以最终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函数为：

ＭＷ－＝－５０５．４７８＋０．１２８＊ＡＷ－＋
０．１５５＊ＧＤＰ－＋０．０１９＊ＭＬＳ－＋
１１０．３８４＊ｌｎ　ＣＰＩ＊＋０．００１＊Ｐ＋０．５２７＊ＵＥ

我们可以从表２和表４的回归结果中看出：大

多数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实质

性的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结果

发现：（１）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职工平均工资对最

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正，只有一个方程的回归系数

显著；人均ＧＤＰ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显著为正。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对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人均ＧＤＰ
增长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为正，但只有两

个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２）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

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赡养系

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最低工资

标准变动模型中，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

影响显著为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人口

赡养系数对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变 动 的 影 响 为 正 但 不 显

著。（３）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

准的影 响 为 负 但 不 显 著。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变 动 模 型

中，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影响为正但不

显著。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收入、支出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

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我国各省市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差距有扩大趋

势，且大部分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速度低于平均

工资增长速度，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就整体而言，最

低工资标准 平 均 每 个 省 份１．５８年 调 整 一 次，符 合

“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但从各省实际调整

情况来看，调整周期大于两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最

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考虑了《最低工资规定》要

求考虑的一些因素，静态研究发现，我国在制定最低

工资标准时，考 虑 了 人 均ＧＤＰ、城 镇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标准和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动态研究发

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变动考虑了城镇居民环比

消费者价格指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中也

忽略了一些因素，静态研究发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

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职工平均工资、人口赡养系数

和失业率的影响，动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

整没有充分考虑平均工资增长率、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等的影响。

因此，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尽管已经实施了十几

年的时间，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结果并不如人意，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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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

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最低工资

标准的调整应充分考虑平均工资增长率、人均ＧＤＰ
增长率等因素，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

工资的比值，使低工资劳动者也能够分享到平均劳

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建立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的长效机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物价水平

变动而及时调整的指数化制度，使最低工资标准的

增长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物价的上涨，从而使低工资

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因通货膨胀而

下降；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杜绝

滥用职权、牺牲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明确《最低工资

规定》的执法部门和职责范围，监督落实最低工资法

律法规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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