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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享受工资溢价了吗?*

———对户籍来源地“反向歧视之谜”的再检验

刘金东 秦子洋 孔培嘉

摘要: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外地人收入显著高于本地人的现象,这与传统的户籍地歧视观

点恰好相反,被研究者称为“反向歧视之谜”。该谜题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劳动力市场为什么

会出现外地人工资溢价的现象,都亟待得到有效检验。本文利用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数据,将人口流动划分为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两种类型,在控制外地人和本地人特

征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效应模型,两种流动类型均不存在显著的“反向歧视”问题,考虑内

生性和使用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嵌套等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本文观

点。进一步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和Theil嵌套分解等的结果表明,外地人工资溢价假象不仅

仅是自选择效应所致,其中还有被选择的因素,特别是针对外地人的所有制歧视迫使生产力偏高的

外地人进入非国有单位与生产力较低的本地人竞争,造成了这一被动性结果。本文结论不仅没有

支持外地人在工资收入上被优待的观点,反而证明了外地人仍然受歧视的客观事实。
关键词:流动人口 工资溢价 户籍来源地 反向歧视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劳动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范围内现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约为2.61亿,剔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部分,仍
有2.21亿流动人口。从微观来看,跨地区迁移流动是劳动者寻求更好就业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孙三百等,2012)。从宏观而言,人口流动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王金营、李竞博,2016)。但由于体制问题,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固有的障碍因素限制了外地人

口的市民化进程,使得外来劳动者无法在本地市场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在2011年之前的

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存在对外地户籍就业者的双重歧视:一是特定部门的就业机会歧视;二
是“同工不同酬”的收入歧视,造成外地人的平均收入偏低(王美艳,2005;邓曲恒,2007)。但以2011
年为界,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相对收入差距的问题出现了明显的研究拐点。在此之前,针对流动人口

相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大多围绕农民工群体,故而容易混淆针对户籍性质的歧视和针对户籍来源地的

歧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将“户籍性质歧视”和“户籍来源地歧视”相剥离,认为以往的研

究没有有效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户籍歧视,对外来农民工的收入歧视到底是因为农村户口性质还是

因为他们来自外地,并没有得到直接的验证。从2011年开始,当研究者控制了户籍性质变量后,发
现户籍来源地歧视不仅消失了,反而出现了“外地人平均收入偏高”的颠覆性结论,例如,章元和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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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基于2005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剔除对农村户籍性质的歧视以外,外地工人获

得了10%的工资溢价:徐凤辉和赵忠(2014)利用2012年度涵盖北京、齐齐哈尔、长春、济南等10个

城市的“中国雇员-雇主匹配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外地人比本地人工资高出16%;Kuhn&Shen
(2015)基于厦门人才网的微观招聘数据发现,外地求职者相比本地求职者总能得到更高的雇主应答

率,即相比本地人,雇主更加青睐外地人。以上研究只是基于部分大中城市的研究结果,陈昊等

(2017)基于范围更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也验证了外地人收入更高的事实,并将

其称为户籍来源地的“反向歧视之谜”。
为什么会出现户籍来源地的反向歧视? 截至目前共有五种观点:(1)被迫创业说。宁光杰

(2012)认为,收入水平排序上长期工优于自雇创业,自雇创业优于短期工,当外地人在本地劳动力市

场无法获得较好的长期工就业机会时,只能被迫选择次优的自雇创业,创业成功并留下来的外地人

抬高了外地人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2)自选择效应说。徐凤辉和赵忠(2014)以及Kuhn&Shen
(2015)的研究均认为,外地人的正向自选择动机使得迁移到本地的外地就业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生

产力优势,故而能够获得优于本地人的薪资收入。(3)需求效应说。章元和王昊(2011)推测,能够获

得来沪工作机会的非农就业人员多为本地短缺的劳动力和人才,故而他们能够享受到工资溢价。
(4)收入补偿说。陈昊等(2017)在Kuhn&Shen(2015)的推理基础上认为,深层次的入籍障碍造成

外地人很难获得与本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故而雇主倾向于通过工资溢价来补偿社会保障的缺

失。(5)社会资本说。亲友圈子组建的社会网络能够让就业信息更加充分,也让就业机会更加突出,
国内外部分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个体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Simon& Warner,1992;叶静

怡、武玲蔚,2014)。考虑到户籍来源地的“反向歧视”针对的是基于雇佣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将“反向

歧视”的研究视角限定于劳动性收入,那么自营收入偏高并不能被归于其中,故而“被迫创业说”无法

从根本上解释当前外地就业者工资偏高的现象。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首先将“反向歧视”界定为:在
保持劳动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户籍来源地不同所导致的收入差异(章元、王昊,2011)。这

意味着,只有当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个体特征后,外地人的劳动收入依然显著高于本地

人,才能说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反向歧视”。以上除“被迫创业说”之外的四种观点都无一例外地强调

了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及其定价过程的潜在因素。在有效界定“反向歧视”内涵的前提下,标准研究

范式应该致力于依次解决如下问题: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是否存在不能被个体特征解释的收入差

异? 如果不存在,那么表象上的外地人收入偏高事实因何而造成? 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完整地解

答以上研究范式提出的问题。其他四种观点虽然一致否认了市场上存在对本地人的“反向歧视”,但
其实证结果仍有不能被个体特征所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只是基于推测的方式提出了可能的原因,
故而在实证层面既没有完整求证第一个问题,也没有精确求解第二个问题。除了研究范式以外,已
有的实证研究在变量设置上也存在不尽完善之处。

1.对收入的界定不够准确。正如上文所述,“反向歧视”研究的是雇主对雇员户籍来源地的歧

视问题,故而收入只能限定于劳动收入,自营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他类型的收入不在检验范围之

内,应予剔除。已有的研究如陈昊等(2017)并未明确这一处理细节,使得研究的合理性存疑。同时,
反向歧视检验的不应该是总收入口径,使用小时收入口径作为被解释变量才能准确判定是否存在歧

视(宁光杰,2012)。已有的研究除了章元和王昊(2011)以外,均使用了绝对收入口径。实际上,工作

时长是劳动时间,对应于供需曲线上的Q,小时收入是单位劳动时间上获得的对价,对应于供需曲线

上的P,劳动供需决策应统筹考虑P和Q的关系,而非P·Q与Q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小时收入

口径作为研究对象。

2.控制自选择效应的变量不够充分。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虽然有助于控制自选择偏

误,但前提必须是加入与自选择相关的控制变量,故而变量完备是检验结果可信的基本前提。例如,
既有研究均未控制社会资本问题,根据已有的研究,社会资本不仅是劳动者做出跨地区流动决策的

重要考量因素(孔高文等,2017),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陈钊等,2009;叶静怡、武玲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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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当然,社会资本也并不必然带来工资溢价,Fangetal(2016)等文献的研究表明,通过熟人推

荐获得工作机会的流动人口反而存在显著的工资折价问题,此时社会资本释放出一种“能力不够、关
系来凑”的信号,同时阻断了劳动者议价的灵活性,从而给收入水平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Kuhn&Shen(2015)使用的是厦门人才网招聘数据,恰恰厦门就是边燕杰和王文彬(2012)调
研中社会资本总量最高的城市。社会资本不仅影响迁移决策、工作机会、收入水平,还能影响个体的

行业去向,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个体劳动报酬率,故而有必要把它作为重要的个体特征纳入控制范围

之内。

3.没有考虑不同的流动类型。无论是Borjas(1987)等研究者基于Roy模型的跨国迁移理论,
还是当前国内人口流动的微观实证研究,大多数人口流动的方向都是从经济较差地区到经济较好的

地区,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孙三百等,2012;孟美侠等,2019),本文将其称为

“向上流动”。但是,也有少部分劳动者是从经济较好地区到经济较差地区工作,或者是在经济发展

水平相当的地区间流动,我们将其统称为“非向上流动”,其动机很难等同于传统研究中的“向上流

动”。如果不加区分统一回归的话,等同于强行认定两类流动人群的行为特征一致。将存在异质性

的两类样本作同质性看待,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误。本文按照户籍地和工作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将流动人口精确划分为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两种类型,从划分流动类型视角下对比“反向歧视”的
检验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主要有三点研究创新:一是界定了不同流动类型,分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

动两种流动人口样本分别检验“反向歧视之谜”,如果谜题不存在,则应该在每一种流动类型下均不

能通过检验;二是以每小时获得的劳动性收入(下文简称“小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社会资

本、高危职业等各种控制变量以充分控制自选择效应,提高了本文“反向歧视之谜”检验结果的可信

性;三是本文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否定“反向歧视之

谜”的存在性上,还进一步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和Brown分解等方法详细探究背后造成“反向歧

视”表象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二、数据说明、方法介绍与变量构造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考虑到本文有必要控制产业虚拟

变量和高危职业虚拟变量,2015年以及2012年以前年度的CGSS数据缺少详细的行业统计指标,故
本文使用的是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的CGSS数据库样本,删除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和无

职业者样本。本文按照户籍地和工作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流动人口划分为非向上流动和向上

流动两种类型。虽然CGSS数据库提供了户籍地所在城市,但工作地只具体到所在省份,故而两种

流动类型的划分无法具体到城市,只能按照户籍所在省份和工作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粗略

划分。此处为每个流动人口样本匹配上户籍所在省份和工作所在省份过去10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数

据,2012年样本使用2002~2011年数据,2013年样本使用2003~2012年数据,数据整理自《中国统

计年鉴》。由于过去10年有不少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互有高低,如果简单地以均值比较并不能清晰

反映过去一段时期内两地经济水平的相对高低,此处以户籍所在省份和工作所在省份过去10年人

均生产总值进行成对样本t检验,通过t检验结果来判定工作所在省份人均生产总值是否显著高于

户籍所在省份。考虑到流动人口样本较少,为了尽可能保留样本,我们将户籍地城市为本省最发达

城市的流动人口(即由最发达城市向省内其他城市流动的人口)作为省内非向上流动人口,与上述跨

省非向上流动人口合并记为非向上流动类型。2012年和2013年CGSS流动人口中,非向上流动共

计202人,向上流动共计417人。考虑到每一年非向上流动样本较少,我们将2012年和2013年截

面样本合并在一起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让相邻年份的小时收入具有可比性,对2013年样本的小时

收入按照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年份间价格因素的影响,得到最终混合截面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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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收入。表1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收入与小时收入的计算对比结果,可以看到,两种流动类型下

的外地人绝对收入平均值和小时收入平均值均高于本地人。此处只是纯粹的劳动性收入,剔除了自

营收入,仍然在均值上显著占优,表明宁光杰(2012)提出的“被迫创业说”不是造成“反向歧视之谜”
的主要原因。

表1 小时收入的初步对比

年份
2012年 2013年

样本数 收入(元) 小时收入(元) 样本数 收入(元) 小时收入(元)

本地人 3293 30318.63 13.52 2836 35900.10 15.75

外地人 302 42658.87 20.26 317 53183.28 21.13

非向上流动外地人 114 36210.53 17.11 88 49023.86 19.53

向上流动外地人 188 46569.04 22.17 229 54781.66 21.75

(二)处理效应模型

我们利用回归方法分析是否存在“反向歧视”现象,构建工资方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Wagei =α+β·Migrationi+λ·Θi+μi+εi (1)

其中,Wage为关键的被解释变量“小时收入”,Migration为“是否流动人口”,方程的控制变量

见表2,μi 为个体工作所在地的省份固定效应,εi 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Migration存在很强的自选

择现象,并非随机抽样的结果,而是一个典型的虚拟内生变量。为了控制自选择偏误,我们参考

Chun&Lee(2001)的研究选择使用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effectmodel),该模型对“是否结婚”的
虚拟内生变量建模,以检验是否存在“结婚者收入更高”的婚姻溢价问题。我们的问题比较类似,虚
拟内生变量为“是否流动人口”。处理效应模型的本质接近于 Heckit两步法回归。第一步是基于

probit回归的以“是否流动人口”(Migration)为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方程,解释变量与工资方程一致,
额外加入了“兄弟姐妹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兄弟姐妹是就近照顾父母的代替者,兄弟姐妹数量与流

动决策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第二步是工资方程回归,在加入式(1)中所有变量的同

时,也加入选择方程probit回归基础上获得的逆米尔斯比率以矫正自选择偏误,此时看“是否流动人

口”(Migration)的系数估计值是否显著,以判断是否存在“反向歧视”现象。
(三)变量选取

除了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外,参考章元和王昊(2011)等文献,共选取以下14个方面的

控制变量,见表2。

表2 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Exp 工作年限 Capital 社会资本

Exp2 工作年限平方 Time 每周工作时长,以小时数计

Gender 性别,男性为1 Insurance 是否参与社保,参与为1

Edu 受教育年限 Eddummy 产业虚拟变量

Statu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为1 Danger 是否高危职业,是为1

Marriage 婚姻状况,有配偶为1 Ownership 单位所有制性质,国有单位为1

Farmer 户口类型,农业户口为1 Data12 是否2012年数据,是为1

考虑到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个体的劳动报酬率,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社会网

络中可以被利用的社会资源,参考徐超等(2017)的研究,从社会网络规模角度以亲友交际频次作为

社会资本(Capital)的代理指标,具体来源于CGSS数据库的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常在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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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聚会”,按频率由小到大赋值。每周工作时长(Time)存在极端值,对样本进行双边1%缩尾处

理。产业虚拟变量(Eddummy)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别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将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归为第四类,针对前三类产业分别构建虚拟变量。由于具有较大风险的

高危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风险补偿,我们控制了“是否高危职业”(Danger),该指标以“是否高危行

业”与“是否低级别工人”交乘得到。“是否高危行业”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较高工伤风险的行业

筛选得到,“是否低级别工人”取自CGSS访谈中“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的受雇者类型。考虑

到以上变量不能控制的年份固定效应,我们也设置了样本年份虚拟变量(Data12),若数据来源于

2012年则为1,反之则为0。

三、“反向歧视”的存在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处理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全样本、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下的 Migration的系

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将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外地人样本的工资

水平均不高于本地人样本,不存在特别针对外地人的工资优待,“反向歧视之谜”被证伪。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全样本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Migration
-3.154
(-1.33)

-7.168
(-1.44)

-2.818
(-1.52)

Exp
0.250***
(4.30)

0.220***
(3.43)

0.299***
(4.09)

Exp2
-0.005***
(-4.68)

-0.004***
(-3.95)

-0.006***
(-4.25)

Gender 4.469***
(10.78)

4.838***
(10.31)

4.736***
(9.45)

Edu 1.164***
(14.03)

0.907***
(10.07)

1.406***
(13.52)

Statu 1.218**
(2.04)

0.802
(1.20)

1.780**
(2.42)

Marriage
2.065***
(3.55)

2.006***
(2.89)

2.637***
(3.79)

Farmer
0.975
(1.64)

0.050
(0.09)

1.915**
(2.52)

Capital
-1.343***
(-5.81)

-1.205***
(-4.72)

-1.188***
(-4.07)

Time -0.314***
(-25.67)

-0.309***
(-24.24)

-0.348***
(-20.88)

Insurance
0.737
(1.11)

0.856
(1.20)

0.560
(0.72)

Eddummy1
1.246
(0.79)

0.544
(0.33)

2.055
(0.92)

Eddummy2
5.589***
(6.67)

5.221***
(5.52)

6.184***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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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全样本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Eddummy3
4.009***
(5.10)

4.008***
(4.49)

4.912***
(4.82)

Danger
-3.542***
(-5.98)

-3.777***
(-5.73)

-3.555***
(-5.00)

Ownership
-2.382***
(-4.94)

-2.249***
(-3.96)

-2.278***
(-3.95)

Data12 -1.822***
(-4.78)

-1.910***
(-4.48)

-2.102***
(-4.48)

逆米尔斯比率 3.306**
(2.19)

6.545***
(2.74)

3.286***
(2.94)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6229 4946 3936

adjR2 0.303 0.252 0.342

  注:(1)*、**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2)括号内为t值,下同。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工作年限(Exp)的符号为正,工作年限的平方(Exp2)符号为负,符合预

期。性别(Gender)、受教育年限(Edu)、婚姻状况(Marriage)、政治面貌(Statu)、第二产业就业类型

(Eddummy2)和第三产业就业类型(Eddummy3)都对小时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社会资本(Cap-
ital)、工作时长(Time)、高危职业(Danger)、单位所有制性质(Ownership)都对小时收入有显著的负

效应。其中,社会资本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社会资本并不利于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支持了Fanget
al(2013)等文献的研究结论。高危职业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工资定价上并没有显著的风险补偿效

应,反而越是高危职业的收入水平越低,这可能与该类职业的进入门槛偏低、劳动供给偏多的特征有

关。单位所有制性质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越是国有单位,收入水平越低,这可能与国有单位特殊

的薪酬体系有关。国有单位更接近于一种“共享式薪酬体系”,相当于同时设置了收入分布的上限和

下限,“旱涝保收”的薪酬特征对低收入能力者非常有利,但对于高收入能力者施加了一个天花板,反
而不利(Lang&Palacios,2018;刘冲、张红,2020)。故而,国有单位的薪酬体系胜在方差上,而在均

值上反而受损,这是国有单位性质显著降低小时收入的重要原因。另外,社保(Insurance)系数不显

著,也表明陈昊等(2017)提出的收入补偿效应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支持。逆米尔斯比率显著为正,意
味着确实存在自选择偏误,且自选择偏误偏向于收入的提高。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已在基准估计部分加入了变量“是否农业户口”以控制可能的户籍性质歧视,但为了避

免存在户籍性质歧视和户籍来源地歧视之间的混淆效应,本文进一步去除农业户口样本,仅对

非农业户口样本进行分析。表4中稳健性检验1的结果显示,两种流动类型下,Migration的系

数均不显著。由此可见,即使完全控制住户籍性质歧视,仍然不存在针对户籍来源地的“反向

歧视”。
为了深入论证陈昊等(2017)提出的收入补偿说,本文进一步删除外地人中缴纳社保的劳动者,

仅留下本地人全样本和外地人不缴纳社保的样本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见稳健性检验2。结果显示,两
种流动类型下的Migration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即使是完全没有参加社保、最该得到收入补

偿的外地劳动者,其收入也并未显著高于本地人,这不仅证明了“反向歧视之谜”不存在,也证明了陈

昊等(2017)的观点很难成立。实际上,严格的劳动保护并不能完全弥补市场机制带来的待遇差异,
而只是推动待遇差异从合同保障程度差异向收入水平差异的形式转变(陈东、刘金东,2014)。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待遇得到提高,而收入水平随之下降,故而依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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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补偿说”的逻辑,“反向歧视”在2008年之前要比2008年之后更加显著,这与陈昊等(2017)的实证

结果恰好相反,也从侧面表明“收入补偿说”是站不住脚的。

表4 稳健性检验(一)
稳健性检验1:仅考虑非农户籍样本 稳健性检验2:仅考虑无社保外地人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Migration
-9.536
(-1.02)

7.942
(1.46)

2.154
(0.27)

-3.792
(-0.71)

逆米尔斯比率 9.032**
(2.10)

-1.671
(-0.58)

2.322
(0.54)

4.598
(1.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625 2092 462 383

adjR2 0.257 0.348 0.273 0.317

为防止控制变量“空闲时间是否与朋友聚会”按频次主观赋值不能完全代理社会资本,导致结果

具有一定偏倚,本文进一步根据CGSS数据库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与
“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两者加总作为社会资本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实证

结果见稳健性检验3。其中,不同流动类型下Migration的系数仍然不显著。
由于部分本地劳动者可能是刚刚将户口迁入本地,因此,这部分劳动者的小时收入可能会受到

其过去是外地人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户籍转换的内生性(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为控制这种入籍

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分别删除过去10年内加入本地户籍的样本,重新做回归分析。稳健

性检验4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推论,两种流动类型下,Migration的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并

不存在“反向歧视”。

表5 稳健性检验(二)
稳健性检验3:替换社会资本指标 稳健性检验4:考虑入籍内生性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Migration
-3.762
(-0.79)

-2.559
(-1.38)

-7.042
(-1.41)

-2.876
(-1.55)

逆米尔斯比率 4.858**
(2.11)

3.025***
(2.71)

6.481***
(2.71)

3.329***
(2.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946 3936 4932 3926

adjR2 0.249 0.339 0.251 0.342

考虑到CGSS数据库中外地人样本偏少可能影响结论的可信性,此处以对应年份的中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与CGSS本地人样本嵌套,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嵌套数据无法找到

“是否流动人口”合适的工具变量,此处使用PSM 方法来检验合并后的样本是否存在“反向歧视”现
象。CMDS数据调查指标与CGSS数据库不能完全对应,故而在协变量设置上做几处弱化处理。第

一,考虑到CMDS数据库中不涉及政治面貌,故而PSM分析中舍弃该协变量。第二,CMDS数据库

仅有问题“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将回答为很少与人来往设为0,其他设为1;同理将

CGSS数据库中“是否社交”问题的回答分为两类,回答“很少”或“从未”的样本设为0,其他回答设为

1,统一以此指标作为社会资本协变量。第三,由于CMDS数据库中没有精确的员工岗位指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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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否高危行业”来表征高危职业。第四,由于PSM 方法不能像处理效应模型那样加入分省份虚

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此处为了控制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差异,我们加入了工作地所

在省份的人口迁移率作为协变量,该指标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按照本文的研究需要,将以本地人为对照组,以外地人为处理组,研究两组小时收入的平均处理

效应ATT是否存在显著差异,ATT代表了纯粹因为外地人身份而显著有别于本地人的收入差异部

分。由于不同的匹配方法有不同的优势,因此本文的基准回归部分选取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

回归匹配三种匹配方式。稳健性检验5是基于CMDS和CGSS嵌套数据的全样本进行的PSM分析结

果,稳健性检验6是基于CMDS和CGSS嵌套数据的非农业户籍样本进行的PSM分析结果。两个稳健

性检验的ATT均不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反向歧视”确实不存在。

表6 稳健性检验(三)

匹配方式
稳健性检验5:CMDS嵌套数据全样本 稳健性检验6:CMDS嵌套数据非农样本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近邻匹配
-0.45
(-0.15)

0.19
(0.05)

-0.65
(-0.42)

1.34
(0.80)

核匹配
-0.94
(-0.65)

-2.28**
(-2.24)

-0.73
(-0.63)

0.03
(0.03)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3.82
(-1.29)

-3.11
(-0.79)

-1.89
(-1.23)

0.53
(0.37)

  注:(1)由于合并CMDS外地人数据以后样本量达到3万多,故而设置近邻匹配k=1;(2)鉴于篇幅所限,稳健性

检验部分仅呈现最为关键的ATT估计结果。

四、收入分解结果与分析

“反向歧视”的本质是雇主偏爱外地人而歧视本地人,上文已经否定了“反向歧视”的存在,即
外地人在工资收入上并没有获得雇主优待。以上回归分析或者PSM 方法都是“裁齐”外地人和本

地人基本特征以对比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身份带来的显著收入差异,但现实中外地人和本地人的

基本特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是引发“反向歧视之谜”争论的重要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关

心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特征变量的不同造成了“外地人收入高于本地人”的假象? 换言之,外地

人是因为具备哪些基本特征优势才让他们的收入高出本地人? 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有
很多特征变量对收入有正效应,也有很多特征变量对收入有负效应。外地人工资收入高于本地人

的假象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正效应特征变量上有异于本地人的优势,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

负效应特征变量上规避了本地人的劣势。这些特征变量中,既有就业者可以自选择的因素,也有

诸如单位所有制性质、是否参与社保等被选择的因素。弄清楚以上问题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如果是自选择因素发挥作用,那么就和徐凤辉和赵忠(2014)及Kuhn&Shen(2015)等文献提出的

观点一致;但如果也有被选择的因素掺杂其中,那就意味着外地人不仅未“被偏爱”,还可能“被歧

视”,而收入偏高的假象只不过是歧视下的被动结果而已。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的实证检验。
(一)Oaxaca-Blinder分解

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群体的组间差异之中分解出不同变量的绝对贡献值。
该分解方法可以在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将两个群组的组间收入差异分解为特征变量可解释部分和特

征变量不可解释部分。假设A、B分别表示外地人和本地人,基本分解步骤如下:

WA -WB =βAXA -βBXB = (XA -XB)βA +XB(βA -βB) (2)

其中,第一部分(XA-XB)βA 表示特征变量不同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属于组间收入差异的可解

释部分,第二部分XB(βA-βB)表示特征变量不可解释部分。我们分两种流动类型的外地人样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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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样本互为对照组计算分解组间收入差异,考虑到我们仅是为了检验各个变量上的差异对组间

收入差异的影响,故而表7中只罗列了特征变量可解释部分。结合本文研究需要,显著为正的即是

对外地人工资溢价有正面贡献的特征变量,反之,则是对本地人工资溢价有正面贡献的特征变量。
收入依然采用小时收入口径。

表7 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

变量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分解值 贡献率 分解值 贡献率

Exp -1.257*** -34.79% -2.059*** -34.40%

Exp2 1.010*** 27.96% 1.646*** 27.51%

Gender 0.065 1.81% -0.010 -0.17%

Edu -0.494 -13.68% 0.106 1.78%

Status -0.066 -1.84% -0.103 -1.72%

Marriage -0.231*** -6.40% -0.254*** -4.25%

Farmer 0.053 1.46% 0.009 0.15%

Capital 0.166* 4.60% 0.078 1.31%

Time -1.483*** -41.06% -0.494** -8.25%

Insurance -0.123* -3.40% -0.205** -3.43%

Eddummy1 -0.015 -0.43% -0.019 -0.33%

Eddummy2 -0.232 -6.42% -0.310** -5.18%

Eddummy3 0.447*** 12.37% 0.576*** 9.62%

Danger 0.084 2.33% 0.087 1.46%

Ownership 0.387*** 10.71% 0.462*** 7.72%

Data12 -0.051 -1.41% 0.113** 1.88%

  注:已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从表7中分解结果对比来看,工作年限平方(Exp2)、单位所有制性质(Ownership)、第三产业虚

拟变量(Eddummy3)始终显著为正,提高了外地人的工资溢价,从而推动了“反向歧视”假象的形成。
在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下,三者合计能解释外地人平均工资溢价的51.04%和44.85%。社会资

本(Capital)在非向上流动中也显著提高了外地人工资溢价。

1.产业就业分布对外地人工资溢价的影响。虽然第三产业虚拟变量起到正向影响,但在其他两

类产业虚拟变量的抵消之下,产业分布的总影响并不突出。从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虚拟变量都对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根据CGSS统计显示,有61.71%的外地人从事第三

产业,显著高于本地人46.86%的占比;有35.86%的外地人从事第二产业,低于本地人42.09%的占

比。外地人虽然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较多,抬高了他们相比本地人的工资优势,但在第二产业中占比

偏少,又抵消掉了一部分工资优势。

2.工作年限结构对外地人工资溢价的影响。虽然工作年限平方(Exp2)的影响为正且贡献率居

首,但工作年限(Exp)本身影响为负,且大小完全抵消了工作年限平方的影响。根据劳动经济学理

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存在职限效应,随着工作年限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每个人都存在达

到收入顶峰的工作年限拐点。图1是外地人和本地人工作年限核密度分布对比,工作年限本身影响

为负而工作年限平方影响为正,是因为选择跨地区流动的外地劳动者更为年轻,工作年限较短,故而

使得工作年限较长的本地人在工作年限拐点前的爬坡区间占优,而在工作年限拐点后的下降区间居

于劣势。优劣相抵后,工作年限因素对反向歧视问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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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作年限核密度分布对比

3.单位所有制性质对外地人工资溢价的影响。单位所有制性质让外地人的小时收入相比本地

人偏高,这一点与直观经验不符。国内文献如陈钊等(2009)的研究认为,存在针对外地人的所有制

歧视,外地人更难进入本地的国有单位工作。2012年和2013年的CGSS统计结果也确实如此,有

35.57%的本地人在国有单位工作,只有17.29%的外地人在国有单位工作。t统计检验显示,同在

国有单位工作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小时收入没有显著差别,国有单位本地人和非国有单位外地人的小

时收入也没有显著差别,而同在非国有单位的外地人小时收入则要显著高过本地人,前者达到了

19.92元,后者则为13.01元。这可能是劳动力市场自发筛选的结果,由于优秀的本地人更多涌入国

有单位工作(王伟同等,2019),使得进入非国有单位的本地人更多的是生产力偏低的劳动者,而做出

迁移决策的外地人往往是更为年轻的高生产力劳动者。我们计算对比了不同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发现国有单位本地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14年,而非国有单位本地人仅为10.18年,外地

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8年,虽然低于国有单位的本地人,但相比非国有单位的本地人依然占有

优势。这种“田忌赛马式”的竞争结果就是外地人更有比较优势,获得的竞争性薪资水平也更高。以

“共享式薪酬分配”为特征的国有单位本身收入差距就不大,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同在国有单

位工作的报酬水平很难拉开差距,而以“贡献式薪酬分配”为特征的非国有单位则不同,其收入方差

(离散程度)要显著高于国有单位(邢春冰,2005;张义博,2012)。在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体系下,生产

力偏高的外地人获得的收入回报能够迅速脱颖而出,拉开与本地人之间的差距。此处为了有一个更

加直观的认识,我们利用Akita(2003)提出的Theil指数嵌套分解方法计算了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

位的小时收入差异分布情况,其分解原理如下:

Theil=∑
i

Yi

Ylog
yi

y +∑
i
∑
j

Yij

Ylog
yij

yi
+∑

i
∑
j
∑
k

Yijk

Ylog
yijk

yij
(3)

其中,i、j、k分别为省份、行业、个人的标号,y表示对应层次的小时收入均值,Y 表示对应层次

的小时收入总和。以上分解得到的三个部分依次为省份间差异、行业间差异和个体间差异,通过嵌

套分解能够将区域(省份)间和行业间的固有差异剔除,只保留了纯劳动者个体间的小时收入差异。
表8的嵌套分解结果显示,无论是2012年还是2013年,非国有单位的小时收入差异均要显著高过

国有单位,特别是在剔除区域间和行业间的固有差异后,非国有单位劳动者个体间的小时收入差异

达到了国有单位的两倍左右,反映了国有单位的收入分配更为均匀,而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则更为

离散。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所有制进入歧视驱使生产力更高的外地人进入非国有单位与生产力

偏低的本地人展开竞争,从而间接造成了“外地人收入高于本地人”的假象。换言之,不仅不存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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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外地人的“反向歧视”,反而存在针对外地人身份的正向歧视,外地人收入偏高也只不过是所有

制歧视带来的被动性占优假象而已。

表8 Theil指数嵌套分解结果

年份 所有制性质 省份间差异 省份内行业间差异 行业内个体间差异 总泰尔指数

2012
国有 0.0612 0.1070 0.1483 0.3165

非国有 0.0917 0.1343 0.2948 0.5207

2013
国有 0.0655 0.1107 0.1270 0.3031

非国有 0.0812 0.1394 0.2144 0.4350

4.社会资本对外地人工资溢价的影响。分流动类型来看,社会资本的绝对贡献值在非向上流动

中显著为正,能使外地人的小时收入溢价0.166元。此处,社会资本之所以推动了外地人工资溢价

假象,是因为其对收入整体水平呈显著的负效应(见表3),而外地人虽然可能是基于偏高于他人的社

会资本做出迁移决策,但其社会资本总量相比本地人而言仍然处于偏低水平。CGSS样本统计显

示,本地人社会资本指标均值为3.369,外地人均值为3.307,其中非向上流动外地人均值更低,约为

3.228。偏低的社会资本水平使得外地人规避了社会资本带来的减收效应,故而相比本地人表现出

一定的收入优势。社会资本虽然对外地人工资溢价表现出一定的正影响,但其作用机制与“社会资

本说”仍有显著不同,其背后是一种“负负得正”的逻辑,而不是外地人社会资本偏高引致收入偏高的

逻辑。这一作用逻辑与单位所有制性质比较相近,两种因素都对收入有负效应,外地人限于身份认

同和社会资本不足,无法凭借亲友圈子和本地身份获得就业机会,反而规避了两种因素带来的减收

效应。无论是社会资本因素还是国有单位招聘的本地人身份偏好,都是非市场因素在发生作用,外
地人在两个因素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更多依靠于自身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反而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水

平,这其中既有自选择效应,也有“被选择”的影响。此前研究中,宁光杰(2012)提出的“被迫创业

说”、章元和王昊(2011)提出的“需求效应说”都不同程度强调了“被选择”因素。章元和王昊(2011)
认为,非农就业的外地人多为本地短缺的劳动力和人才,这种劳动力岗位的稀缺性和互补性特征让

他们能够享受到工资溢价,这一观点在本文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虽然外地人更年轻,产业分布结

构也有所不同,但上文显示两者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工资差距。本文所论证的“被选择”发生逻辑更

加类似于宁光杰(2012)提出的“被迫创业说”,都是收入上的被动性占优。
(二)稳健性检验:基于Brown分解

Oaxaca-Blinder分解忽视了不同组群体因部门分割导致的进入概率的差别,这种差别无法通过

简单加入虚拟变量的方式解决(王湘红等,2016)。从上文可以看到,所有制带来的部门分割显著存

在于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虽然加入了单位所有制性质(Ownership)虚拟变量,但Oaxaca-Blinder分

解没有考虑所有制性质与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潜在扩大了收入差异的整体不可解释部分,也
使得各个变量绝对贡献值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Brownetal(1980)提出的Brown分解方法能够

有针对性地控制所有制部门分割导致的进入歧视,从而让各个变量绝对贡献值的估计结果更为可

靠。Brown分解采用logit模型预测不同群组劳动者的无歧视部门选择机制,在收入回归方程基础

上将组间收入差异分解为部门间和部门内两部分。
首先,使用logit模型,估算第i个个体进入部门j的概率:

Pij =eβjXj/∑
J

j=1
eβjXj (4)

其中,Xj 为影响个体进入部门j的变量组。
组间收入差异分解如下:

WA -WB =∑
j
PB

j(WA
j -WB

j)+∑
j

WA
j(PA

j -PB
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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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B
j 表示以B 群组平均条件按照A 群组进入方程估算的部门j进入概率。式(6)为部门内

收入差异的进一步分解,其中,第一部分表示特征变量可解释的部门内收入差异,第二部分表示特征

变量不可解释的部门内收入差异。式(7)为部门间收入差异的进一步分解,其中第一部分表示部门

进入歧视可解释的收入差异,第二部分表示部门进入歧视不可解释的收入差异。我们主要计算的是

特征变量可解释部分∑
j
PB

j(xA
j-xB

j)βA
j,对应于除所有制性质以外的其他特征变量可解释的组间收

入差异,这一收入差异绝对贡献值是完全剔除了所有制歧视之后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外地

人进入国有单位的人员较少,无法区分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各自的回归系数βA
j,故而我们假定外

地人在两类单位中的回归方程系数一致,对外地人全部样本不区分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做回归得

到统一的系数βA。计算结果见表9所示。

表9 Brown分解结果

变量 非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Exp -1.755*** -6.600***

Exp2 1.463*** 4.884***

Gender 0.191 -0.013

Edu 0.195 1.393**

Status -0.008 -0.122

Marriage -0.383 0.008

Farmer -0.182 -0.800

Capital 0.152*** 0.014**

Time -0.936*** -0.138***

Insurance -0.062 0.024

Eddummy1 -0.004 -0.042

Eddummy2 0.054 -0.287

Eddummy3 0.797** 0.794*

Danger -0.262 0.053

Data12 -0.035 0.084

  注:(1)表中展示的是各个变量对组间小时收入差异的可解释部分,即绝对贡献值;(2)Brown分解的过程不涉及

统计量,此处只根据所涉系数显著性标注了星号;(3)已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Brown分解结果显示,在剔除所有制进入歧视因素后,各个变量对组间小时收入差异的绝对贡献值有

所变化。工作年限(Exp)及其平方(Exp2)的绝对贡献值依然是相互抵消的态势。社会资本(Capital)和第

三产业就业类型(Eddummy3)对外地人工资溢价的贡献值依然显著为正。社会资本在向上流动中也变得

显著,不再仅仅局限于非向上流动下显著为正。总体来看,Brown分解的结果与Oaxaca-Blinder分解的结

果基本一致,也说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此处参考Brown分解部门歧视的计算原理,计算对比了PB
j 和

PB
j 的差值,前者代表本地人实际进入国有单位的比例(实际为35.57%),后者则代表了按照外地人进入国

有单位的logit方程本地人进入国有单位的比例,发现后者严重偏低,按照非向上流动外地人口的logit回

归方程系数代入本地人平均水平,得到本地人国有单位占比仅为9.49%,按照向上流动外地人口的logit
回归方程系数代入本地人平均水平,得到本地人国有单位占比为23.71%。这意味着,国有单位对外地人

设置的“门槛”更为严苛,同样条件下本地人能够获得优先进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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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2年和2013年的CGSS数据对近几年广受关注的“反向歧视之谜”进行了再检验。
在加入充足的控制变量后,外地人和本地人组间小时收入差异变得不再显著,从而直接证伪了“反向

歧视之谜”。此外,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还有如下几点:一是支持了以往研究“不存在主观歧视”的既

有结论,同时在更完备的研究范式下证伪了“反向歧视之谜”,让该谜题的解决不再仅仅停留在推理

猜测层面;二是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和Brown分解探究了到底是哪些特征变量的差异造成了外

地人工资偏高的虚假表象,否定了陈昊等(2017)提出的“收入补偿说”,部分验证了徐凤辉和赵忠

(2014)及Kuhn&Shen(2015)提出的自选择效应,同时也发现了被选择因素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

用,表明外地人的工资溢价假象反而是缘于被歧视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政策制定有如下三点启示:首先,无论是“反向歧视”还是“正向歧视”,如

果是真实存在的主观情感因素所致,都必然被市场机制所惩罚,歧视的存在只能说明市场化程度不

高,尚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其次,无论是“被选择”
还是“自选择”,都是阻碍劳动力市场化的重要因素,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损害了要素配置效率,
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仍要致力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生活成本过高、外地人市民化进程缓慢的问题;最
后,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的迁移动机不同,影响外地人收入水平的因素也有所不同,故而未来有必要

分类施策,破除不同流动类型下的求职壁垒和收入增长的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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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grantsEnjoyWagePremium?
— Re-examiningthePuzzleofReverseDiscrimination

LIUJindong1 QINZiyang1 KONGPeijia2

(1.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China;

2.ShandongUniversity,Jinan,China)

  Abstract:Therehasbeenaspecialphenomenoninthelabormarketthattheincomelevelofmigrantsissignifi-
cantlyhigherthanthatoflocalworkers.Contrarytothetraditionalviewofdiscriminationbasedonhouseholdregistra-
tion,itischaracterizedasa“reversediscriminationmystery”byresearchers.WhetherthepuzzlereallyexistsinChina
andwhythereisawagepremiuminthelabormarketneedtobeexaminedwithgreatcare.BasedontheCGSSdatafor
thereferenceyearsof2012and2013,thispaperdividespopulationflowintotwotypes,upwardflowandnon-upward
flow.Keepingthelocalsandnon-localscharacteristicsatthesamelevelunderthetreatmenteffectmodel(TEM),

theresultsshowthatthereisnosignificant“reversediscrimination”forthesetwotypesofflow.Therobustnesstests
oftacklingtheproblemofendogeneityandusingthecombineddatawithCMDSalsosupportthisconclusion.Further-
more,theOaxaca-BlinderdecompositionandTheilnesteddecompositionresultsshowthewage-premiumillusionisnot
onlycausedbytheself-selection,butalsobytheeffectsofbeingselected.Tobespecific,theownershipdiscrimination
forcesthemigrantswithhighproductivitytoenterthenon-state-ownedunitstocompetewiththelocalswithlowpro-
ductivity,resultinginthispassiveresult.Theconclusionofthispapersuggeststhatthemigrantsarestilldiscrimina-
tedagainstratherthan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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