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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河南相关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河南省城
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劳动力成本总体上上升并不明

显，但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产业的城镇单位工资变化有显著差异；二是职

工工资提高导致社保缴费基数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但社保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应有所显现；三是生产率维度下的企业单位劳动力

成本上升幅度较小。由于劳动力成本变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劳

资要素匹配作用于企业和地区发展，故在延续部分领域廉价劳动力成本比较优

势的同时，应推动有条件企业将竞争优势转移到依赖技术和知识创新带动生产

效率提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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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晓钰：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影响与对策

　　劳动力成本变化不仅直接关乎企业和劳动

者的自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

和社会民生的发展。充足的人力资源长久以来

为人口大省河南弥补发展短板、获取竞争优势、

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

种劳动力资源优势可否持续与劳动力成本变化

密切相关。因此，如何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变

化，协调好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河南

“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

量发展和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亟待解决的

问题。

学界对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关注自进入新

世纪后日益增多。早期研究集中于对我国劳动

力成本变化趋势的预测，形成了两个主要分支：

一是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

份额的变化，检验我国是否已进入“工资侵蚀

利润”发展阶段［１－３］，指出企业生产成本中工资

支出不断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亦随经济

发展呈现由下降到上升的 Ｕ型变化，但也有学

者认为中国经济中利润占 ＧＤＰ的比重始终过

高［４］；二是从企业层面剖析以工资水平与社会

保险福利为主要构成的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

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即将或已经处于上升态

势［５－７］。２０１０年后学界研究开始转向地区性劳

动力成本变化。李文溥等［８］的研究显示，当地

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速提升较慢；而

对四川、安徽、江西的研究表明，当地劳动力成

本总体增长较快，但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下降［９－１１］。

劳动力成本变化除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变化有关外，还可归因于人口与教育［１２］、劳动

立法等制度［１３］、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７，１１］

等因素。劳动力成本增长，宏观层面上有助于

加快第二、三产业升级［１４］，拉动居民消费［１５］，

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１６］，优化地区就业结

构［１０］，但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１７］；微观层面上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１８］，但

这一激励作用有限［１９］，企业可能因此压缩在职

培训时长［２０］。

综上，既有研究大多使用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数

据，有关金融危机冲击下地区经济与企业经营

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劳动力成本变化问题有待进

一步论证；而诸多仅以职工工资指代劳动力成

本的实证研究可能存在低估问题。鉴于此，本

文拟选取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劳动力

资源大省———河南为研究对象，基于宏观统计

数据对该省城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状况、影

响和应对策略展开本土化研究，以期把握劳动

力成本变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为推动当地企

业创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镇单位劳

动力成本变化

　　劳动力成本泛指用人单位因雇佣社会劳动

力而发生的一切费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

义，劳动力成本除包含工资、薪酬、劳动所得外，

还涵盖因雇佣员工所发生的由雇主承担的员工

培训费用、住房费用、招聘费用和相关的税收成

本等［２１］。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通常随经济社

会发展呈逐步上升趋势。就河南整体劳动力成

本而言，伴随经济增速，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进入新常态呈现

起伏放缓、稳中向好的态势，各细分领域的变化

也并非呈现简单的递增趋势。

１．工资维度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１）总体工资变化情况

作为构成劳动力成本最主要的来源，职工

工资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走

向。从绝对数来看（见图１），河南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２０１８年首次突破６

万元，达６３１７４元，是１９７８年５９０元的１０７倍，

有了大幅度提升。分阶段比较增幅可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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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３０年里，平均工资增幅每１０

年上一个台阶，即（第一、第二、第三个１０年）

分别增长了１４９．１５％、２８３．７４％和３３３．２２％，

但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最近１０年内，平均工资

增幅却大幅缩小，仅为１５８．５１％。从平均工

资年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９年仅为

９．１５％，在１９９４年达到３３．９８％的峰值后，又震

荡式回落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３．８４％。

结合经济发展情况看（见图２），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２０１４年之前，河南省年度城镇职工工资增长

率大都低于同期ＧＤＰ增长率，并未实现同步增

长；但在之后的五年里，城镇职工工资的增长一

直领先经济的增长，２０１８年前者增长率达

１２１０％，高出后者４．６５个百分点。

（２）各行业工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南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及其排名、增长率见表１。由表１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２０１７年及其之前年度数据来自《２０１８年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年度数据来自

河南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５９０元、１４７０元、５６４１元、２４４３８元和

６３１７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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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河南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排名、增长率

行业
２０１３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４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５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６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７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８
绝对数／元 排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增幅／％

全体 ３８３０１ － ４２１７９ － ４５４０３ － ４９５０５ － ５５４９５ － ６３１７４ － ６４．９４
Ａ ６２８３５ １ ６９２２３ １ ７４４４１ １ ９１２１２ １ １０３３１４ １ １１６０４７ １ ８４．６９
Ｂ ４７７１７ ４ ５３５０９ ３ ５６８６６ ４ ５９１７１ ５ ６８３５３ ５ ８３３０１ ２ ７４．５７
Ｃ ４７６７１ ５ ５２７７９ ４ ６０６７１ ３ ６２４６７ ３ ７２３７３ ３ ７９５４３ ３ ６６．８６
Ｄ ５３６３４ ２ ６１０７６ ２ ６５７１３ ２ ６６６５８ ２ ６９７９９ ４ ７９１３４ ４ ４７．５４
Ｅ ４３５２６ ７ ４９３０１ ７ ５３３０８ ５ ６１０４５ ４ ７４９１４ ２ ７７４８１ ５ ７８．０１
Ｆ ４４６３３ ６ ４９４２６ ６ ５２０９９ ６ ５５４８５ ６ ６１４５５ ７ ７１３９２ ６ ５９．９５
Ｇ ４２０９９ ８ ４６４１９ ８ ５０１５２ ７ ５５０８７ ７ ６２８０７ ６ ７１０５３ ７ ６８．７８
Ｈ ３６３４８ １１ ３８８２４ １１ ４２５８７ １１ ５０５５２ ９ ５９７８３ ８ ６８１９７ ８ ８７．６２
Ｉ ３６５５５ １０ ４２４２６ ９ ４７５９１ ９ ５１９０８ ８ ５８１６１ ９ ６７８１５ ９ ８５．５１
Ｊ ５１１５８ ３ ５１２３９ ５ ４８７７７ ８ ４６８３３ １１ ５６６６１ １０ ６６３９４ １０ ２９．７８
Ｋ ３７５９４ ９ ４１８４７ １０ ４５４２９ １０ ４８５０３ １０ ５３５０１ １１ ５８３９６ １１ ５５．３３
Ｌ ３３７５９ １５ ３６６９０ １５ ３９９９０ １５ ４３５９２ １４ ４６６８３ １６ ５３６８２ １２ ５９．０２
Ｍ ３３８５６ １４ ３８４２５ １３ ４１２８３ １３ ４４７５３ １２ ４８８３６ １２ ５３１６３ １３ ５７．０３
Ｎ ３３９５１ １３ ３７９４４ １４ ４１３３８ １２ ４３７８３ １３ ４６８５４ １４ ５２４７４ １４ ５４．５６
Ｏ ３４９６５ １２ ３８６７９ １２ ４１０６０ １４ ４０４１７ １６ ４６９７９ １３ ５１５０１ １５ ４７．２９
Ｐ ３１６７９ １６ ３５７７１ １６ ３７５５２ １６ ４１９０３ １５ ４６６９９ １５ ４７６０９ １６ ５０．２９
Ｑ ２７８７８ １８ ３０４８２ １８ ３３８５７ １８ ３６８４８ １７ ３９５２２ １８ ４５６７７ １７ ６３．８５
Ｒ ２５２６８ １９ ２８８４９ １９ ３４９４１ １７ ３６７８５ １８ ４０９９０ １７ ４４３１４ １８ ７５．３８
Ｓ ２７８９５ １７ ３１０１０ １７ ３３８５４ １９ ３６５９１ １９ ３８９３２ １９ ４１８０４ １９ ４９．８６
　　注：Ａ代表金融业；Ｂ代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Ｃ代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Ｄ代表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Ｅ代表卫生和社会工作；Ｆ代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Ｇ代表教育；Ｈ代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Ｉ代表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Ｊ代表采矿业；Ｋ代表房地产业；Ｌ代表批发和零售业；Ｍ代表建筑业；Ｎ代表制造业；Ｏ代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Ｐ
代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Ｑ代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Ｒ代表农、林、牧、渔业；Ｓ代表住宿和餐饮业

数据来源：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和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

可知，过去五年里几乎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金融业

一直稳居最高，２０１８年更高达１１６０４７元，是所

有行业平均工资数的１．８４倍；紧随其后的分别

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８３３０１元）与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７９５４３元），且

前者２０１８年增长率达２１．８７％，居行业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五年来河南省行业工资排名垫

底的始终是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与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其２０１８年工资水平

依次为４１８０４元、４４３１４元和４５６７７元，分别

仅为同期所有行业年均工资 ６３１７４元的

６６．２％、７０．２％和７２．３％。从工资增幅看，五

年间全省行业年均工资总体增长６４．９４％，其

中，增幅最大的分别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业（８７．６２％）、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８５．５１％）和金融业（８４．６９％），而增幅最小的

为采矿业（２９．７８％），且受２０１３年国家资源开

采政策收紧影响，该行业工资水平从先前排行

第三一路下滑至２０１８年的第十。

（３）各单位工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各类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见表２。由表２可知，

自“十二五”开局以来，除其他单位外的各类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呈持续平稳增长态

势，但增幅明显有别。尽管七年间，集体单位和

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分别达

１１６．３７％和９５．９０％，均高于国有单位，但国有

单位平均工资水平始终位列第一，且增长数额

最大，七年上涨了３０７９１元，进而导致其与其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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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单位平均工资差额从 １７１４５元扩大到

２９９５５元。此外，一个重要信号是，进入“十三

五”以来，国有单位工资年增速开始反超其他

单位。

（４）各产业工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各产业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变化见图 ３。由图 ３可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第一、二、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均显著提升，分别增长了

１３５．１３％、６６．５４％和１０６．０９％，但产业之间尤

其是第二与第三产业间的工资差距却在拉大。

２０１０年第三产业平均工资为３０２５６元，仅比第

二产业高７２９元，但２０１７年第三产业平均工资

已达６２３５３元，较第二产业的工资差额扩大到

１３１８０元，且前者是后者的１．２７倍。

２．社会保险维度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我国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强

制实施、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缴费的社会

保障制度。因各地市社保缴费基础、比例不尽

相同，本文以经济实力最强、企业最多、社保缴

费基数最高的省会城市———郑州市为例，来揭

示以社会保险费用衡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

变化。

依据我国社保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各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年份
国有单位

绝对数／元 增长率／％
集体单位

绝对数／元 增长率／％
其他单位

绝对数／元 增长率／％
私营单位

绝对数／元 增长率／％
２０１１ ３５８９４ １２．４４ ２４３９７ １７．４７ １８７４９ － ３３７１９ １３．２７
２０１２ ３９９４８ １１．２９ ２８１０３ １５．１９ ２１２５５ １３．３６ ３７１４５ １０．１６
２０１３ ４２８３１ ７．２２ ３３９５４ ２０．８２ ２３９３６ １２．６２ ３６７６５ －１．０２
２０１４ ４７２５８ １０．３４ ３８２８８ １２．７６ ２７４１４ １４．５３ ４０４３５ ９．９８
２０１５ ５０６６２ ７．２ ４２０５８ ９．８５ ３０５４６ １１．４３ ４３６３３ ７．９１
２０１６ ５７３３３ １３．１７ ４６１６８ ９．７７ ３３３１２ ９．０６ ４６４５１ ６．４６
２０１７ ６６６８５ １６．３１ ５２７８８ １４．３４ ３６７３０ １０．２６ ５０６７６ ９．１０

变化幅度 ３０７９１ ８５．７８ ２８３９１ １１６．３７ １７９８１ ９５．９０ １６９５７ ５０．２９

　　注：变化幅度指各类单位２０１７年职工平均工资较２０１１年的变化额和变化率；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各产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
注：由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两个年度相关数据缺失，故图中出现间隔；数据来源于历年《河南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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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００％的规定，以及２０１８年《中国企业社

保白皮书》报告的５６％以上的企业都在以最低

标准为员工缴纳社保的现状，本文以社保缴费

基数下限来核算企业所承担的最低社保费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郑州市企业社会保险“五

险”缴费比例和应缴数额见表３。由表３可知，

２０１１年以来，郑州市企业“五险”应缴比例总和

不断下降，２０１９年降至２６．２％。但与此同时，

社保缴费基数因全市工资水平连年上涨而不断

提高，导致企业每月应缴社保费用不降反增。

直到２０１９年企业社保缴费基数由“郑州市城镇

单位在岗职工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调整为

“上年度河南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加之缴费比例下降，最终使企业社保

应缴数额减少为 ７１９．１９元，较上年度下降

３０．１１％。可见，调整缴费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

起到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继而降低其

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但调整空间有限，是否可持

续亦有待检验。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郑州市企业社会保险

“五险”缴费比例和应缴数额

年份

上年度

在岗职工

年均工资

／元

“五险”缴费

基数下限②

／元

月应缴

“五险”

总比例③

／％

企业月

应缴额

／（元／人）

增长率

／％

２０１１ ３２７７９ １６３８．９５ ３１．５ ５１６．２７ －
２０１２ ３５５４１ １７７７．０５ ３１．５ ５５９．７７ ８．４３
２０１３ ４１４８０ ２０７４．００ ３１．５ ６５３．３１ １６．７１
２０１４ ４４６２２ ２２３１．１０ ３１．５ ７０２．８０ ７．５７
２０１５ ４９２７９ ２４６３．９５ ３１．０ ７６３．８２ ８．６８
２０１６ ５２９８７ ２６４９．３５ ２９．７ ７８６．８６ ３．０２
２０１７ ６１１４９ ３０５７．４５ ２９．７ ９０８．０６ １５．４０
２０１８ ７０４８６ ３５２４．３０ ２９．２ １０２９．１０ １３．３３
２０１９ ５４９００① ２７４５．００ ２６．２ ７１９．１９－３０．１１
　　注：①２０１９年郑州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上年度
河南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前年度均

为“郑州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②
企业“五险”缴费基数下限是按相关规定由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６０％计算得出。③月应缴“五险”总比例是根据每
年市社保局公布的本年度企业各险种应缴比例加总求得

数据来源：根据郑州市社会保障局每年发布的社保缴

费通知中的相关信息整理而成

３．生产率维度下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判断以工资为主体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否

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基础之上［２２］，只有

劳动力成本及其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及其增

速，才可能削弱企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借

鉴既有研究，本文通过计算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除以其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即单位劳动成本

（ＵＬＣ），来进一步揭示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

因缺少包含农村就业人员在内的平均工资数

据，本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占全员

劳动生产率的比重来计算城镇单位的ＵＬ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

资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重变化见表４。由表

４可知，２０１０年以来，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均逐年递增，从而使全省劳动生产

率总体提高７１％。这主要得益于信息、科研等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的带动。

２０１７年河南第三产业全员生产率达９０７４１元／

（人·年），较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１１１％，而同期第

一和第二产业的增幅均相对较小，尤其是第二

产业仅提高了３０％。与此同时，第一、二、三产

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工资均持续增长且增幅较

大，从而导致除第三产业略有下降外，第一、第

二产业的 ＵＬＣ都明显上升，即分别从１．５０和

０．３８增长到２．５１和０．４８，增幅分别为６８％和

２８％，全省总体的ＵＬＣ也随之增长了９％。

　　二、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分析

　　１．影响机理分析

以工资为核心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在一定

因素制约下会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效

率工资理论，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

工资，可以带来员工高效率、高忠诚和企业的高

绩效。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

上升可能直接增加其即期生产费用和成本，削

弱产品价格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可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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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重变化

年份

总体

年均

工资

全员

生产率
比重

第一产业

年均

工资

全员

生产率
比重

第二产业

年均

工资

全员

生产率
比重

第三产业

年均

工资

全员

生产率
比重

２０１０ ２９８１９ ３８６２５ ０．７７ １７４３３ １１６５９ １．５０ ２９５２７ ７７７９７ ０．３８ ３０２５６ ４２９７１ ０．７０
２０１１ ３３６３４ ４４１３０ ０．７６ ２０４９２ １２７１３ １．６１ ３３８０６ ８６３５０ ０．３９ ３３７０２ ４９３０８ ０．６８
２０１２ ３７３３８ ４７５４４ ０．７９ － １３７９５ － － ８９２７４ － － ５３８２４ －
２０１３ ３８３０１ ５０９３２ ０．７５ － １４７４６ － － ８５６９６ － － ６５２２４ －
２０１４ ４２１７９ ５４２７６ ０．７８ ２８８４９ １５２９６ １．８９ ４０３６６ ８９５２５ ０．４５ ４４５１８ ７０９８８ ０．６３
２０１５ ４５４０３ ５６３７６ ０．８１ ３４９４１ １５３３０ ２．２８ ４３０１６ ８９９２６ ０．４８ ４８２５９ ７６８８０ ０．６３
２０１６ ４９５０５ ６０２４２ ０．８２ ３６７８５ １５７２１ ２．３４ ４５３１５ ９４０６６ ０．４８ ５４２７０ ８２６０２ ０．６６
２０１７ ５５４９５ ６６０３７ ０．８４ ４０９９０ １６３０５ ２．５１ ４９１７３ １０１４５８ ０．４８ ６２３５３ ９０７４１ ０．６９
增幅 ８６％ ７１％ ９％ １３５％ ４０％ ６８％ ６７％ ３０％ ２８％ １０６％ １１１％ －２％

　注：①年均工资单位为元；全员生产率单位为元／人·年。②比重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全员生产率，即城镇单位
的ＵＬＣ。③因缺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两年的分产业工资数据，故无法计算相应的比重。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升工人偷懒、怠工、离职的机会成本，激励在岗

工人更加努力工作，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对

企业的忠诚度，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不

断攀升的工资水平可以为企业筛选出高素质的

员工，吸引到更高技能、更高素质的新员工，或

通过购买先进设备，完成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

的替代和技术工人对非技术工人的替代，进而

倒逼企业加快创新，获取新的增长点。对于资

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高工资是一种有力

的市场信号，可帮助企业搜寻匹配到更具生产

效率的技术人才，或激励技术员工不断加强专

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降低企

业的培训、监督等管理费用。因此，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理论上可通过多种路径转化为加快企业

效率提升、技术创新的诱因。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由于理性经济人具有

趋利性，所以工资作为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

可甄别出生产技术、劳动能力不同的劳动者，从

而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行业、产业内部实现劳

动力资源与其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合理匹配。

因此，工资较高的领域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

力的进入和集聚，加速原有低技术劳动力的替

代或流出，从而推动该地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优化。

２．影响效应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

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产值变化和相关性见表

５。由表５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在河南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不断上涨的同时，全员劳

动生产率、地区 ＧＤＰ和人均 ＧＤＰ均呈现逐年
递增态势，且年均工资与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分别高达０．９９８５、０．９９８８和０．９９８７，并均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

此外，结合河南分产业的就业数据可知，第

一、二、三产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近３０
年均明显增长，但第二产业凭借其在全省经济

中的 主 导 地 位 （２０１８年 占 地 区 ＧＤＰ的
４７．４％），其平均工资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两个
产业。与此同时，除第一产业外，第二、三产业

的就业份额亦均持续上升。但随着近年来第三

产业工资增速提高，其与第二产业工资差距大

幅缩小，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在２０１６年首
超第二产业，成为河南省吸纳劳动力数量最多

的产业。由此推断，工资水平提升在某种程度

上有利于扩大就业。

　　三、积极应对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

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劳动力成本总体上攀

·２６·



焦晓钰：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影响与对策

表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产值变化和相关性

年份
平均工资

／元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年））

地区ＧＤＰ
／亿元

人均ＧＤＰ
／元

１９７９ ６４４ ６６９ １９０．０９ ２６６．７
１９８０ ７３０ ７９０ ２２９．１６ ３１６．７
１９８１ ７４２ ８３７ ２４９．６９ ３４０．１
１９８２ ７５４ ８５１ ２６３．３０ ３５３．０
１９８３ ７６７ １０１９ ３２７．９５ ４３２．９
１９８４ ８６６ １１１５ ３７０．０４ ４８１．６
１９８５ １０１５ １３１６ ４５１．７４ ５７９．７
１９８６ １１５９ １４１３ ５０２．９１ ６３５．３
１９８７ １２５８ １６５２ ６０９．６０ ７５５．８
１９８８ １４７０ １９４６ ７４９．０９ ９０９．９
１９８９ １６２８ ２１６５ ８５０．７１ １０１２．３
１９９０ １８２５ ２３２８ ９３４．６５ １０９０．６
１９９１ １９６４ ２５１９ １０４５．７３ １２０１．２
１９９２ ２２６９ ２９９４ １２７９．７５ １４５２．３
１９９３ ２６４６ ３８０３ １６６０．１８ １８６４．６
１９９４ ３５４５ ５０１１ ２２１６．８３ ２４６６．８
１９９５ ４３４４ ６６７３ ２９８８．３７ ３２９７．１
１９９６ ４９２４ ７９４７ ３６３４．６９ ３９７８．４
１９９７ ５２２５ ８５４５ ４０４１．０９ ４３８８．９
１９９８ ５６４１ ８７７４ ４３０８．２４ ４６４３．０
１９９９ ６１３６ ８８５４ ４５１７．９４ ４８３１．５
２０００ ６８７７ ９３７７ ５０５２．９９ ５４４９．７
２００１ ７８６８ ９９８０ ５５３３．０１ ５９５９．１
２００２ ９７１４ １０９３５ ６０３５．４８ ６４８７．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６３９ １２４２２ ６８６７．７０ ７３７５．９
２００４ １１９７０ １５４２７ ８５７９．４２ ９２２８．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１１９ １８８８４ １０６２１．５６ １１３８３．０
２００６ １６７９１ ２１８１３ １２４１２．８６ １３２２５．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６３９ ２６２１８ １５０６４．７３ １６０６７．０
２００８ ２４４３８ ３１１３１ １８０６８．４７ １９２３３．０
２００９ ２６９０６ ３３１７７ １９５４７．６ ２０６６８．０
２０１０ ２９８１９ ３８６２５ ２３１５７．６４ ２４５１６．０
２０１１ ３３６３４ ４４１３０ ２７００７．４６ ２８７４２．０
２０１２ ３７３３８ ４７５４４ ２９６８１．７９ ３１５８６．０
２０１３ ３８３０１ ５０９３２ ３２２７８．０４ ３４３０４．０
２０１４ ４２１７９ ５４２７６ ３５０２６．９９ ３７１６６．０
２０１５ ４５４０３ ５６３７６ ３７０８４．２０ ３９２０９．０
２０１６ ４９５０５ ６０２４２ ４０２４９．２３ ４２３４１．０
２０１７ ５５４９５ ６６０３７ ４４５５２．８３ ４６６７４．０

工资与各

变量之间

的相关

系数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８８０．９９８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代表１％ 的显著性水平

升，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劳动力成本

变化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进程中，除延续部分产

业、行业、企业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外，应

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将竞争优势转移到依赖

技术和知识创新带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降低

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来。

其一，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产

业布局和要素投入结构，形成科技进步、劳动者

素质提升与利润、工资同步增长的协同效应。

应依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本地交通、物流、人

力资源等优势，承接沿海地区先进产业与技术

转移；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推动采掘、建筑等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升级；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通过差异化扶持政策，培育以金融业、科技服务

业、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

兴产业；通过产业布局的优化推动要素投入结

构调整，吸引高质量人才，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

率和劳动者工资水平。

其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公

有制经济的调节作用，平衡上下游产业链中不

同性质企业间的利润水平，缩小不合理的劳动

力成本差距。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所有制经济

的调节作用，控制上游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

过度压榨下游私营企业的成本空间；另一方面，

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效

降低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防止国

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的利润进一步拉大，从而

为缩小企业间不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创造

条件。

其三，优化人才政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和

人才服务平台，形成基于人力资本优势而非压

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新模式。知识经济时代不

仅要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更应深度挖掘本

土人力资源潜力。应通过健全职业教育和在职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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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体系，创新企业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实现

自我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等举措，促进企业

内部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与人力资本集聚，以增

强企业人才创新力和竞争力。

其四，鼓励企业开展实质性工资集体协商，

使劳动者共享企业发展红利，激发其创造活力，

以增强企业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应通过加强

政府指导与监督，促进企业层级工资集体协商

提质增效，实现劳动者收入与企业盈利增速同

步，以高工资激励劳动者加强经验、技术的人力

资本投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强化企业的相对

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劳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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