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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分评定：人民公社时期
底分影响因素分析

黄英伟　吴　萍

【提　要】本文利用独特的人民公社数据，计量分析了人民公社社员底分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劳动者的底分明显低于男性；年龄对底分的影响呈倒 Ｕ形，但男性劳

动者的底分下降时间要比女性劳动者晚两年左右；居住在本生产队、拥有党员或团员等政

治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对底分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地点、职务、特殊技能对底分没有显著

影响，同时阶级成分对底分也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理解人民公社内部劳动管理及劳动

配置等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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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分儿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工分收入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

入，因此 “挣工分”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工分收入

直接关系到农户劳动积极性。

工分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即底分和劳动时间。简单来讲，底分相当于工资率，由工资率乘以劳

动时间就是工分收入。所以，底分对于人民公社社员非常重要，每一个社员都极其关心，直接关系

到其家庭收入。

底分是通过 “底分评定”过程确定的。已有学者对底分的评定依据做出了概括性描述，如辛逸

认为底分评定的依据通常是社员的年龄、性别、体力、劳动技能等，底分通常每半年或一年评一次，

也有每季或每月一评的，一般是在社员大会上，以 “自报公议”的方式产生。① 张乐天认为底分是根

据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其中包括体力、劳动技能、“手脚快慢”等因素）和劳动态度而评定的基本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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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定看似是依据劳动者的能力和态度，但这是很难衡量的，农民说：“大寨工，大概平分”。①

本文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底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我们利用一个独特的人民公社微观数

据库，通过计量分析计算出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以深入了解人民公社时期都有哪些因素影响底分

的评定，并通过底分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收入。

二、数据与背景介绍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根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实地调查所构建的一个

数据库，该数据库在１９８９年公开出版，其数据涵盖时间为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５年，包括当时农业生产的

各个方面。② 据笔者所知，该数据库是目前唯一一个包含工分底分的数据库。具体而言，包括每个劳

动者的底分、年龄、性别、阶级成分、政治身份、受教育年限、是否拥有特殊技能等。

该数据库调查的地点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大河乡 （原大河公社），位于石家庄市西北部，当时是

典型的农业区，以种植小麦为主，现在已经成为石家庄市的郊区 （完全城市化）。原大河公社包括１５
个生产大队，１２０多个生产 队 （个 别 年 份 有 所 不 同），５８００多 户、平 均 每 户５．８人、２．２个 劳 动 力

（１９７９年）。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取自该数据库中的一个子数据库，源于分别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５年对家庭中

个人所做的详细调查。该子数据库从原大河公社的１５个生产大队中选取５个，再从这５个生产大队

中分别选取１个生产队，选取原则为该生产队的收入近似是该生产大队的平均收入，而５个生产大

队的选取原则是贫富兼顾。然 后，对 所 选 取 的 生 产 队 进 行 普 查 式 的 访 谈，包 括 家 庭 中 的 每 个 成 员。

最后所得样本量为５７０个，平均每个生产队３０多户。

因本文要考察的是底分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考虑到数据结构，选择的研究方法是

简单的线性回归，如式 （１）所示：

Ｂａｓｉｃｐｏｉｎｔ＝α＋βＸ＋ε （１）

其中，Ｂａｓｉｃｐｏｉｎｔ是每个劳动者的底分；Ｘ 是底分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如 性 别、年 龄、阶 级

成分等；β是每种可能影响因素的影响系数，系数的正负表示影响的方向、系数的大小表示影响的程

度；α是常数项；ε是残差项，即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

底分相当于个体的工资率，通常在每年的冬季 （农闲时节）由生产队统一评定。底分评定主要

依据的条件有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劳动能力、阶级成分、劳动态度等。所依据的评定条件大致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硬标 准”，如 年 龄、性 别、阶 级 成 分 等；另 一 类 是 “软 标 准”，如 劳 动 能 力、

劳动态度等，“软标准”部分的评定具有很大的弹性。

一般认为１６～５０岁正常标准男劳动者为全劳动力，底分为１０分，其余劳动者与此相比不同程

度地减分，如年龄在１６岁以下或５０岁以上或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差等相应减分，为９．５分、９分或

８．５分等。③ 这意味着不同 底 分 的 人 即 使 干 相 同 的 农 活 也 不 能 拿 相 同 的 工 分，如 甲 的 底 分 为１０分、

乙的底分为９分，则甲和乙同质同量的完成一件工作后，甲可得１０个工分、乙只能得９个工分。

底分确定以后，在接下来的劳动过程中都会按此底分计算劳动者的收入，因此底分与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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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息息相关，每个劳动者在底分评定过程中总是锱铢必较。底分一般会一年调整一次，但除了年

龄变化这一较明显的指标以外，基本上是对原有底分的重新确认。①

底分及其各种影响因素的变量名称、解释和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名称及其解释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ｂａｓｅｐｏｉｎｔ 底分 （分） ５７０　 ９．７５　 １．４６　 ５　 １３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女＝１） ５７０　 ０．５１　 ０．５０　 ０　 １

ａｇｅ 年龄 （岁） ４８３　 ３５．６６　 １１．９５　 １２　 ７０

ａｇｅ２ 年龄平方 ４８３　 １４１４．５８　 ９４３．８１　 １４４　 ４９００

ｓｔａｔｕｓ
是否党员或团员

（是＝１）
５７０　 ０．１３　 ０．３４　 ０　 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是否住在本生产队

（是＝１）
４８５　 ０．９７　 ０．１７　 ０　 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工作地点是否在本

生产队 （否＝１）
４８５　 ０．１９　 ０．３９　 ０　 １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是否有职务 （是＝１） ４８５　 ０．２４　 ０．４３　 ０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受教育年限 （年） ４８０　 ５．１９　 ３．２０　 ０　 １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是否有特殊技能 （是＝１） ５７０　 ０．０９　 ０．２９　 ０　 １

名称 数量

ｃｌａｓｓ 阶级成分

贫下中农 （ｃｌａｓｓ１） ２６７

中农 （ｃｌａｓｓ２） １５９

上中农、地主富农 （ｃｌａｓｓ３） ４５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底分 （ｂａｓｅｐｏｉｎｔ），其均值为９．７５，最大值为１３，最小值为５。我们重点关

注的解释变量是性别和年龄。

由表１可知，样本量的５１％为女性。从图１可以直观地看出，性别和 底 分 具 有 明 显 的 相 关 性，

男性平均底分为１０．４７分，女性平均底分为９．７５分，男性的平均底分明显高于女性。

年龄对底分的影响如图２所示。一般来讲，人民公社成员在１６岁 （或１８岁）以后进入到正式

劳动力行列，而在此前，他们将以 “半劳动力”的形式加入到劳动当中，这种情况在当时是被鼓励

的。同时，男青年和女青年在成为 “整劳动力”的时间上稍有差别，一般男青年要早一点。② 从 “半

劳动力”到 “整劳动力”，底分数会逐年增加，在三四十岁时达到最高值，随后由于体能等方面的下

降，底分数也会随之下降。图２中的拟合线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此外，女性由于照料家庭与生育

子女等，体能下降会更快。

８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②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底分计算的工分大多属于定时工分，此外还有一种工分 形 式 是 定 额 工 分。在 定 额 工 分 的 劳 动 中，理 论

上讲底分并不起作用，如一个定额工分为１５分，则不管底分是多少的劳 动 者 做 完 该 项 工 作 均 得１５个 工 分。但 总 体 来 讲，定 额

工分在人民公社时期所占的比例较小。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３页。



图１　不同性别的平均底分

图２　年龄与底分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利用河北省原大河公社１９７９年的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式 （１）得到表２的计量结果。其中，第

（１）栏为只考虑劳动者性别和年龄变量的计量结果；第 （２）栏为在劳动者性别和年龄变量基础上，

加入政治身份、居住地、工作地点、职业、受教育年限、特殊技能等变量以后的计量结果；第 （３）

栏是又加入了阶级成分变量以后的计量结果。

表２　底分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１） （２） （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６１６＊＊＊ （０．１０２） －１．４６５＊＊＊ （０．１１４） －１．４６６＊＊＊ （０．１１７）

ａｇｅ　 ０．２９３＊＊＊ （０．０２４） ０．２７９＊＊＊ （０．０２５） ０．２８６＊＊＊ （０．０２６）

ａｇｅ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４１８＊＊＊ （０．１５０） ０．４５０＊＊＊ （０．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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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０．７３１＊＊ （０．３１９） ０．７４４＊＊ （０．３２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 －０．２６７ （０．２３４） －０．２８１ （０．２３８）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０．０６６ （０．２１３） ０．０５５ （０．２１５）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０．１０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８０）

ｃｌａｓｓ２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５）

ｃｌａｓｓ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７９３＊＊＊ （０．４４２） ５．５０３＊＊＊ （０．４９６） ５．３６３＊＊＊ （０．５２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８３　 ４７９　 ４６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９　 ０．４８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括号中的数值为变量系数的标准误。

从表２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１）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对底分有显著影响。性别是底分评定的主要依据，女性底分显著比男性低，

平均而言，女性底分比男性低１．６２分左右。这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通常而言女性在体力上要较男

性为差，而人民公社时期是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时期。①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女性底分依旧比男

性低１．４７分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女性的劳动投入。②

（２）年龄 （ａｇｅ）对底分有显著影响。我们既考察了年龄的一次项情况，也考察了年龄的二次项

（ａｇｅ２）情况。年龄在底分评定时是重要的考察指标，其实在熟人社会中所谓的 “软指标”是很难衡

量的，而此时的 “硬指标”就显得更加关键。同时，年龄也承载了一定程度的劳动能力。１８岁之前

通常都作为 “半劳动力”使用，底分自然只有 “整劳动力”的一半左右，随着年龄的增加底分逐渐

增多，但当年龄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劳动能力开始减弱，底分也会相应减少，这是自然的生命周期

过程。③ 如表２所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一开始对底分是正向影响，年龄每增加一岁，底分大约增加

０．２９分；但到一定年龄时底分又开始减少，年龄每增加一岁，底分减少０．００４分。年龄对底分的影

响呈倒Ｕ形，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３）政治身份 （ｓｔａｔｕｓ）对底分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民公社时期是 “又红又专”的年代，拥有党

员或团员等政治身份具有明显的优势，他 们 不 仅 享 有 政 治 资 源，在 底 分 评 定 上 也 有 比 较 优 势。表２
显示，拥有党员或团员等政治身份的社员底分高于普通群众，高出０．４分以上。

（４）居住地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和工作地点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对底分的影响。本文中居住地分为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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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和非本生产队。从居住地来看，住在本生产队的社员在底分评定上具有明显优势，显著高于住在

非本生产队的社员。从工作地点来看，是否在本生产队工作对底分没有显著影响。

（５）职务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和特殊技能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对 底 分 的 影 响。职 务 包 括 生 产 队 干 部、生

产大队干部、国家干部、工人、军人等，特殊技能包括马夫、修理工、木匠等，计量结果显示这两

个变量对底分均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这说明干部等职务拥有者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增

加底分，可见当时的社会相对较为公平；① 另一方面，拥有特殊技能者底分也没有显著增加，这似乎

与通常的想象不太一样，但实际上也好理解。因为底分主要是在干农活时体现的，有特殊技能的人

在劳动时其工分数通常采用计件工资制或者会临时调整他们的工分数。如一个木匠，可能他的底分

是１０分，即干普通农活时底分是１０分，但当有木工活时他们干一天可能是１５分或者２０分等，有点

像计件工资制，或者说实际上是变相调整了底分数。

（６）受教育年限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对底分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则底分增

加０．０４７分。虽然影响较小，但是显著存在，说明在人民公社时期教育对农民来说也是重要的。

（７）阶级 成 分 （ｃｌａｓｓ）对 底 分 的 影 响。我 们 将 阶 级 成 分 划 分 为 贫 下 中 农 （ｃｌａｓｓ１）、中 农

（ｃｌａｓｓ２）和上中农、地主富农 （ｃｌａｓｓ３）三类，计量结果显示阶级成分对底分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

说，当时在底分评定时阶级成分并不是主要考量因素。虽然阶级成分不好的社员在底分评定上没有

明显的劣势，但在分配农活时会受到影响，经常会分给他们一些不太好的农活。

通过表２得知年龄对底分的影响呈倒Ｕ形，同时，我们也知道年龄对底分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中

的表现是不同的，女性退出劳动者队伍的时间要比男性早，为此我们专门针对年龄对不同性别劳动

者底分的影响进行回归 （见表３）。

表３　年龄对不同性别劳动者底分的影响

（１） （２）

变量 女性劳动者底分 男性劳动者底分

ａｇｅ ０．２２０２＊＊＊ （０．０３８２） ０．３２３８＊＊＊ （０．０３３４）

ａｇｅ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４）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０　 ２４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５９　 ０．３８６

　　注：＊＊＊表示ｐ＜０．０１；括号中的数值为变量系数的标准误。

表３显示，年龄对底分的影响无论是对女性劳动者还是对男性劳动者均呈倒 Ｕ形，这与表２的

回归结果一致；但对两者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底分随着年龄的变

化先上升后下降的拐点不同。通过计算，我们分别得出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底分拐点的年龄值，

发现男性劳动者底分拐点的年龄是３８．５岁，女性劳动者底分拐点的年龄是３６．７岁，即男性劳动者

的底分下降时间要比女性劳动者晚两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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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利用河北省原大河 公 社１９７９年 的 微 观 个 人 数 据，计 量 分 析 了 人 民 公 社 社 员 底 分 的 影 响 因

素。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劳动者的底分明显低于男性；年龄是底分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底分的影

响呈倒Ｕ形，但男性劳动者的底分下降时间要比女性劳动者晚两年左右；居住在本生产队、拥有党

员或团员等政治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对底分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地点、职务、特殊技能对底分没有

显著影响，同时阶级成分对底分也没有显著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人民公社社员而言，底分的重要性比其他社会的工资率要大的多，因为他们除

了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势必极其关注自己的底分。因此，本研究对理解

人民公社的成效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具有一定的帮助。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没有直接计量劳动能力的变量，但年龄变量似乎可以包含部分劳动能力的

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该变量缺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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