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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创新》

内容概要

《激励与创新:劳动力成本对竞争力的影响》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探讨劳动力成本和工业竞争力
之间的作用机理为主线，以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为分析框架，提出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的观点，
验证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内在作用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对工资理论、竞争力理论以及创新理论进行综述；对劳动力成本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分析
劳动力成本和我国工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从价格竞争力、差异化竞争力角度探讨劳动力成本的激励
功能；提出促进劳动力成本激励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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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6激励功能：价格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 6.1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效率作用机制 6.2劳动力成本激励功能的
再检验 6.2.1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6.2.2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 6.3劳动力成本的激励功能与
结构优化 6.3.1理论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6.3.2实证分析结论 6.3.3劳动力成本结构优化路径 7技术
创新：以差异化竞争实现劳资双赢 7.1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 7.1.1技术创新能力是竞争力
的重要来源 7.1.2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的逻辑路径 7.2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7.2.1劳动力
成本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实证分析 7.2.2人力资本存量与技术创新能力 8形成劳动力成本与竞争力的良性
循环 8.1两个均衡和两个循环：形成与存在条件 8.1.1劳动力成本与竞争力两个均衡的存在 8.1.2高劳动
报酬一高竞争力的均衡条件 8.2挤出就业：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硬伤？ 8.2.1劳动力成本变动挤出就业
8.2.2创造与补偿：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就业效应 8.3形成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竞争力良性循环的政策建议
8.3.1破除压制工资增长体系，确认积极成本思想 8.3.2以劳动力产权和效率工资为依据，提高劳动者收
入 8.3.3打破垄断，促进劳动力成本激励功能的发挥 8.3.4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改变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格
局 8.3.5加强工会建设，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 8.3.6探索产学研合作体系，引导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参
考文献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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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职工（就业人员）人均工资的演进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业部门劳动力成本
的变动情况，但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水平。与劳动力成本最接近的可获得的统计指标是劳动者
报酬。劳动者报酬概念是指雇员因提供劳动而获得的回报。按照前述劳动成本的标准统计定义，从中
除去税收部分（例如就业税或工资税），工人的交通费、工作服装费和招聘等其他费用，以及企业在
提供职业训练和福利设施方面的支出之后，劳动成本直接对应着劳动者报酬。 3.1.2.2工业部门劳动者
报酬历史演进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了各地区三次产业的1993
～2004年劳动者报酬数据。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
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
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
，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根据《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历史资料（1952～2004）》，工业部门劳动者报酬从1993年的5052.83亿元增长
到2004年的21215.05亿元，年均增长13.93％。其中1993～1997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 白重恩、钱震杰对
此的解释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开始进入市场，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
低于其他经济形式，经营利润也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形式，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为稳定社会、稳定就
业，工人工资和雇员人数必须随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同时，各种经济形式的增加也提高了市场竞争
程度，各行业垄断力下降，成为劳动收入份额迅速上升的另一主要原因。此后，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导
致劳动者报酬大幅度下降。2004年劳动者报酬出现跳跃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法GDP的核算
在2004年将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造成的。2004年之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规定，“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全部视为劳
动者报酬，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获得的利润”。在2004年之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
“对于个体经济来说，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视为营业利润，而劳动者报酬
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见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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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激励与创新:劳动力成本对竞争力的影响》适合高校研究人员、政府政策制定部门以及对收入分配改
革、竞争力变迁等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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