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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基本稳定，

但此后该比重却一直在下降。2017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第三章发现，这一趋势是

由迅速发展的科技和全球一体化推动的。 

当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即单位工时的产出数量）

增速时，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就会下降。结果是，生

产率增长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资本获得。由于资

本往往集中于高收入人群，劳动力的收入比重下降

很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 

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趋势 

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下降。该比重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

夕已降至 5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后也没有显著

回升。与 1970 年相比，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已经下

降了近 4 个百分点。 

尽管数据有限，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

它们中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例如，在过去

二十年中，尽管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成就，但劳动力收入比重仍然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 

事实上，由于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不佳，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增长的成果并未得到

广泛的分享，这使抵制经济一体化的情绪上升，内向型政策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这种情

况在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我们在研究中深入讨论了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表现和原因。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4/04/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7
https://blog-imfdirect.imf.org/2017/03/20/chart-of-the-week-inequality-and-the-decline-in-labor-share-of-income/
https://blog-imfdirect.imf.org/2017/03/20/chart-of-the-week-inequality-and-the-decline-in-labor-share-of-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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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

因 

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中，有一半

左右可由技术的影响来解释。信息通讯的迅速发

展，加之很大一部分工种易被自动化取代，共同

导致了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 

全球一体化（其表现为成品货物贸易的发展、全

球价值链的参与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也起到了一

定作用。全球一体化对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贡

献度估计约为技术的一半。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

通常意味着外包劳动密集型工作，因而全球一体

化造成了可贸易部门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 

不可否认，技术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难明确区

分，技术与政策和改革的影响也难以区分。不过

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总的来说，技

术和全球一体化能够解释德国、意大利劳动力收

入比重下降的近 75%，解释美国劳动力收入比重

下降的近 50%。 

全球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利 

全球一体化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获得

更多的资本与技术。全球一体化也提高了它们的

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 

但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了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

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被转移

到了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

全球一体化以及（更具体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

是新兴市场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种影响也可以被解读为是有利的：这是

资本深化的结果，不一定会导致人员下岗或工资

降低。例如，在土耳其，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了约 5 个百分点，这几乎全部是由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的迅速上升造成的。 

相比之下，技术进步在这些经济体中的作用很小。这是因为投资品相对价格的降幅较小，

而可被自动化取代的工种比例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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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比重的“空心化”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中，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

比重的降幅十分突出。这些劳动者从事的许多工作，都被那些用于处理常规工作的技术所

取代，这导致了高低技能工种的两极分化。 

上述“空心化”现象也因为全球一体化而加剧，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通过跨境价值

链的参与能够获得更多全球的劳动力供给。 

应对挑战 

我们的结论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全球繁荣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对

劳动力收入比重的影响也给决策者带来了挑战，要求他们寻找能更广泛分享这些成果的途

径。当然，各国应根据国情来设计具体的政策应对措施，且保证这些措施与该国的社会契

约相一致。 

本博客的第二部分将讨论劳动力收入比重中技能与行业的有关趋势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

我们还将详细介绍一个新的跨国指数，用于衡量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职业的比重。敬请继

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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