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化与国家规制
 

———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

刘 精 明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 、 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 , 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

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 , 职业阶层间收入差

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 。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 , 不仅阶层

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 , 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

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 , 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

市场时间的推后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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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的缘起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因素的引入与成长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 。学者

们沿用卡尔 波拉尼提出的关于经济的三种主要形态——— “互惠经济” 、 “再分配经济” 、 “市场

经济” 的划分 , 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市场改革过程抽象为一幅从 “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的图景。这一转型过程将导致何种社会分层后果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市场转型”问题的争论

(Market Transi tion Debate , 以下简称 MTD)。对此 , 国内学者已作过较多系统介绍① 。倪志伟

是 MTD始作俑者 , 他以 1980年代中期中国福建农村调查样本为分析依据 ,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市场过渡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理论假设。但是 , 其核心命题遭致了不断的质疑和检验 。他认

为 , 在市场过渡时期 , 直接生产者的市场能力将逐渐取代再分配权力而成为市场化过程的主要

获益机制 , 因而再分配权力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将会下降 , 直接生产者将成为主要的获益者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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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 后来的论争产生了一系列竞争性假设 , 不同的理论取向也引致了大相径庭的实证研究结

论。争论的继续促使倪志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 , 而许多学者则已经注意到 , 更重要的是要

从具体的社会过程来分析社会分层机制变迁 , 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分析框架或范式①。

“再分配—市场” 框架的问题 , 也许主要在于它被 “借” 来之初便离弃了波拉尼最为关注的

社会变迁的整体性思想 , 简单地以 “经济” 转型的逻辑替代了社会变迁的逻辑 , 因而其分析思

路过分地偏重于对立的制度模式特征之转换 , 却忽略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主体 、 制度主体之

关系的变化。同时 , 由于它所带有的目的论色彩② , 更使得这一框架中的争论常常拘泥于 “再分

配权力” 问题的讨论 , 却基本上忽略了市场化本身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市场领域内部不平

等的增长与市场部门 “直接生产者” 相对境遇的急骤下降 。

就这场争论的内容来说 , MTD也多少忽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首先 , “再分配权力” 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思 , 其一 , 原有再分配体制曾经授予过

的权力 , 其二 , 市场改革时期的政府部门 、 国有 /集体经济部门中的权力 。对此 , 争论双方并未

明确加以区分。因而当倪志伟提出市场过渡导致 “再分配权力下降 、 直接生产者收益提高” 的

命题时 , 他不经意地将争论双方置于一个难以排解的理论 “悖论” 中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 ,

国有 、集体企业等原 “再分配” 部门已然程度不一地跻身于市场经济领域之中 , 各类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部门 ,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原则的影响 , 权力的形态处在 “再分配 —市场”

的连续体之间③。这样 , 将改革过程中的国有 /集体企业当作 “再分配经济部门” 还是 “市场经

济部门” , 已经越来越难以判断。时点数据既难以明确地测量和分辨出 “再分配权力” , 也很难

直接检验原有再分配体制曾经授予过的 “再分配权力” 效应 。事实上 , 双方在争论中呈现出来

的 “再分配权力” 之经验事实 ,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市场权力相结合的混合物 。

第二 , 倪志伟将贝克尔 、 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 ,

同样将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 “再分配—市场” 的类型化处理。他的 “市场过渡导致人力

资本回报提高” 的研究假设 , 是以统一 、 均衡和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参照的 , 但他似乎并

没有考虑到 , 快速的现代化过程 、 变数较多的社会改革进程 , 可能存在多种改变中国劳动力市

场性质 、 结构的力量 , 如制度性因素 , 行政干预 、 以及几近无限供给的农村 “剩余” 劳动力 ,

等等 。这些因素事实上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回报模式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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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关于“政治资本回报”命题 ,似乎有更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分层机

制一致的是 ,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以职业位置为基础来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的 ,在过去的再分配

体制中以及在今天的市场中 ,人们更主要地通过“职业”而不是“党员身份”去领取薪水和报酬 。人

们的工资级别 、各种实物或货币形式的福利 、收益 ,并不是按照是否“党员身份”来确定 ,而是他们

的工作岗位 、职位或职务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表明 ,职位的获得与“党员身份”相联系 ,但是大多数

关于政治资本回报问题的研究 ,对两者的效应却并未作区分(特别是许多研究模型根本未考虑职

业效应),因而使本应由“职业阶层”变量解释的方差 ,全部或部分地“赏”给了“党员身份”这个变量 。

其实 , 更主要的是争论双方忽略了与政治资本关联更为紧密的政治生活变化过程 。1976年

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 首先是一种由政治化社会向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转变 。改革初期 , 市场

化导向并不明确 , 其主要强调的只是改进和提高计划经济效率 , 并未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提出

市场化改革 、更替的要求①。但是 , 粉碎 “四人帮” 后 , 以政治身份和政治忠诚为轴心的社会生

活原则 , 却已随强调经济效益的社会导向而转变 , 社会分层原则也由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②。

这意味着政治资本对资源分配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作用 , 在市场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出现转变 。

政治资本回报效应的变化并不必然与市场化过程相联系 。这是其一。其二 , 即便 “政治资本”

效应的变化与市场化过程存在一定关联 , 也需考虑到市场化改革正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进行的 。

国家为加强市场转型时期的政权建设而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 强调 “党政分开 、 政企分开” 的

改革导向 , 会更为直接地作用于 “政治资本” 效应。因此有理由认为 , “政治资本” 的作用更多

地遵循整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活变迁的轨迹 , 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市场化过程。

二 、 市场化过程中的国家规制

再分配权力 、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变迁时期的种种变化 , 并不仅仅由市场逻辑所

决定 , 而改革以来现实的社会分化过程及其后果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尽管 “市场化” 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 但它不

是孤立的和 “无所不能” 的社会变迁力量 , 市场经济对社会过程 、 社会阶层结构和分层机制的

影响 , 还较大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政治过程 、 社会阶层力量之间的关系模式 , 以及国家力

量的作用 。国家在主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社会生活 、 社会分层机制所产生的规制性影响 , 往

往超出市场本身的作用范围。

首先 , 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对整体社会变迁 、 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 , 不是可以简单地用

从 “再分配” 到 “市场” 的抽象模式来描绘的。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

政治经济过程 , 其重要目标是通过 “市场经济” 模式改造原有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

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 而不是让市场自发地改变国家 。

国家主导意味着市场改革进程掌控在国家手中 , 重大社会经济改革计划都是根据国家利益而审

时度势后作出长远规划的 , 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 、 市场无法取代的国家利益原则。因而市场

经济对个体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 交织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力量 。针对市场经济秩序

的政策法规 、整顿措施 , 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制度形式 , 都较大程度地规制着社会阶层间的关

系模式 、 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方式 。市场经济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 , 但市场经济 、 市场化进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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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 社会利益关系模式的影响 , 逻辑上处于国家监控和规制之中。

其次 , 市场原则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保护 , 更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 , 因此市场化过程

可能会带来许多重要的社会不平等结果 ———这正是需要国家规制发生作用的地方。

卡尔 波拉尼曾说过 , 世界上没有一条 “通往市场的市场之路” , 为 “免遭自我调节市场内

在具有的灭顶之灾” ① , 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 , 总是伴随着建立保护性社会制度的种种相反运动 。

欧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 , 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最终导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乱 , “蛋糕” 做大

了也只会坏掉。如果没有社会共同体的自我保护 , 市场的逻辑将把我们所有的人和社会关系都

变成商品②。与大多数市场国家的初期一样 , 目前市场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是显著上升的 , 因而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注意到由政府承担起降低社会不平等 、 保护弱势阶层利益 、表

达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要求的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 , “国家规制” 就意味着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目

标追求:保证社会的整体运行维持在稳定和秩序的基础上;防止社会断裂或在已出现的社会断

裂处寻找新的社会融合机制。

那么国家主导的市场化过程是怎样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的变迁呢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 ,

市场在中国被选择 , 首先是因为它能有效地解决当时经济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激励 、 低效率等瓶

颈问题。但市场并没有规定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如何分享。成果分享模式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 ,

是市场经济过程不能独立地自我实现的一种社会分配模式 , 它的形成总是交织着国家 、 社会阶

层和市场交易等三种主要力量的作用。其中 , 社会阶层对社会分配模式的影响作用表现为社会

内部的权力运作关系 , 同时也包括市场中的交易权力行为③。这意味着 , 权力不会因为被标识为

“再分配”或“市场”就轻易动摇自己在资源 、 机会 、 生活境遇方面的基本诉求。国家在规制市场

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 , 则可以利用意识形态导向 、 行政机制 、 政策制定以及既有社会制度之惯

性力量 , 对上述权力关系施加约束和影响。因此 , 对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 ,

就需要深入探讨改革进程中的国家 、市场和社会阶层三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具体方式 ,需

要结合具体的改革事件来分析 。根据上述思路 ,本文将侧重对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假设一:收入的阶层不平等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扩大 , 而国家规制对劳动力市场上

的工资收益不平等则有较大的约束作用 。

1. 1 随着国际 、 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对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日益严格 , 新

兴市场经济部门在产业提升 、 企业规模扩大 、 经营管理日益成熟的同时 , 管理和技术在私有部

门 (含外资等) 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 , 因而管理和技术位置的回报将得到迅速提升 。

1. 2 在私有经济部门 , 由于劳动力工资水平更多地受市场价格影响 , 因而随着劳动力市场

的形成与发展 、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动 , 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以提供过量

供给 , 该部门中体力劳动者 (即倪所说的 “直接生产者”) 的相对工资收益会比市场化初期有较

大程度的下降 ,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将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的最边缘 。

1. 3 工资收入受国家监控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中 (包括国有 、 集体经济 , 公共部门

和政府部门), 由于受到国家保护性规制力量的作用 (主要针对体力劳动者), 其内部职业阶层

间收入差距较小 , 且变动缓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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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 , 劳动力工资主要随劳动力市场状况而发生波动 。1990 年代

以前 , 中国城镇社会的招工 、 用人还主要掌控在以计划模式为主的单位组织中 , 劳动力自由流

动受到单位 、户籍等制度的严格限制 , 私有部门劳动用工并不充分 。但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前后 , 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 ( “民工潮”), 不仅打破了原来国有 /

集体部门垄断城镇劳动力资源的格局 , 更重要的是 , 它也为私有部门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的 、

供过于求的低成本劳动力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 连续不断的国有 、 集体企业改革 , 特别是以

1994年前后开始的 、 以优化组合与企业改制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 , 基本上瓦解了国有部门对

劳动力资源的垄断。从 1998—2003 年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 23. 8万户减少到 15万户 ,

减少了 40%, 6年累积下岗职工 3090万①。这些变化表明 , 劳动力市场条件的转变不断地向有

利于雇主的方向发展 , 体力劳动者在新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境遇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雇主手中 , 而

市场化过程中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社会与法律制度又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缺位 、 或远未达到其应

有的效力 , 因而该部门体力劳动者相对收益的下降 、 市场境遇的边缘化就是必然的事情 。

然而 , 在国家规制的劳动力市场上 , 情形有所不同 。当体制外平均收入水平出现较大幅度

增长的时候 ,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的工资 , 以求整体劳动力市场中的收

入均衡。受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约束的工资体系 , 使得工资差异容易受到调控 , 且弹性变

化较为固定。另一方面 , 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作为以往国家规制的延续 , 仍然会因为 “只

升不降” 、 “只作加法不作减法” 或者说 “老人老办法 、 新人新办法” 的工资调整策略 , 对体制

内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益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假设二:虽然市场竞争是推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的基本归因 , 但在回报

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上 , 不同部门体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国家规制作用强烈的劳动力市场部门

中 , 人力资本回报更多地依赖于政策调整 , 体现出更明显的政策效应。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回报② , 行政机制也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回报

的上升③ , 但其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从具体的问题来考察。

作者认为 , 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行政机制作用的发挥 , 首先有赖于 “规划机会” 的出现 。

政府在主导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 , 其自身所规制的人力资本也被置于市场环境中 , 逐渐受到越

来越深入的市场竞争的影响。根据外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竞争信息 、并采用行政方式塑造

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回报模式的 “行政机制” , 首先集中体现在一些国有 、 集体企业的改

制改革中 。买断工龄 、宣告企业破产或兼并等企业改革方式 , 使一些年龄较大 、 职业技能相对

较低的劳动力 , 被整批整批地从正式劳动力市场中转移出去 , 整体上改变了企业组织内部劳动

力结构 , 并由此使改制后企业得到了一个建立新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机会 。正是由于在企业或其

他组织部门中出现了这种新的 “规划机会” , 才使得这些部门或单位有可能重新规划人力资本回

报的新模式。而这些新的 “规划机会” 出现的时机 , 正是由国家推动的市场改革计划所安排 。

面对外部劳动力市场压力 , 为稳定和招募优秀人才 , 国家规制的劳动力部门也会主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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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4 年。

捷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 教育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联程度就一直较强 (见 W. Ve rhoeven , W.

Jansen , J. Dessens , Income A ttainment During T ransfo rma tion P rocesse s:A Meta-Analy sis of the

Market T ransitio n Theo ry. Eure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 l. 21 (3) (2005), pp. 201—226)。

Xueguang Zhou , Economic T ransforma 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 rban China:Ev 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 l of Sociology , vo l. 105 , no. 4 (Jan. 2000). (并参见边燕杰 、 张展新 《市场化

与收入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 第 104 页)



外部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回报模式 、 市场信号来调整内部成员工资分配方式。但只有当外部

信息刺激积累到一定程度 、内部改革条件开始成熟时 , 才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方式。

事实上 , 当城镇社会低端劳动力市场连续受到 “民工潮” 和 “下岗 、 失业” 的冲击而逐渐

走向统一的时候 , 高端劳动力市场也同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政府部门的改革和人力资源

市场的建立。首先 , 人才市场的逐步发展为政府部门人力资源改革提供了重要刺激。人才市场

的广泛建立 , 使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开始出现有序化 , 人才价格也相对明朗 , 为国家规制

下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相对明晰的信息刺激。而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改革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

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幅度的机构改革 , 并推行了一系列与之

相配套的干部 、 人事制度的变革措施。这其中尤以 1998—2002年连续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更为

迅猛 , 经历时间也最长 , 影响也最为深远。截至 2002年 6月 , 全国自中央至乡 、 镇各级党政机

关 , 共精简行政编制 115万名 。通过行政 “一刀切” 精减冗员 、配置新的工资标准的办法 , 政

府部门的人力资本收益与外部市场迅速达致均衡 。

假设三:国家规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的劳动力市场干预中 , 而且也会以一种观念或意

识形态导向的方式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 , 从而改变劳动力市场对某些特殊因素 ———如政治资本

———的评价方式 。

作者认为 , MTD之所以对政治资本回报问题产生如此大的争议 , 主要是因为争论双方都未

意识到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之间可能具有的内在区别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以及 1978年中央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以后 , 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气氛发生了重大转变 ,

用李强教授的话来说 , 是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的转变。在以政治分层为主导原则的时代 , 较好

的职业位置以及职业生涯路径的分配 , 与其政治身份 、 阶级出身和政治观念直接相关;而改革

开放后 , 单位招工用人 、 晋升职位的评价标准或评价重心开始逐渐位移 , 这意味着这一时点以

后进入 “劳动力大军” 的人群中 , 其政治资本回报效应会随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先后顺

序而渐次降变 , 并随政治氛围的变化而波动 。

其中的具体机制可能是:

(1) 离开政治化社会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 , 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开始引导着社会经济组织

和其他各类用人单位逐渐改变原来以政治 (如政治身份 、 家庭出身等) 为取向的用人标准 , 在

招募新员工时开始更多地注重教育等非政治性的评价 , 因而新生劳动力中的政治资本对其获得

第一个职业位置时的相对重要性开始逐渐下降;

(2) 离开政治化社会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 , 社会经济组织内部的职位晋升开始逐渐淡化

政治化色彩 , 强化教育与知识等非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 , 因而使政治资本在个人的职业晋升过

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开始逐渐下降;

(3) 由于初职对个人职业生涯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 因而初职时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评价

标准 , 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 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以后的职业升迁 。

由此 ,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性假设:改革以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中 , 其政治资

本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收益 , 将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先后而逐渐下降。这里需要强调的

是 , 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下降 , 其原生性力量并非来自市场经济 (尽管在某些时候

市场化的作用方向与之相同), 而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规制导向发生了改变 。

三 、 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城市改革以来五个时点 (1988 、 1995 、 1996 、 2000 、 2003年) 上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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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城市抽样调查数据 , 以求大体描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变化模式 。1988 、 1995年数据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 、 李实 、 Keith G rif fin 、 Carl Riskin等人先后合作主持的两

次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 (CHIP88 、 CHIP95) 中的城市个体样本。虽然一些研究者已经

发现这两个数据在取样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 但由于它们在研究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中 、 英文

文献中被广为采用 , 特别是 , CHIP88又是城市改革之起始时点上较难找寻到的规范性社会调查

数据 , 因而有其独特意义 。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 Donald Treiman 、 Andrew

Walder等人的合作研究 , 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城市样本进行分析。2000年调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九五” 重大项目的十城市调查 ( “改革以来城镇居民生活

变化”), 各城市内部的抽样严格按照 PPS程序进行。2003年数据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 “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

本研究重点分析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变化 , “收入” 只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

报酬 。在这里强调是 “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收入” 概念作为分析的操

作变量 , 是因为 “收入” 概念包含太多的内涵 。特别是 , 大多数权力寻租收益或权力衍生收益

是我们很难在大样本的抽样调查中清楚地测量出来的 , 因此本研究不准备对此加以推论和分析

———尽管本研究在计算因变量 “月收入” 时包含了被访者回答出来的全部收入 。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界定为 “工作且有收入的被雇佣劳动者” 。雇主 、 自雇 (主要指个体经营

业主) 以及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业人员或调查时点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 、 下岗与退休

人员均未在本研究范围。五个时点数据的样本年龄统一规定在 18 —69岁之间 。

此外 , 由于各调查数据都是全国性样本 , 分析模型中标准误的估计 , 按照抽样单位

(PSU ———针对 1996 、 2003年抽样调查) 或城市 (针对 2000年十城市调查 、 CHIP88 、 CHIP95)

进行分组后采用 robust方法重估 , 且根据抽样设计对 1996 、 2000 、 200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加

权处理。各调查数据的抽样设计或调查说明 , 读者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查阅 。

四 、 发现与分析

(一) 基本模型

本研究对五个时点数据的分析以下面的 O LS模型 (方程 1a) 为基本模型 , 后面各研究假设

的检验和分析 , 都是从这一基本模型衍生出来的变化 。

　　

Ln(Y ti) =α+βti1S ti +βti2W ti +β ti3W
2
ti +β ti4Femaleti +βti5 Partyti

+ ∑
3

k=1
βtikOcctik +∑

4

l=1
β tilSect til +εti 　　　

方程 1a

方程 1a 中 , t (=1988 , 1995 , 1996 , 2000 , 2003年), 表示不同数据时点 , i 表示不同时

点调查中的样本个体 (方程中时点和个体的下标 t 、 i在后面叙说中被省略了)。Ln (Y) 是月收

入的自然对数。S 是受教育年限 , W 是工龄 (=年龄 - 受教育年限 - 7), W2 是工龄的平方 /

100。这是三个 M incer方程变量 。Female、 Party 是两个虚拟变量 , 分别表示性别 (女性=1)、

党员身份 (党员=1);Occk 是三个职业阶层的虚拟变量 (职业阶层被分为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四类 , 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类);Sect l 是四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的虚拟变量 。

劳动力市场部门被分为党政机关团体 、 事业单位 、 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 、 私有经济部门五类 。

其中 , 受雇于个体业主或者三资 、 外资企业者 , 都被归入私有经济部门中 。模型中私有经济部

门为参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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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1a 可以写成下面的一般形式:

　　Ln(Y) =βX +ε 方程 1b

X表示上述自变量的向量矩阵 , β则表示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为了检验各因素对收入的影

响在不同时点上的差异 , 作者就 1995年相对 1988年 、 2003年相对 1996年的两个变化进行了比

较。根据方程 1b , 时点比较的 O LS模型可表述如下:

　　Ln(Y j) =β*
j X j +δjT jXj +εj 方程 2

j (=1 , 2) 分别表示 1995年对 1988年 、 2003年对 1996年两次比较①;

β*
j 是基准年的效应系数矩阵 (两个对比中的基准年分别为 1988 、 1996);

T jXj 是对比年虚拟变量 ( T t=1995 =1 , fo r∶j =1 ;T t=2003 =1 , for∶j =2) 与向量矩阵 X
′
j 的

交互效应 , δj 则表示对比年相对基准年之效应变化矩阵 。

基本模型结果如表 1所示。从基本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主要变化 。首先 , 教育回

报率在2000年以前虽然有一定的提高 , 但变化不是很大 , 1995年相对 1988年只提高了 1. 1%左

右 , 但到 2003年已提高到9. 26%, 2003年相对1996年提高6个百分点 (≈e0. 0575 - 1) 。工龄在

1996年及以前的三个时点的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已出现降低的趋势 , 但变化不是很大;而 2000年

和 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工龄作用则明显降低②。党员 (政治身份) 对收入的影响 , 总体来讲 ,

在 2000年及以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一直存在 , 1995年要比 1988年提高 1倍左右 , 这与先前利

用 CHIP 数据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③ , 但 2000 年相对 1995 、 1996年有所回落 , 而 2003 年相对

1996年大约降低了 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控制了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后 , 2003年劳动力市场

上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收益差异出现了一定的逆转。

从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效应来看 , 五个时点的数据显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趋势 , 即自

1988年以来 , 国家规制作用明显的四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相对私有部门的平均收益之差异 (在控

制其他变量后) 一直在稳步地缩小 , 如相对 1996年劳动力市场而言 , 2003年事业单位与私有部

门之间的收益之差缩小了 35% (≈e
0. 3
- 1)。从模型数据来看 ,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 , 五

个劳动力市场部门之间的收益已出现均衡化趋势 , 这与赵伟等人的研究也是大体一致的④。五个

时点数据呈现出的另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是 , 专业技术人员 、 管理人员 、办事人员三个阶层与

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 。

(二) 社会阶层收益的部门差异及其变化

为主要考察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两个职业阶层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模式及其在不同

部门之间的变化 , 本节以方程 (1a) 为基础 , 对 “职业阶层” 变量作了进一步的部门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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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之所以只进行这两个比较 , 是因为数据的共通性差异问题。 CHIP88 与 CH IP95来自大致相同的城市总

体 , 1996 年与 2003 年数据则来自两个时点上的全国性城镇人口总体。 时点间效应比较模型 (方程 3)

参见 H auser & Xie , Tempo ral and regional v aria tion in earning s inequality:urban China in tr ansition

be tw een 1988 and 1995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vol. 34 (2005), p. 53。后面的时点比较采用了与方

程 3 相同的方式。为节省篇幅 , 本研究中各模型参数的标准误以及某些在分析时未涉及的模型参数均

未具体列示 , 有兴趣者可索取:liujingming@ruc. edu. cn。

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 作者已另文讨论。

边燕杰 、 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V. Nee , Y. Cao ,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 s:The Causes o 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Hauser & Xie ,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 s Inequality:

Urban China in T 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

Wei Zhao and Xueguang , Zhou , Institutional T ransfo 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 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ment ,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 f ication and Mobility , vol. 19(2002), pp. 339—376.



表 1　基本模型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变　量 1988 1995 1996 2000 2003

1995

v s

1988

2003

v s

1996

受教育年限 . 0276*** . 0392*** . 0351*** . 0471*** . 0926*** . 0115** . 0575***

工龄 . 0466*** . 0459*** . 0220*** . 0129 . 0024 -. 00068 -. 0218**

工龄平方 /100 -. 0706*** -. 0707*** -. 0331*** -. 0211 . 0073 -. 00015 . 0404**

党员 . 0478*** . 1020*** . 0770* . 0693** -. 0189 . 0541** -. 0959*

女性 -. 1190*** -. 1470*** -. 2520*** -. 112 -. 2040*** -. 0284 . 0478

劳动力市场部门:

　　党政机关团体 -. 453*** -. 236 * -. 430** -. 114 -. 191* . 217 . 239 ♀

　　事业单位 -. 408*** -. 216 * -. 357** -. 23 * -. 0575 . 192 . 300 *

　　国有企业 -. 376** -. 271** -. 324* -. 22** -. 103 . 104 . 221 ♀

　　集体企业 -. 486*** -. 454*** -. 48*** -. 423*** -. 171* . 0321 . 309 *

　　私有部门 (参照组)

职业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 . 0741*** . 166*** . 21*** . 268*** . 215*** . 0915*** . 005

　　管理人员 . 0689** . 162*** . 153* . 324* . 33*** . 0934*** . 177**

　　办事人员 . 0402** . 0789** . 0629 . 179* . 102* . 0387 . 039

　　体力劳动者(参照组)

常数项 4. 58*** 5. 35*** 5. 81*** 6. 00*** 5. 64*** . 766*** - 0. 162

N 17216 12611 1620 2164 2456 29827 4076

R-square_ adj. 0. 26 0. 223 0. 199 0. 144 0. 221 0. 613 0. 355

rmse 0. 43 0. 553 0. 477 0. 667 0. 633 0. 486 0. 576

　　　　显著性水平:♀p<0. 1;*p<. 05;**p<. 01;***p<. 001

　　Ln(Y) =β X + ∑
3

i=1
γmMm + ∑

3

i=1
λmPm +φClerk 方程 3

方程 3中 , X
 

={S W W
2
Female Party Sect 1 Sect2 Sect 3 Sect4}, 是基本模型方程 1a 中除

“职业阶层” 外的其他自变量向量矩阵 , β 是 X 与对应的参数矩阵;M m 、 Pm 分别表示不同部

门的管理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虚拟变量), 其下标 m=1 , 2 , 3分别表示:1 =党政机关与事业

单位 , 2=国有 /集体企业 , 3 =私有部门;clerk表示办事人员阶层 (虚拟变量 , 未分部门考察);

符号γm , λm , φ表示相应职业阶层虚拟变量在模型中的系数。参照组为体力劳动者。

表 2中的模型数据显示 , 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

的收入差异 (在控制方程 3中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后), 出现了一个较小幅度上升然后回落的变化

过程 。在私有部门 , 1988—2003年间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则一直

在大幅度提高。

在 1988年的劳动力市场上 , 与当时普遍舆论反映的 “脑体倒挂” 不太一致的是 , 专业技术

人员的收益似乎并不低于体力劳动者 (前表 1 数据显示 , 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比体力劳动要高出

7. 7%);分部门考察可以发现 (见表 2 与图 1), 机关事业单位 、 国有集体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

员比体力劳动者收入大约分别高 11. 85%(≈e
. 112

- 1) 、 5%(≈e
. 049 2

- 1) , 只是在私有部门的

专业技术人员收益反而低于体力劳动者 [只及体力劳动者收益的 61. 5%(≈ e
-. 486)] 。这可能与

城市改革初期私有部门的产业模式有关。初级产品加工和 “三来一补” 的生产模式对生产技术

的要求不是很高 , 技术位置的重要性在当时私有部门并未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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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部门间职业阶层差异及其变迁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职业阶层 1988 1995 1996 2000 2003

1995

vs

1988

2003

vs

1996

1.专业技术(机关 /事业单位) . 1120*** . 175*** . 261*** . 289** . 175** 0. 0629 - 0. 0867

2.专业技术(国有 /集体企业) . 0492** . 153*** . 185*** . 247* 0. 113 . 104*** - 0. 0713

3.专业技术(私有部门) -. 486*** . 391* - 0. 0353 0. 265♀ . 537*** . 877*** 0. 573♀

4.管理人员(机关 /事业单位) . 0614 * . 143*** 0. 144 0. 299♀ . 263** 0. 0819 0. 119

5.管理人员(国有 /集体企业) . 0825*** . 171*** . 16* . 257* . 216** . 0886* 0. 0562

6.管理人员(私有部门) . 1380 . 546* 0. 282 . 502*** . 715*** 0. 408 0. 433♀

7.办事人员阶层(未分部门考察) . 0436** . 0775** 0. 0724 . 181* 0. 0913 ♀ 0. 034 0. 0189

8.体力劳动者(参照类)

　　　　显著性水平:♀p<0. 1;*p<. 05;**p<. 01;***p<. 001

图 1 图 2

　　　　图 1. 不同部门的管理 、 专业技术阶层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变化。

图例数字 1 , 2…6所代表的职业阶层如下:1. 机关 /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2. 国有 /集体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

员;3. 私有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4. 机关 /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5. 国有 /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6. 私有部门中

的管理人员。图中的数值表示相对各部门的管理 、技术人员收入相对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差异 (体力劳动者=0)。

　　图 2. 不同部门间体力劳动者收入差异及其变化 (柱状图形对应左轴体力劳动者的人均月收入, 右轴为私有部门体力

劳动者与国有 /集体部门体力劳动者收入之比 , 即 “优势变化” 折线)。

但这种情况随后迅速发生了改变。自 1992年后私有部门发展迅速 , 技术位置的重要性日益

提高 , 因而就专业技术人员收益的相对增长而言 , 可以看到私有部门明显快于其他部门。在

1995年劳动力市场上 , 私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优势比 1988年提高 140%(≈

e
. 887

- 1) , 而同时期的机关 、 事业单位中 , 专业技术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异只

提高了 6. 5%, 且不具统计显著性。国有 、集体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优势

提高 11%。2003年与 1996年相比 , 在国家规制影响较为强烈的劳动力市场部门 , 专业技术人员

的相对收益略有下降 , 而私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收益提高 77 %(≈e
. 573

- 1) 。

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变化的部门模式 , 与专业技术人员大体相同 。从表 2和图 1

可以看出 , 私有部门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 , 显然要比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集体企业

中的管理人员大得多 , 而且拉开的速度也要快。以 2003年的劳动力市场为例 , 私有部门管理人

员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为 2. 07倍 , 且比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高 75%

(p<0. 01)。2003 年与 1996 年相比 , 私有部门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相对收益差距扩大

54%(≈e
. 433

- 1) , 而机关事业单位 、 国有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相对收益差距

只增加了 6%—7 %, 且不具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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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不同部门的体力劳动者收入差异的变化来看 , 图 2 显示 , 两类体力劳动者的绝对收入

(当年价格) 随时间的推移都在不断增长 , 但比较二者的收入差异的变化 , 则可以明显地看到 ,

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的优势是迅速下降的。这意味着 , 在城市改革初期 , 私有部门的体力劳动

者与国有集体企业相比有较大的优势 , 而随着改革的深入 、 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 , 这种优势

已经不具备了。从数据时点看 , 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的这种优势差异的转变 , 主要产生在 1995 、

1996年以前 。而这一期间 “民工潮” 的涌现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改变以及国家规制范围内企业

对体力劳动者工资收入的调整 , 是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能够更为明确地表明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活境遇的因素是他们从劳动单

位中获得的社会保障 ———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种收益形式 。

表 3　体力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的比例 (单位%) (分部门比较 , 兼与管理 、 技术人员对比)

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

国有 集体 私有 国有 集体 私有

1. 公费医疗 /基本医疗保险 73. 4 40. 2 27. 6 78. 5 73. 9 55. 7

2. 补充医疗保险 24. 1 11. 6 5. 2 27. 3 33. 3 16. 5

3. 基本养老保险 82. 4 59. 0 30. 7 79. 1 82. 6 67. 4

4. 补充养老保险 23. 3 13. 3 4. 7 20. 7 50. 0 18. 2

5. 失业保险 47. 8 25. 3 18. 1 50. 5 50. 0 46. 3

6. 住房或住房补贴 52. 7 21. 5 14. 7 61. 8 45. 8 36. 8

　　　　资料来源:GSS2003问卷调查。由于调查的局限性 , 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只包括了少量农民工样本。

表3列示了 CGSS2003调查样本中 , 不同部门的体力劳动者从劳动单位获得医疗 、 养老 、失

业保险和住房等社会保障的比例。可以看出 , 在国有部门 , 体力劳动者与管理 、 专业技术人员

享受到的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基本相同 , 但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集体 、 私有部门中 , 体力劳动者

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私有部门 , 体力劳动者从劳动单位获得基本医疗

保险的比例只及国有部门的 37. 6% (=27. 6 /73. 4), 获得住房补贴者只及国有部门的 28%, 而

这里分析的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基本未包括农民工在内。

上面的分析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经验性认识:1988—2003 年间 , 私有部门体力劳动者

的收益优势明显下降 , 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业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 , 更主要地体现在

私有部门 , 仍然留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强的国有 、 集体部门的体力劳动者 , 则受到较多的保护 。

(三) 不同部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教育收益率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普遍认为 ,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教育回报率提

高。作者从一项严谨的估计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的文献中也注意到 , 1999年的明瑟收益率的增

长比 1998年以前各年都要更快些① , 这与表 1中呈现的变化过程是相似的。那么这期间教育收

益率增幅的变化会有什么内在原因吗  下面我们分部门来讨论这一变化过程。

　　Ln(Y) =β X + ∑
5

i=1
γiS i 方程 4

方程 4中 , X
 

={W W
2
Female Par ty Sect1 Sect2 Sect 3Sect4Occ1Occ2Occ3}, 是基本模型方

程 1a中除 “教育年限” 变量外的所有其他自变量构成的向量矩阵 , β 表示与之对应的回归系数

矩阵 。S i表示属于不同部门的样本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 下标 i=1 , 2 , 3 , 4 , 5表示五个不同的劳

动力市场部门 (如表 4所示), γi 则表示五个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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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育收益率的部门差异及其变化

教育收益率

(不同部门)
1988 1995 1996 2000 2003

1995

v s

1988

2003

v s

1996

1. 党政机关团体 . 0234*** . 0390*** . 0292 ♀ . 0717 * . 0984*** . 0156* . 0692*

2. 事业单位 . 0355*** . 0395*** . 0457*** . 0307 ♀ . 0889*** . 0039 . 0433**

3. 国有企业 . 0218*** . 0336*** . 0205 * . 0451 * . 0815*** . 0117* . 0611***

4. 集体企业 . 0337*** . 0347*** . 0403** . 0647** . 0842*** . 0010 . 0439♀

5. 私有部门 . 0797** . 0753*** . 0599 * . 0602*** . 1120*** -. 00436 . 0520

　　　　显著性水平:♀p<0. 1;*p<. 05;**p<. 01;***p<. 001

表 4显示 , 在不同时期 ,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的提升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私有部门在较早的时期内 , 教育收益率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88年和 1995年两个时点的

数据显示私有部门教育收益已经达到 7%以上 , 反映出在该部门教育收益率要明显高于国家规制

影响强烈的其他四个部门 , 这种态势在 1996年也是相同的。而在 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 , 五个部

门的教育收益率都有较大程度提高 (增幅在 4 %—7%之间), 且各部门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微弱

(该时点五个部门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都未通过 p<0. 1的统计检验);同时可注意到 , 在党政机

关等四个受国家规制影响强烈的部门中 , 2003年的教育收益率比 1996年都有较大幅度增加 , 但

私有部门教育收益的提高未显示出统计显著性 , 且增幅也低于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两个部门 。

另外就1995这个时点来说 , 各部门教育收益率相对1988年而言似乎都没有太多变化 , 且只有党

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显示了统计显著性 (大约分别提高 1. 5%、 1. 2%)。1996—2003 年间教育回

报率的迅速提高 , 反映出 19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改革以及 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对提

高人力资本回报起到了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凭借行政方式。

(四) “政治资本回报” 假设的检验与分析

在 MTD文献中 , 对党员回报机制的讨论主要包括:资格 (如同教育文凭一样 , 政治资本是

获取某些职位机会或资源的一种资格)、政治忠诚 、 庇护 (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人庇护自己的党员

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进而获取干部职位)① 或将其直接视为一种再分配权力形式② , 从中不难看

出有关政治资本收益的论证逻辑:政治资本之所以能获得收益 , 主要是因为它与职位权力相结

合。其中的核心机制是清晰的 ———政治资本与权力结合而获得 “再分配” 收益 , 由于再分配权

力不会因为市场化作用而削弱 , 所以政治资本的资源回报率也不会降低 , 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提

高③。这意味着 , 如果政治资本与权力有一定的关联的话 , “那么与权力结合的政治资本 , 就会

有高于其他非权力阶层的政治资本收益” 。对于这一研究假设 , 技术上我们可以通过设立政治资

本 (党员身份) 与职业阶层间的交互效应模型来加以检验:

　　Ln(Y) =β X +λParty + ∑
3

j=1
γjOccj + ∑

3

j=1
ψjParty ×Occj 方程 5

方程 5中 , X ={S W W2Female Sect1Sect2Sect3Sect4}, β 表示与之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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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是政治资本虚拟变量 (党员=1), Occj 是三个职业阶层 (管理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

人员) 的虚拟变量 (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类), Par ty Occj 表示政治资本与职业阶层的三个交互效

应 , λ, γj , ψj 是与之对应的回归系数。表5分两个模型呈现了对 “政治资本与权力关系” 假设的检

验 , 其中模型 5b 未包括所有制为 “私有部门” 的样本 (即反映的是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更具再

分配意味的政治资本效应)。

表 5　政治资本与权力关系命题的检验

变　量
模型 5a:包含私有部门样本的模型 模型 5b :不包含私有部门样本的模型

1988 1995 1996 2000 2003 1988 1995 1996 2000 2003

受教育年限 . 0278*** . 0391*** . 035*** . 0473*** . 0928*** . 027*** . 0382*** . 0326*** . 0479*** . 0995***

工龄 . 0466*** . 046*** . 0219*** 0. 0128 0. 00641 . 0448*** . 0467*** . 0225*** 0. 0133 . 00541

工龄平方 /100 -. 0705*** -. 071*** -. 033*** - 0. 0207 0. 00675 -. 0657***-. 0718***-. 0332*** - 0. 0189 . 00266

性别 (女性=1) -. 118*** -. 146*** -. 251*** - 0. 11 -. 204*** -. 11*** -. 148*** -. 26*** - 0. 0634 -. 192***

劳动力市场部门

　　　党政机关 -. 452*** -. 234* -. 425* - 0. 111 -. 176* . 0359 . 226*** 0. 0686 . 311** . 00568

　　　事业单位 -. 41*** -. 22* -. 355* -. 229* -. 0524 . 0761** . 24*** . 13* . 189** . 142♀

　　　国有企业 -. 378** -. 276** -. 322* -. 215** - 0. 103 . 11*** . 18*** . 16* . 207** . 0627

　　　集体企业 -. 487*** -. 454*** -. 479*** -. 418*** -. 167* (参照类)

　　　私有部门 (参照类) — — — — —

党员 (主效应) . 0987*** . 217*** 0. 0713 0. 121 . 0683 . 0988*** . 215*** 0. 0491 . 161* 0. 0824

职业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 . 0802*** . 188*** . 203*** . 257*** . 197*** . 0872*** . 184*** . 211*** . 268*** 0. 101

　　　管理人员 . 0936** . 246*** . 17* . 415** . 501*** . 101*** . 235*** 0. 155♀ 0. 364♀ 0. 293**

　　　办事人员 . 0514** . 0994*** 0. 062 . 175* . 129* . 0566** . 0929*** 0. 022 . 176* 0. 0913

　　体力劳动者 (参照类) (参照类)

政治身份与职业阶

　层的交互效应:

党员×专业技术人员 -. 0593* -. 152*** 0. 0357 0. 00227 0. 0049 -. 0583* -. 147*** 0. 0441 - 0. 0677 . 00646

党员×管理人员 -. 0775* -. 213*** - 0. 0238 - 0. 232 -. 323** -. 0824** -. 204*** -. 00618 - 0. 235♀ -. 209♀

党员×办事人员 -. 0720* -. 148*** 0. 00461 - 0. 00923 -. 147* -. 0737* -. 143*** 0. 0527 - 0. 0315 -. 18*

常数项 4. 58*** 5. 34*** 5. 81*** 5. 99*** 5. 62*** 4. 1*** 4. 89*** 5. 35*** 5. 5*** 5. 33***

N 17216 12611 1620 2164 2456 17035 12307 1443 1783 1950

R-square_ adj 0. 261 0. 225 0. 197 0. 145 0. 226 0. 273 0. 231 0. 207 0. 132 0. 246

Rmse 0. 43 0. 552 0. 477 0. 666 0. 632 0. 412 0. 546 0. 456 0. 661 0. 568

　　　　显著性水平:♀p<0. 1;*p<. 05;**p<. 01;***p<. 001

比较前面的基本模型 (表 1) 与表 5中模型 5a 的结果 , 容易发现 , 在加入党员与职业阶层

的交互效应后 , 管理 、技术与办事人员阶层相对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异效应都比基本模型有所

提高 。这表明在控制政治资本与职业阶层的交互效应后 , 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还要

更大些 , 这在各时点数据中显示的模式是相同的 。

在控制了职业阶层 、 党员与职业阶层的交互效应以及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后 , 党员主效

应可以解释为样本的政治资本平均收益 , 同时也是参照组体力劳动者的政治资本收益 。与基本

模型 (表 1) 比较可以发现 , 政治资本的主效应增强了 , 这意味着体力劳动者中的政治资本收益

高于其他职业阶层。这也在各时点数据中显示了相同模式 。

另一个更为一致的趋势是 , 党员与专业技术人员 、 党员与管理人员 、党员与办事人员的三

个交互效应 , 在五个时点的模型中几乎都显示出负向作用 , 而且基本模型(表 1)曾显示政治资本

收益高且十分显著的两个数据时点(1988 、 1995年),在模型 5a 、 5b中 , 党员与职业阶层交互效

应的负向作用则更明确。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 , 在 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 , 模型 5a显示非党员管

理人员收入比党员管理人员要高 29% (=e
. 501 -(. 0683 -. 323+. 501)

- 1), 模型 5b 也显示约高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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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 如果存在政治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联 , 那么这种关联是一种非常确定的反向联系 ———

不是像我们检验假设所说的那样 , 政治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更高的收益 , 而是恰好相反 。

上述检验进一步证明 , 权力或职业阶层是一种更重要的社会分层方式 , 而政治资本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收益问题 , 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作者前面的讨论曾提到 , 国家主导的市场

化改革过程 , 首先是以整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氛围的变革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气象由政治向经济

的转变 , 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招工就业 、工作安排与职位晋升过程 , 这意味着政治资本

要素之重要性在新时期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了重新评估 , 进而使其回报率产生变化。只要社会生

活氛围中的评价模式没有发生逆转 , 那么先前已经转变的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原则就会对劳动力

市场过程产生持续性作用 , 并体现在新生代劳动人口同期群中 。

当然 , 这也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研究假设:

　　Ln(Y k) =α+βk1Sk +βk2Wk +βk3W
2
k +βk4 Femalek +βk5Par tyk 方程 6

方程 6是 “移动同期群” 回归模型 , 它被用于 1988 、 1996 、 2003年三个时点的政治资本回

报率随同期群变动的趋势分析。方程 6 中 , Y ,S ,W ,W2 ,Female , Party 的含义如前所述;下标 k

表示一组连续的同期群。以对 CGSS2003数据的分析为例:首先以某个时间点 K为起始点 (如

K =1962年), 然后取1962年及随后 9年内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为第一个同期群样本 (命

名为 “1962同期群” ———简单地 , 它表示 1962—1971十年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一群人), 按

照方程 6进行第一次回归分析 , 得到该同期群在 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的政治资本回报的非标准

化回归系数;第二次回归以时间点 K+1 ( =1963年) 为起始点 , 取 1963年及随后 9年内初次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为第二个同期群 (命名为 “1963同期群”), 按照方程 6进行第二次回归 ,

得到该同期群的政治资本回报率 。依此类推 ,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得到一组连续的同期群样

本 、 以及对各同期群样本进行独立回归后的自变量参数 。利用这组移动同期群样本中的政治资

本回报系数 , 我们就可以描述其变化趋势。

图 3　三时点劳动力市场上政治资本收益随同期群变化的趋势

图 3绘制了 1988 、 1996 、 2003年三个时间点上的政治资本回报随同期群而变化的趋势 , 并

附以 2003年各同期群之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为对照。图 3中的横轴表示连续移动的同期群 , 纵轴

表示政治资本收益率 (或教育收益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 1988年样本数据没有初职时间 , 我

们以 “出生年+17岁” 作为替代 。另外 , 这里所说的政治资本收益的同期群趋势 , 是控制了教

育 、 工龄及工龄平方 、性别等变量的影响后的结果。

三时点的劳动力市场上 , 政治资本回报率随同期群的变化具有基本一致的态势 。1988 年的

劳动力市场上 , 政治资本收益率在 1977同期群以前徐缓上升 , 但 1977同期群后下降很快。再以

1996年的劳动力市场来说 , 1975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是一个主要的高峰值 , 达到 24%(≈

e
0. 22
- 1) , 随后从 1976同期群开始出现连续而快速的下降 , 直到 1984同期群前后才开始出现某

些波动 , 并在 1989同期群跌到最低点 。2003年劳动力市场上 , 政治资本收益率出现连续快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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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同期群还要早些 (为 1973同期群)。这表明政治资本在这以后的同期群中的作用 , 不仅在

初职时受到了社会政治过程转变的影响 , 而且在后来的职位升迁中也可能受到了削弱 。再从不

同时点的比较来看 , 劳动人口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在

1988年数据时点 , 各同期群的政治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 , 但 1996年有较大的上升;而相对 1996

年数据时点 , 在 2003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 , “ 1980 同期群” 以前的政治资本收益率回落较大 ,

1984同期群及以后 , 又有一定的回升。这些变化态势 , 对应的正是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机

与社会变革形态之间的关系 , 显示出国家政治生活变化过程对个体经济生活的影响 。

五 、 结　　论

本研究缘起于对 MTD本身及其三个主要假设的质疑与批评 。不可否认 , “市场过渡理论”

及其争论为学界认识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但是 , “再分配—市场” 框架

内含的明确转型目标以及将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误解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逻辑 , 无疑使 MTD低

估了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复杂性。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模式 , 中国市场改革的独特

性在于从一开始便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 改革时期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

无处不渗透着国家力量的作用 。但 M TD双方从两个相反的方面错误地理解了这一过程。 “市场

过渡理论” 参照一组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变量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 过分夸大了市场

的自发力量改变原有分层模式的作用 , 同时也掩饰了市场化本身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现

实 , 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 “唯市场主义” 的倾向。而市场过渡理论的一些反对者则

另走偏锋 , 偏狭地将国家权力的行使约化为仅具资源侵占与寻租能力的 “再分配权力” , 以特殊

主义的权力运作模式替代了国家力量的普遍作用方式 。由于分析框架本身存在的这些局限性 ,

MTD双方为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与后果的变化所提供的许多认识和解释 , 都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

一定程度上 , 本文所呈示的三项实证分析 , 正为他们的偏误给出了具体说明。

本研究从理解 “国家主导” 这一概念入手分析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及其变迁 , 意在

重新将 “国家” 范畴带回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 , 正面回应国家力量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

用。为此 , 作者从转型期收入分配的角度 , 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在微观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

表现方式 。不同于特殊主义的权力分析模式 , 作者试图将市场改革时期的国家主体置于常态的

社会分析模式中 , 即将其视为一个理性的 、 具有自身利益目标 (国家利益) 的行为主体 。其实 ,

正是因为引入了 “国家” 这一分析范畴 , 我们才可以解释社会阶层不平等 、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为什么存在部门差异 , 我们才可以理解政治资本的作用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

作为具有特定国家利益目标的行为主体 , 国家将从自身的利益原则出发 , 仲裁 、 协调和调

整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 以维续基本的社会秩序 。因此 , 本研

究提出 “国家规制” 概念 , 其意在表明 , 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主体 , 在推进市场化过程的同时 ,

也会时刻监控着市场化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 , 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府 ,

可以在加强自身建设 、规范自身运作方式 (包括对权力特殊主义的规制) 的同时 , 有效地驾驭

和管理不断强化的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何既通过市场经济来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能

力 、 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 , 又能以国家规制的方式有效地遏制市场内在具有的否定性力量 , 从

而在市场社会形成之初就建立起未来社会持续 、稳定的发展基础与秩序基础 , 应当是现今社会

学更为迫切的研究主题。

〔本文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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