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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提高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吗？


———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我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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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１６０多万家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
的工资水平，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出口企业的工资比非出口企业大约高

７．１％；出口企业未出口前与其他持续非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别，甚至低于非出口企业。因此，
出口贸易的确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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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

巨大成绩，２００９年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

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已经得到了大量经

验研究的证实，而这种促进效应是否能够落实到微观

层面的福利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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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理论就出口贸易对工资影响的研究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类作用机制：一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

价格效应，主要有ＨＯ理论和ＳＳ理论。ＨＯ理论认
为要素的国际流动不影响小国要素的相对价格，但会

提高大国富裕要素的价格，降低稀缺要素价格；ＳＳ理
论认为国际贸易导致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

产要素报酬提高，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

素报酬下降。二是Ｙｅａｐｌｅ（２００５）所强调的异质企业
异质劳动者理论。出口企业雇佣了人力资本水平较

高的劳动者，出口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是其劳动者人

力资本较高的必然结果。三是出口学习效应。企业

进入国际市场后，能够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高生产率，并对非出口企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

提高国内整体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四是工资的

租金分享谈判决定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过

劳资双方谈判后，出口企业创造的租金将在劳动者和

雇主之间分配。

依据上述理论，一些学者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

层面就出口对工资的影响问题展开研究。从宏观层

面研究的文献主要有：Ｍ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５）对智利的研究表
明，开展出口贸易，有利于提高一国的工资水平。

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９９５）针对墨西哥、Ｉｓｇｕｔ（２００１）针对哥伦比
亚、Ｖａｎ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２００５）针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
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从微观层面研究的

文献主要有：Ｂｅｒｎａｒｄ等（１９９５）使用１９７６—１９８７年美
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表明，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

工资约高９％，他们把这种出口企业较非出口企业工
资高的现象称为“工资溢价”。其后众多学者遵循

Ｂｅｒｎａｒｄ等（１９９５）的研究思路，对其他国家的数据进
行研究，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工资溢价”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Ａｗ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Ｈａｎｓ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Ｈａｈｎ，２００４；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值得注意的是，Ｓｃｈａｎｋ等（２００４）使用德国数
据，Ｈｅｙｍａｎ等（２００４）使用瑞典数据，Ｂｒｅａｕ等（２００６）
使用美国数据的研究却表明，出口和工资之间存在负

相关关系。

近年来，出口对工资水平的影响问题也受到了国

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翁杰（２００８）利用浙
江省２００４年经济普查数据，在工资租金分享谈判决
定框架下，研究国际贸易和工资水平的关系，得出了

出口贸易可以提升工资水平的结论；艾洪山等（２０１０）
以ＳＳ定理为理论基础，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间中国
１２１８０家企业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对企业工资水平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铂（２０１０）通过对１９９２—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于洪霞（２０１０）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对出口与工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发现出口与工资

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且出口通过影响生产

率进而影响工资水平。包群等（２０１０）利用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与工资
增长的关系，发现中国以“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

增长”为特征的出口扩张模式抑制了工资增长。包群

等（２０１１）基于倍差法的研究思路，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企业出口后对其员工收

入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在微观层面企业出口对劳动

力报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邵敏等（２０１１）采用基
于倍差法的匹配估计方法，利用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持续经营的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中国出口企业转型对

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作用，发现只要不退出出口市场，

外销型企业转型行为基本不会显著影响其工资增长，

而外销型企业转型为完全内销型企业则会抑制其工

资增长。此外，邵敏等（２０１０）的研究发现出口扩大了
中国的工资不平等现象，Ｘｕ等（２００７）的研究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论。

可见虽然已经有众多文献就出口贸易对工资的

影响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探讨，但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本文将使用企业层面的大样本微观面板数据进

行研究，以期能更准确地估算出我国出口贸易对企业

工资水平的影响。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

于：一是使用最细化的企业层面数据作为估算样本，

样本涵盖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１６０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
并且为了增强估计结论的有效性，本文对估计结果进

行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二是采用 Ｌｅｖｉｓｏｈｎ
等（２００３）发展出来的半参数方法测算生产率（生产
率是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以克服企业生产率

估计普遍存在的同时性偏差（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ｂｉａｓ）和选
择性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同时，考虑到中国各行业
间的生产率水平相差较大，我们还分行业估算了生

产率。

二、数据与模型

１．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数据库》（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为了尽量不损失样本量，我们不考虑企业
的进入和退出情况，因而在数据结构上是非平衡

面板数据。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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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们借鉴谢千里等（２００８）的部分筛选方法对
样本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去除了任意年份中出口

交货值或工资存在缺失值或小于０的企业；其次，
删除了固定资产总额１０万元以下、雇佣人数８人
以下、工业生产总值 ５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再次，

剔除了出口较少的资源型行业和垄断型行业；最

后得到按照二分位代码划分的 ３０个行业①，共
１６２３２２６家企业。巨大的样本容量增加了估计结
果的可靠性，表 １列示了我们筛选前后样本数量
的变化。

表１　数据筛选前后样本数量变化

年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原始样本数量 １６２０３３ １６２８８５ １７１２５６ １８１５５７ １９６２２２

筛选后样本数量 １１６６８３ １１９１６０ １３１３７１ １３９９９８ １５５８５１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总计

原始样本数量 ２７９０９２ ２７１８３５ ３０１９６１ ３３６７６８ ２０６３６０９

筛选后样本数量 ２１８３３１ ２１９８５１ ２４５３３７ ２７６６４４ １６２３２２６

２．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首先关注出口企业和非出

口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表 ２报告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９年间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人均工资的比值
在１０％、２５％、５０％、７５％和 ９０％分位数处取值情
况，可以发现在任意年度的任意分位数处，出口企

业的工资水平都高于非出口企业。但这并不能得

到出口企业支付较高工资水平的结论，因为企业工

资水平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且出口企业和非出

口企业在很多特征上都存在差异，只有控制了其他

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因素后，才能得出结论。

表３进一步报告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其
他基本特征上的差异。其中企业规模用劳动者人

数表示；生产效率用 Ｌｅｖｉｓｏｈｎ等（２００３）发展而来的
半参数方法（简称ＬＰ方法）测算获得②，考虑到生产
率水平在各行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我们采用 ＬＰ
方法分行业测算了企业生产效率。表中数据均为

出口／非出口企业比值。
根据表３的统计结果我们有两个基本发现：

（１）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在所有年份都高于非出
口企业，这说明企业出口与工资水平之间可能存

在正向关系；同时在所有年份，出口企业的规模和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优于非出口企业。（２）出口
企业的部分优势逐渐丧失。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出

口企业的人均资产高于非出口企业，２００３年之后
这一优势出现逆转；出口企业人均利润方面的优

势也在２００６年之后出现逆转。导致这一现象的
原因很可能是伴随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单纯内

销的企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而国外经济的

低增长与剧烈波动，致使出口企业在利润和资产

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

表２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人均工资比值的分位数描述

年份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１９９９ １．３９４２ １．２２９２ １．１５９８ １．１２９２ １．１１４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８４７ １．２２００ １．１６０９ １．１０９９ １．１０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３４８６ １．１９７４ １．１３１５ １．０８６１ １．０８２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９２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０９４ １．０７８６ １．０７５０

２００３ １．２６５１ １．１６２９ １．０９５１ １．０８０１ １．０６８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３４ １．１０８５ １．０６２２ １．０７３８ １．０６８７

２００５ １．０８７１ １．０６９２ １．０４６５ １．０５９８ １．０５４７

２００６ １．１０１６ １．０７４３ １．０５８８ １．０５９４ １．０５９３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２７ １．０９８４ １．０６５２ １．０６６５ １．０６３３

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人均工资比值＝出口企业的
人均工资／非出口企业的人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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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代码及名称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具体模型估计及结果解释见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等（２００３）。



表３　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基本特征比较

出口企业／非出口企业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人均工资差异 １．３２８６ １．３０７６ １．１７３２ １．２６５１ １．２４９１ １．２０２０ １．１５９７ １．１８９０ １．２２１６

人均利润差异 １．０３４０ １．２２４３ １．１２６５ １．２５４２ １．１１２７ １．０００１ １．００２０ ０．９６５４ ０．７６７９

企业规模差异 ２．４４７０ ２．５２８６ ２．４１４１ ２．３６６２ ２．４５５２ ２．５４５３ ２．５７０５ ２．７６８１ ２．９３２９

生产效率差异 １．０９５８ １．０９５６ １．０７９０ １．０７２６ １．０５５２ １．０４２４ １．０４６３ １．０４２９ １．０１４４

人均资产差异 １．１４２１ １．０７２８ １．０４９９ １．０００３ ０．９５６３ ０．９７５７ ０．８９８９ ０．９０８４ ０．９２１９

３．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变量的选取主要根据现有理论及实证研究来

进行。现有研究表明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因素主

要有出口、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企业利润、

企业存续期间、企业规模、企业隶属关系等，本文对

这些变量进行了控制，对这些变量的描述参加表４。
另外，为了消除宏观经济波动对工资水平可能产生

的影响，我们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予以控制。

表４　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描述

人均工资 ｐｅｒｗａｇｅ 工资总额／劳动者数量

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ｄｕｍ 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０则其值取１，否则取０

企业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企业利润总额的自然对数值

资本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产总额／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存续期间 ａｇｅ （统计年份－企业成立年份＋１）的自然对数值

隶属关系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企业隶属中央则其值取１，否则取０

生产效率 ｔｆｐ 运用ＬＰ方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企业劳动者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企业规模的平方 ｓｃａｌｅ２ 企业规模的平方项

　　根据现有文献的通行做法（包群 等，２０１０；于洪
霞，２０１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ｐｅｒｗａｇｅｉｔ＝Ｃ＋αｅｘｄｕｍｉ（ｔ－１）＋
ｊ＝１
βｊＣＶｉ（ｔ－１）＋

ｙｅａｒ＋νｉ＋εｉｔ
其中，ｐｅｒｗａｇｅ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ｅｘｄｕｍ是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向量 ＣＶ是影响企业工资水
平的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表４中除人均工资
变量和出口虚拟变量以外的其他所有变量；ｖ是未
观 测 到 的 企 业 特 定 效 应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ｉ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为了避免解释变
量、控制变量与随机干扰项之间存在“共时性”，我

们借鉴包群等（２０１０）的处理方法，对出口决策变量
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项。

三、实证检验

１．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企业工资水平，

本文进行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

选取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由 Ｈａｎｕｓｍａｎ检验确
定，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从表５的估计结果来看，
Ｈａｎｕｓｍａｎ检验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所以我们选择固
定效应并就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５的估计结果来看，出口虚拟变量和人均
工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出口企

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出口企业。考虑到在规模不

同的企业中，出口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可能不同，我

们控制了出口虚拟变量和企业规模的交叉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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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出口虚拟变量和企业规模交叉项与人均工资

之间也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说明规模越大，出口对

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另外，从表３可以看出，
出口较非出口企业工资水平高７．１％左右，这低于
Ｂｅｒｎａｒｄ等（１９９５）９％的结论，但高于于洪霞（２０１０）

１％～６％的结论。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到出口企业
比非出口企业工资高的结论，但我们还不能判断出

口贸易是否提高了企业工资水平，因为可能是工资

水平改善了出口，而不是出口改善了工资水平。下

面我们针对这一情况进行检验。

表５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ｅｘｄｕｍｉ（ｔ－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１８７）

ｔｆｐｉ（ｔ－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０１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００６）

ｓｃａｌｅｉ（ｔ－１）
０．０５８２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０４３）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１）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０４）

ａｇｅｉｔ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１５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８７

（０．１３１０）
０．３０５２

（０．０１６６）
０．３１５８４

（０．０１７０）

ｓｃａｌｅ２ｉ（ｔ－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４）

ｅｘｄｕｍｉ（ｔ－１）×ｓｃａｌｅｉ（ｔ－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５）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９３０６７９ ７８１３１３ ９３０６７９ ７８１３１３

Ｒ２ ０．２１５０ ０．２３０３ ０．４７２５ ０．４８１１

Ｈａｎ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２．内生性检验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确定出口与工资水平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工

资水平改善了出口，而不是出口改善了工资水平。

例如，本来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选择了出口，而不

是出口促进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为了检验出口与

工资水平的内生关系是否存在，本文进行如下检

验：未来的出口企业在成为出口企业前与其他非出

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不存

在，说明出口确实能够改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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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出口影响了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不

影响出口，那么当期的非出口企业无论未来出口还

是仍然不出口，工资水平都应当是没有显著差异

的。本文使用２００５年非出口企业样本，并进一步删
除２００６年有出口的企业样本，并通过设置虚拟变量
ｅｘｄｕｍ２００７，控制２００７年企业是否存在出口行为，检
验未来的出口企业在成为出口企业前与持续非出

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由于内生

性检验仅使用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数据，时间跨度小，
我们未对虚拟变量ｅｘｄｕｍ２００７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取

滞后一期项。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如表６所示。从表６的估计
结果可以看出，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ｄｕｍ２００７的估计系数
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可见未来出口企业在

成为出口企业前，其工资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要么无差异，要么更低；而前面结果显示，出口企业

的工资水平较高。可见企业是否出口的选择使得

工资水平发生变化，出口贸易确实提高了企业工资

水平。

表６　内生性检验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ｅｘｄｕｍ２００７ｉ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５２）

－０．１３３３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１２４）

－０．１１０２

（０．０１２０）

ｔｆｐｉｔ
０．０８９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００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００６）

ｓｃａｌｅｉｔ
－０．１７０６

（０．０１２８）
－０．１６６６

（０．０１２９）
－０．１４０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４０６

（０．００４６）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４）

ａｇｅｉｔ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０１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８）
０．２８４９

（０．０１８８）
０．２８５９

（０．００８８）

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４８）

ｅｘｄｕｍ２００７ｉ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７７９

（０．００２２）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１９０９８ ５１９０９８ ５１９０９８ ５１９０９８

Ｒ２ ０．２０１３ ０．２０１４ ０．３４３８ ０．３４６４

Ｈａｎ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我们使用出口强度

变量 ｅｘｒａｔｉｏ替换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ｄｕｍ，对计量模型

进行再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表７的估计结
果显示，出口密度与人均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性，说明上文得出的出口企业有较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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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结论是稳健的，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 论的可靠性。

表７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ｅｘｒａｔｉｏｉ（ｔ－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２０５２

（０．０２１９）

ｔｆｐｉ（ｔ－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００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３０

（０．０００６）

ｓｃａｌｅｉ（ｔ－１）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０４２）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１）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４）

ａｇｅｉｔ
－０．０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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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４）

ｅｘｒａｔｉｏｉ（ｔ－１）×ｓｃａｌｅｉ（ｔ－１）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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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９３０６７９ ７８１３１３ ９３０６７９ ７８１３１３

Ｒ２ ０．２１５０ ０．２３０３ ０．４７１９ ０．４８０７

Ｈａｎ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四、结论

本文使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
数据，检验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水平。

分析表明，出口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出口企业较非出口企业有更高的工资水平。

为了避免出口和工资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未来的出口企业在成为出口企

业前与其他持续非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之间是否

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未来的出口企业在成为出口企

业前，其工资水平与持续非出口的企业无差异或者

比持续非出口的工资水平更低，这说明出口贸易确

实提高了工资水平。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使用出口强度作为衡量企业出口行为的指标

对计量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得到了与前面一致的结

论，说明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本文得出的“出口贸易提

高了企业工资水平”的结论，我们应该予以客观评

价：一方面出口企业支付的工资报酬较高，鼓励企

业出口，可以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另一方面鼓励

企业出口，可能会加大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工

资差距，加剧工资不平等状况。因此，在发展外贸

出口，改善劳动者收入的同时，要谨防由此可能带

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负面效应。

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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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１）数据样本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使用的是
年销售收入超过５００万的大中型企业数据，虽然已
经覆盖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小企业数据的缺

失必然会造成估计样本的选择性偏差。而根据有

关文献，出口对中小企业工资水平的改善作用更

大。因此，扩充小企业数据，将使研究结论更具说

服力。（２）在探讨出口对工资水平影响时，缺少劳
动者个人的年龄、技能水平、小时工资等个人特征

数据和某些年份的企业工会、职工教育费等数据，

无法控制其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使用更丰富的数

据，将会对本文的结论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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