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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资历对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影响 

——基于 19 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 and seniority on the Incom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9 Industries 

 

摘要：本文以 2005-2012 年 8 个年份 19 个不同行业的数据为基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显示目前在我国城镇居民学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受教育年限越长，

居民个人平均收入水平就越高，而资历（工作年限）与收入水平无显著相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加 0.126%，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城镇居民收入平均降低 0.057%，受教育年限与居

民收入呈正相关，工作年限与居民收入呈负相关，且两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抵消效应。不同行业收入差距

正逐渐扩大。本文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增加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缩小各行

业间的收入差距的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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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2005 -2012 8 Year 19 different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data , panel data model to 

build an empir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degree of China's urban residents ( years of education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the longer the subject of years of education , individual 

residents , the higher the average income level , and seniority ( years of service ) and income levels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Years of education for each additional year of averag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creased by 0.126% , increase the income of working age per year average reduction of 0.057 percent urban ,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were , work experience and incom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 and the two has offset the effect between the factor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is 

gradually expanding.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lusion on the proposed increase in years of educatio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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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while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commended 

countermeasures between industries . 

Key Words: Education；Income levels；Different industries；Panel Data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得到

了显著提高，我国的行业收入水平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行业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 0.4，超过 0.5 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比较悬殊，而我国的基尼

系数已达到 0.48 左右，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悬殊的程度。徐亚娜（2009）计算得出

2005 年职工平均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的比值已经由 1990 年的 1：1.76 扩大到 1:4.88。1992 年

至 2005 年期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年均增幅为 44.4%，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却以年均 150.9%

的速度增大。合理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收入差距过大无疑

会对行业的均衡健康发展、人们的择业就业观念、社会稳定和谐等各方面因素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寻求行业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

迫切需要。 

一般来说收入低的行业效益差，难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和资本，慢慢就会被社会淘汰，人力和资

本等资源就会流向利润、收入高的行业，因此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有利于调整行业结构。但是近年

来行业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

影响，例如弱化基础产业，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把行业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非常重

要的，而要具体落实到如何控制行业收入差距，就需从源头上找到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影响因素。

本文就教育和工作经验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各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及对不同行

业影响程度有何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提高行业收入及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对策意见。 

目前，国内学者对行业收入水平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但是最常用是行业收入水

平同一两个因素建立简单线性模型来反映行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且影响因素的指标构建往往过于简

单，通常是用单一指标来反映一个因素，且数据统计量较少，并不能反映出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也无法显示不同行业影响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因此，本文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了对行

业收入影响程度较大的因素：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构建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行

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面板数据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来反映各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

的影响程度及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关系基础上利用我国城镇居民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结果对于我国从教育水平的角度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现状来分析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及差距的历史成因；二是通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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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型来研究居民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与收入的函数关系，探讨二者分别对收入的影响方向和影

响程度及二者共同作用下对收入的影响，以了解教育与工作年限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三是本研究

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从实践意义上看，面对我国

当前甚至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居民间收入差距继续加大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种种矛盾

有可能对社会和谐与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寻找影响收入差距的原因是解决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寻

找他们之间的特点以及影响程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本研究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

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于 1957 年提出的，指

的是蕴涵于人自身的各种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命题认为：教育作为人

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具有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因此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其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之后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 1960 年从投资的角度给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其中包括

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与研究和发展投资，并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美国经

济学家贝克尔（Gary S. Becker）则从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方面均可以诉诸经济学分析的一贯方法论

出发，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一）全国整体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有关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近年来大多数学者使用明瑟收入

函数来测量我国的教育收益率，研究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早期的研究认为教育对个人收入并没

有明显的作用，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李实、李文斌在研究中指出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水平越

高收入反而越低，教育对收入起到的是反作用。白雪梅利用 1982~2000 年的数据对我国的经验研究

中也表明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倒 U 型曲线顶端左侧，平均受教

育年限的增加反而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提示我们要客观、阶段性的理解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

作用。杜鹏对我国 1995-2002 年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教育的拓展是居民收

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教育年限的延长扩大了收入差距的作用，教育分布的平等化也并没有改变

这一趋势。岳昌君（2004）在明瑟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回归

分析，实证研究得出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教育净收益是正的，并且随着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提高的趋势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在

90 年代以后变得更加旺盛的原因。 

（二）农村居民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关系的研究 

朱农（2003）在对中国农村家庭生产活动和收入的作用研究中也表明无论对于农业还是非农业，

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始终是正向的，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杨金凤，张清霞（20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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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外出收入的影响，证明无论正规教育还是非正

规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着劳动者的外出收入，且随着受教育年数的提高而上升。任国强

（2007）利用天津市 2003 年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户人均纯收入有

显著的正面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提高了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工资率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苏华山、王志伟基于 1989—2009 年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农村居民教育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结果表

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的收入

影响较小，还提出了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高学历人才非农化的困境，并提出突破农村教育瓶颈的政策

建议。栾江、李强（2011）利用明瑟收入模型对我国 18 个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样本进行了回归分

析发现教育有可能扩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差距，并且提出了政府要在农村地区推动教育扩张

和平等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回报率，减少教育所产生的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等政策性建议。 

（三）分地区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关系的研究 

陈钊、陆铭、金煜（2004）对 1987-2001 年各地区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开展区域经济的经验研

究发现，我国各省的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近年来各地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呈现收敛的趋势，高等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

入差距。洪金珠（2008）为研究不同地区教育投入回报率的差别，将教育作为最基本的解释变量，

建立了反应不同年份教育收益率和不同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模型，来估计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收

益率和不同区域的农村教育收益率，得出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从 2001 年开

始，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贡献已经占到了 10%以上的结论。宋英杰（2010）选取 1985-2005 年间

全国 30 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总体和分地区角度探讨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增

收之间的关系及地区差异，研究显示，总体上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作用，其贡献程度

高于物资资本和政府支持；从分地区层面看，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差异明显，不同地区的

区域异质性对农民收入会产生递增效应和流出效应。刘灵芝、黄悦怡、王雅鹏（2013）构建教育投

资的影响因素模型和扩展的明瑟收入模型，利用湖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地

区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平滑了大专以下层次教育回报率的差异，但大学阶段教育回报率高且不受地区

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收入层次的教育回报率有显著差异，低等收入组的教育回报率最高，而中等

收入组的教育回报率最低。段吟颖（2013）利用 2003—2011 年 23 个省的教育基尼系数、收入基尼

系数以及受教育年限等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教育水平以及地区间教育投入的不平等性对

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平均受

教育年限相较于西部地区对收入不平等性影响较小，教育基尼系数显著影响收入基尼系数且为正相

关，同样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 

（四）分行业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关系的研究 

陈昊（2011）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构建微观个体优化模型阐述劳动者的工作选择机制，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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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2004-2009 年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工作收入波动程度是影响行业高学历劳动力聚

集程度的重要原因，工作收入波动程度较低的低技术行业聚集了过多的高学历劳动力，随之提出政

府应该在加大对高技术行业支持力度的同时，优化高技术行业的回报机制等政策性建议。彭琴燕

（2012）以行业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利用 1978-2010 年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采用极值差、极值比、

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峰度以及泰尔指数等统计性指标对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得出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之后以制造业和金融业为例，运用面板数据

模型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差异、行业垄断水平

差异及行业劳动生产率差异都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并从缩小行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

度提出应全方位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强化国家政策支持两方面的建议。周建美（2013）从斯托尔

珀—萨缪尔森定理出发，分别从行业、地区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结合我国的行业、地区特征，

分析产品内分工对我国行业、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资本密集型

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高，中间品进口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

型行业收入差距则是显著地正向作用，中间品出口对两类行业的影响均是正向的。 

（五）该问题常用的研究方法 

武向荣利用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状况的调查数据在ORU模型的基础上估算我国过度教育的收

入效应，结果表明过度教育收益率为正值，但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分工种、行业和地区估算

结果表明教育和工作配置关系对配置程度较高（即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紧密相关）的工种收入影响

很大，而配置程度较低（即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关系不很紧密）的工种收入影响较小，竞争性强和

收入低的部门和地区的过度教育收益率较低或者不显著，相反，垄断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行业和

地区，过度教育收益率越高。马范文（2002）利用中美两国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分别采用纵向和

横向分析的方法，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人们工资高低的内在因素和不同教育程度所体现的

不同经济价值，得出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的结论，从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投资教育和接受更高层次

教育的经济价值。辛岭从实证的角度，选取 1988-2005 年的截面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

于协整理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

是农民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并且发现现阶段教育对我国农民增收的作用是显著的，但从

长期来看，教育水平的地区性差异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大，进而提出了向西部提供适当的优惠

政策等加快西部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岳昌君，刘燕萍（2006）采用基尼系数统计指标和分位数计量

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显著地扩大趋势，证实受教育程度越高的

群体其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越小，“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强收入能力群体”

的教育收益率。其利用明瑟收入模型进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马晓强、丁小浩使用 1991 年、1995

年和 2000 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一致。王云多（2010）参照明瑟收入函数的研究方法，在基础

明瑟收入函数中加入工龄变量的高阶多项式以提高收入函数的拟合优度来研究不同教育水平明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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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的差别，得出了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而且教育投资效益具有递增效应

的结论，并提出继续扩大教育投资规模，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等因素来缩小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

况的政策性建议。 

（六）简要评述 

纵观国内外关于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研究，都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基础，在人力资本概念框架

下，一类是以定性分析和理论解释为主，另一类是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为主。前者主要

是对我国目前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关系的经验性总结，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后者则主要是以我国

宏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对全国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两者都未能全面说明学历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和资历作用下学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以及学历和资历对不同行业的差异影响。 

三、指标测算与描述性分析 

（一）行业平均收入的测算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用行业平均工资作为衡量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数据由 2006-2013 年《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直接得到。本文使用的是 2003 年后新的行业划分标准。表 1 是我国不同行业城镇居民平均

年收入，用工资性收入表示。 

表 1  我国城镇分行业职工不同年份平均工资 

行业名称 
职工平均工资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农、林、牧、渔业 8207 9269 10847 12560 14356 16717 19469 22687

采矿业 20449 24125 28185 34233 38038 44196 52230 56946

制造业 15934 18225 21144 24404 26810 30916 36665 4165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750 28424 33470 38515 41869 47309 52723 58202

建筑业 14112 16164 18482 21223 24161 27529 32103 36483

批发和零售业 15256 17796 21074 25818 29139 33635 47078 4634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911 24111 27903 32041 35315 40466 70918 53391

住宿和餐饮业 13876 15236 17046 19321 20860 23382 40654 3126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8799 43435 47700 54906 58154 64436 27486 80510

金融业 29229 35495 44011 53897 60398 70146 81109 89743

房地产业 20253 22238 26085 30118 32242 35870 42837 4676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233 24510 27807 32915 35494 39566 46976 5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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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平均工作年限的平方和误差项，β0 为常数项，β1、β2、β3 分别代表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

值、工作经验的系数估计值、工作经验平方的系数估计值。 

利用该函数进行尝试发现平方项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根据我国的情况做出了修正，去

掉了平方项。 

（一）学历对行业收入的影响 

运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基本的模型设定如下公式（1）： 

               Log(inc)=c+ci+ct+βeduit+v（1） 

其中，Log（inc）表示居民个人年收入的对数；edu 为受教育年限；β是教育收益率； v 是随

机误差项。 

利用 eviews 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如下表 4： 

 

表 4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55.38 1 0.0000 

由于 Hausman 统计量的值为 55.38，相对应的 p=0.0000<0.01，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

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实证系数估计结果列入表 5（估计过程中消除了横截面的异方差性）。 

解释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P 值 

c 7.9155 23.9893 0.0000 

edu 0.2097 7.3188 0.0000 

R2 0.9661   

Adjusted R2 0.959   

F 136.8544   

Prob（F） 0.0000   

各行业个体截距整理后结果如表 6。 

采矿业 0.3897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3833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20266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52211 

批发和零售业 0.150555 



24《发展经济学论坛》2014 年第 2 期 

 ·14· 

金融业 0.125649 

建筑业 0.1179 

制造业 0.11713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99189 

住宿和餐饮业 0.00568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21703 

农、林、牧、渔业 -0.025449 

房地产业 -0.04708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688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08318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237466 

卫生和社会工作 -0.30223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394436 

教育 -0.563656 

时间截距结果如下表 7。 

2005 -0.370717 

2006 -0.340252 

2007 -0.168052 

2008 0.041126 

2009 0.067603 

2010 0.146979 

2011 0.258906 

2012 0.364407 

由结果不难看出，调整后的 R2 为 0.959，且教育的系数估计值和常数项估计值都通过了 t 检验，说

明通过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很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受教育

年限的对行业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 1 年，城镇居民收入将增加 0.21%。

且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个体截距可以发现，截距项较大的几个行业为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截距项较小的几个行业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最小为-0.56，最大为 0.39，截距大的行

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收入水平更高，截距小的则相反。 

另外一个趋势性很强的特征是时间截距正逐年递增，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行业平均工资正呈现出稳

定的上升趋势。 

（二）资历对行业收入的影响 

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基本的模型设定如下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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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c)=cit+βexpit+v（2） 

其中，Log（inc）表示居民个人年收入的对数；exp 为工作年限；v 是随机误差项。 

利用 eviews 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如下表 8。 

表 8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1.43 1 0.2314 

由于 Hausman 统计量的值为 1.43，相对应的 p=0.2314>0.1，说明检验结果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

原假设。 

估计结果见表 9。 

解释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P 值 

c 12.06125 51.72248 0.0000 

exp -0.087747 -8.979172 0.0000 

R2 0.3496   

Adjusted R2 0.3453   

F 80.6255   

Prob（F） 0.0000   

各行业个体截距结果列入下表 10。 

农、林、牧、渔业 -0.190775 

采矿业 0.370533 

制造业 -0.2598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256337 

建筑业 -0.022475 

批发和零售业 -0.11969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288996 

住宿和餐饮业 -0.42495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95571 

金融业 0.303412 

房地产业 0.02387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5542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22501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0280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54881 

教育 -0.1793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5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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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3763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053672 

时间截距结果列入下表 11。 

2005 -0.516161 

2006 -0.357266 

2007 -0.16826 

2008 0.008345 

2009 0.138657 

2010 0.162745 

2011 0.296552 

2012 0.435388 

估计结果显示，工作经验系数估计值与常数项都通过了 t 检验，F 统计量也是显著的，说明工

作年限对行业收入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调整后的 R2仅为 0.35，模型估计的拟合度偏低，加

上工作经验的系数估计值为-0.076，系数非常小，表明工作经验单独作为解释变量并不能很好地解

释行业收入变化及行业收入差距。 

（三）学历、资历对行业收入的影响 

运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基本模型如下公式（3）： 

           Log(inc)=c+ci+ct+β1eduit+β2expit+v      （3） 

其中，Log（inc）表示居民个人年收入的对数；edu 为受教育年限；exp 为工作年限；v 是随机

误差项。 

利用 eviews 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如下表 12。 

表 12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75.41 2 0.0000 

由于 Hausman 统计量的值为 75.41，相对应的 p=0.0000<0.01，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

型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13。 

解释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P 值 

c 10.01151 16.46336 0.0000 

edu 0.125716 3.674147 0.0004 

exp -0.057209 -4.014034 0.0001 

R2 0.96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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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ed R2 0.963425   

F 148.3154   

Prob（F） 0.0000   

各行业个体截距结果如表 14。 

采矿业 0.44508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38620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168503 

金融业 0.133311 

建筑业 0.131384 

农、林、牧、渔业 0.06379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049618 

批发和零售业 0.0387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000404 

房地产业 -0.01409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2402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56785 

制造业 -0.05861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6329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102326 

住宿和餐饮业 -0.18884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210817 

卫生和社会工作 -0.238425 

教育 -0.459011 

时间截距结果如表 15。 

2005 -0.441036 

2006 -0.351955 

2007 -0.164893 

2008 0.038217 

2009 0.114468 

2010 0.147365 

2011 0.265745 

2012 0.392089 

由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常数项、工作年限的系数估计值与教育的系数估计值均

通过了 t 检验，F 统计量显著，且调整后的 R2为 0.963，该模型的拟合度优于模型 1，说明将工作

年限引入模型是有意义的。第二，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值为 0.126，工作年限的系数估计值为-0.057，

说明在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的共同影响下，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 1 年，收入水平将增加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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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限平均每增加 1 年，收入水平将降低 0.057%，而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 1

年，收入水平将增加 0.21%，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工作年限平均每增加 1 年，收入水平将降低 0.088%，

相比较可以发现教育对收入的正影响程度下降了，工作年限对收入的负影响程度也下降了，进一步

说明教育与工作年限之间有抵消效应，原因在于教育与工作年限共同影响行业收入，起增长作用的

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起下降作用的工作年限拉低，同样起降低行业收入水平作

用的工作年限的降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起增长作用的受教育年限下降。第三，通过比较不同行

业个体截距可以发现，截距项较大的几个行业为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截距项较小的几个行业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

作，教育；最小值为-0.46，最大值为 0.45，在学历、资历相同的情况下截距大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

比收入水平更高，截距小的则相反。第四，时间截距逐年递增，说明我国城镇居民行业平均收入正

逐年增加。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面板数据的三个计量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行业总平均工资在不断上升，各个行业工资增长幅度差别较大，高工资收入在不断地向少

数行业聚集，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而大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较低，可以说少数行业占有了较多的收入份额。 

2、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受教育年限越长，居民个人平均

收入水平就越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加 0.21%。就说明

目前我国的城镇居民中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之间仍然是正相关的。 

3、工作年限与收入水平呈负的相关性，但影响程度很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工作年限每增

加一年，收入水平仅下降 0.075%。原因在于行业平均工作年限增长的原因主要是退休职工人数小

于新进职工人数，而现阶段我国各行业普遍存在职工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的特征，即年轻职

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老职工受教育程度较低。 

4、当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两因素共同影响收入水平时，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城镇居民

收入增加 0.126%，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城镇居民收入降低 0.057%，受教育年限与居民收入呈正相

关，工作年限与居民收入呈负相关，但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资历（工作年限）即工作经

验的积累本身对于提高收入水平是有正面效应的，只是工作经验的收益率不如教育的收益率大。 

5、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个体截距可以发现，截距项较大的几个行业为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截距项较小的几个行业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在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共同作用下，各行业个体截距项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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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0.46，最大值为 0.45，在学历、资历相同的情况下截距大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水平更高，

截距小的则相反。时间截距呈逐年递增，说明我国城镇居民行业平均收入正逐年增加。与图 1 中的

观察结果相一致，说明我国现阶段采用的经济发展政策效果良好，居民生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近

几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说明我国的义务教育政策正在发挥效果，居民的教

育意识在提高，我国的综合文化素质也在逐渐上升。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行业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别是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低收入行业

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改善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努力方向，行业人力资本水平即代表行业内从业者的

受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提高行业人均受教育机会，人均

受教育年限不同，其所获得的知识水平也呈现出很大差别。高收入行业能够吸引到更多高素质的劳

动力，而低收入行业则聚集了更多文化层次较低、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劳动力。因此需要普及教育，

提高各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其次，要优化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

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总体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即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缺乏管理能力的劳

动者占了较大的份额比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的管理人才则相对较为缺乏。并且，那些高素质人

才大多都集中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非生产部门，而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的人力

资本相对不足，因此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引导人才在行业间的流动。如扩大农林牧渔业等专业

的招生规模，提高这些低收入行业中一线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等，还可以针对劳动力市

场差异快速传递劳动力供需信息，改善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分配。最后，要注重向竞争性强的基础

产业行业投入政策和补贴支持。我国各行业收入水平增长差别较大，一方面国家的市场改革主要是

通过行业内部的竞争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竞争使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地配置，同时使得行业间的平

均利润率降低，从而抑制工资水平的上涨。可以发现，凡是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都比

较慢，如农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等；而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竞争性行业，如电力，

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分配逐渐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型行业倾斜，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因此，必须增加对竞争性强的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以

帮助这些行业吸收更多的高知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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