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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资差距的影响

胡昭玲　刘彦磊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

相对工资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将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外包出去,会对相对工资产生静态负向影响,并且这一

效应在技术密集度越高的行业越明显;但随着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相关的生产技术提升,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上升,分工缩小工资差距的效应会逐渐减弱.本文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样本,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但分工缩小工资差距效应的减弱趋势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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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经历了实际工资与相对工资的明显下降,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明显扩大.产品内国际分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

被认为是造成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发达国家将原本在国内生产的非熟练劳

动力密集型生产阶段移至低收入国家,会降低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

相对工资.在此背景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及其引发的国际外包与中间品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受

到了广泛关注,大量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理论研究领域,Feenstra和 Hanson首先利用连续统中间投入品模型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

对参与各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发达国家通过将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熟

练劳动力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对两类经济体内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都有提高的作用,进而扩大工资差距[１].Jones和 Kierzkowski则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及

垂直分工发生行业的特征等因素会使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２][３].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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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Grossman和 Hansberg综合性地从生产率、不同类型劳动力相对供给和产品价格三方面来分析

产品内分工影响工资差距的理论机制,最终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三种效应的对比[４].
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此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研究:一部分学者证实产品内国际分工或外包显著

推动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上涨[５][６];另有一部分学者并不支持产品内国际分工

或外包是导致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７][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

差距,特别是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明显[９],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

广泛关注,但结论存在很大分歧: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相对

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１０][１１];但也有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结论[１２][１３].以往文献多集中于实证角度的分

析,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影响相对工资差距的理论机制尚无明确界定.本文在深入研究以往文献的基

础上,通过拓展Feenstra和 Hanson连续统中间投入品理论模型,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影响中国相对

工资差距的理论机制,从其静态影响出发兼顾动态变化,希望对该领域研究做出有益补充.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影响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理论机理

本文借鉴Feenstra和 Hanson建立的连续统中间投入品模型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中

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将一种产品ai的生产过程划分为n个生产环节,记为ai１,aij,ain,每一

环节的产出即为最终产品ai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假设随着j的增大,熟练劳动力密集程度不断提

高,以S和 U分别代表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即有(S/U)i１＜(S/U)i２＜(S/U)ij＜(S/U)in,图１
中产品生产环节层面的横向划分体现了这一特征.然而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类型产品,本文在此

划分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产品异质性,将产品按技术密集程度① 来区分,产品ai的技术水平随着i
的不断增大而提高,相应的其各生产环节熟练劳动力密集程度也随之越高,即(S/U)i１＜(S/U)i＋１,１,
(S/U)i２＜(S/U)i＋１,２,图１中产品层面的纵向排列体现了这一规律.

图１　发展中国家承担生产环节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度

　　产品内国际分工即呈现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不同国家依据资源禀赋状况集中于其具有比较优

势的生产环节,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更多承担熟练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环节.假如初始分工格局如

div这条垂直线所示,div垂直线左边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承担的生产环节,垂直线右边的生产环节由

发达国家承担.以产品a１为例,发展中国家集中于生产环节a１１→a１j,而原本由国内进行的熟练劳动

力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a１,j＋１→a１n)所生产的中间产品转而从国外进口.这种分工格局对劳动

力市场产生相应冲击,原本从事生产环节a１,j＋１→a１n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且释放的熟练劳动力相对

比例超出了新增加生产环节的吸收能力,即市场上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② ,从而导致熟练劳动

力的相对工资有下降的压力和趋势.
仔细观察,这种熟练劳动力释放效应又会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分工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不同而

存在差异,如图１所示,随着产品ai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分工格局中承担的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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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少,转向进口的中间产品环节增加,从而引发熟练劳动力供给增加更为严重,熟练劳动力相对

工资下降的压力更大.
以上分析体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对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静态影响,然而分工格局并非一

成不变.本文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认为,参与分工引起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会影响

分工格局的变化,相应地相对工资的变化也会呈现一定的动态特征,以下详细阐述.
首先,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参与分工过程中可以获取价格更加低廉、技术更加先进的中间投入品,

不管是通过进口技术更加成熟的中间品所隐含的技术引进,还是利用先进中间品而产生的技术模仿

和技术追赶,都有利于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且,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深入国际生产分工

体系,与发达国家建立起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为了共同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发达国家也会为发展

中国家相关联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劳动力培训、必要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国际市场知识等,
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中间投入品价格下降使得国内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企业做出扩大生产规模的决策,
规模效应也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并且由前文分析可知产品技术密集度越高,转而进口的中间产

品越多,因而生产成本的下降幅度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中产生的节约效应比在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

更大,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利润点的提高将会促使国内企业优化生产结构和提升技术水平.
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能够促进国内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而生产

技术水平的提升又会对相对工资产生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一般是熟练劳动力偏向型的,发展中国

家原本承担环节(a１１→a１j)的熟练劳动力密集程度也会提高;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提高会使得生产

成本降低,从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承担的生产环节范围得以扩大,图１中div→div＇的变化体现了这种分

工格局的变化,相比初始分工状态,更多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环节

的熟练劳动力需求,可以缓解前述的熟练劳动力释放压力.由此我们推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发

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负向影响会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而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通过影响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状态和生产技术水

平对国内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从静态影响来看,通过分工过程,将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中间

产品转向进口,熟练劳动力释放效应会缩小工资差距,并且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这种工资差距

收缩效应越明显;从动态变化来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
一方面会增加原本承担环节的熟练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分工格局的相应变化,发展中国家

得以承担更多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对熟练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加强,即随着分工引发生产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升,垂直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收缩效应逐渐减弱,而这种动态变化正体现了

发展中国家逐渐由承担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转变.

三、实证检验:以中国工业行业为例

(一)实证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本部分建立计量模型,
并选取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特征最为明显的工业行业,就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国内相对工资

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在 Murphy等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因素来分析其对

国内工资差距的影响[１４].假如产品生产需要３种投入要素:资本投入 K、熟练劳动力S和非熟练劳

动力 U.生产函数形式为:

Y＝Kα λ(As∗S)ρ＋(１－λ)(Au∗U)ρ[ ]
１－α
ρ (１)

其中λ为分配参数(０＜λ＜１),度量生产的要素密集度;参数 AS和 AU分别为熟练劳动力与非熟

练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由参数ρ可得高技术中间产品(AS∗S)与低技术中间产品(Au∗U)之间的

替代弹性:σ＝１/(１－ρ).当σ＞１时,两种中间产品为替代关系;当０＜σ＜１时,两种中间产品为互补

关系.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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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可知,相对工资差距取决于技术进步因素和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的变化,而前述理论分

析中产品内国际分工正是通过这两种因素对相对工资产生影响的.将产品内国际分工作为技术进步

和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的影响因素纳入相对工资差距决定方程,并考虑其他影响相对工资变化的因

素,得到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式(４)所示.其中 w为相对工资,os代表产品内国际分工水平,Z为

其他控制变量.

lnwit＝c＋γoslnosit＋∑γZZit＋μit (４)
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相对工资差距影响的产品技术差异性,在模型中加入代表行业技术

差异性的变量(diff)③ 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交叉乘积项,如式(５)所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相对工资差

距的影响系数由回归式(４)中的γos变为回归式(５)中的γos＋γosd∗diff.

lnwit＝c＋γoslnosit＋γosdlnosit∗diffit＋∑γZZit＋μit (５)
同样为了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其技术效应而逐渐减弱,选用

时间变量 T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指数,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变量与时间 T的交叉乘积

项,如式(６)所示.

lnwit＝c＋γoslnosit＋γosTlnosit∗T＋∑γZZit＋μit (６)
(二)变量及数据来源

１．相对工资(w).关于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衡量,综合已有文献,主要有如下

几种方法:一是假定劳动报酬与劳动者具有的劳动技能相对应,从而按劳动者平均报酬对行业进行排

序,取其中最高的几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作为熟练劳动力劳动报酬的替代指标,这是一种比较粗略的计

算方法;二是将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视为非熟练劳动力,将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视为熟练

劳动力,以科技活动人员为主,将科技活动人员视为熟练劳动力,非科技活动人员统一视为非熟练劳

动力,并用“各细分行业科学技术活动人员劳务费”作为熟练工人工资的替代指标;三是将劳动者的受

教育程度作为划分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标准.本文在欧盟组织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orldInputandOutputData,简写为 WIOD④ )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人的相关统计基础上,采用第

三种方法对行业内工资差距进行计算,该数据库将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高低分为三种技能水平,本文

将其中接受初等、中等教育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合称为非熟练劳动力,将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

能劳动力称为熟练劳动力,该数据库中有不同技能类型劳动力对应的劳动报酬比例和工作时间比例,
可以据此计算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w).

２．产品内国际分工变量(os).本文采用外包水平来代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利用世界

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包含进口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根据Feenstra和 Hanson的做法[１][５],
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在总体中间投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外包水平,即:Outsouringi＝∑IIMj

i/IIi.
其中,IIMj

i 表示i行业通过进口对j行业中间投入的购买,IIi 表示i行业所有的中间品购买.理论上

说,外包水平介于０和１之间,越靠近０,表明中间投入来自国外的部分越少.

３．行业技术差异性变量(diff).用行业中有研发(R&D)机构的企业比率代表行业技术差异性,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４．控制变量.通过对以往文献的仔细研究,本文选取企业研发投入(rd)、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企业规模(scale)及国内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K/Y)４个控制变量:
(１)国内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rd).为了消除企业规模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我们采用企业相对研

发投入这一指标.而当前统计年鉴中分行业的科技活动数据都集中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因此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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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其中,“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数据

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扩张的

阶段,外资是研究相对工资差距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投入角度用行业实收资本

中外商投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３)企业规模变量(scale).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在科研活动及员工培训方面更加专业,企业生产

效率越高,更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提高.本文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除以行业内企业个数来

衡量企业平均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４)国内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K/Y).一般认为资本与技术具有互补性:资本与非熟练劳动力的

替代弹性要大于资本与熟练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意味着资本存量的提高会增加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

品,同时减少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品,进而会扩大工资差距.
为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方法,将国内各统计年鉴的

行业数据进行合并与之相一致.本文选取１５个工业行业,分别为:采掘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

品业;纺织及服装加工业;皮革、毛皮制品及制鞋业;木材加工及其制品业;造纸、纸制品业及印刷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更新至２００９年,因此本文选取这１５个工业行业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估计方法与回归结果

采用上述模型与数据,就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工业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使
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１１．０.考虑到工资刚性存在,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将被解释变量相对工资的一阶

滞后项(lnwi,t－１)加入回归模型中.因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及重要解释变量产品内国际

分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⑤ ,在回归方法上,不能直接利用 OLS进行估计,所以采

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同时利用自变量滞后项和自变量差分滞后项两类工具变量,
将差分矩阵和水平矩阵相结合,有效解决了传统工具变量法信息不足和差分 GMM 弱工具变量问

题.表１给出了计量回归结果,其中模型１为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模型２和模型３分别为考虑行业技

术差异性和技术进步动态影响后的回归结果,模型４为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回归结果.
　表１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工业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lnwit－１ ０．９０１∗∗∗(１０１．３５) ０．９０２∗∗∗(９３．２５) ０．９０５∗∗∗(９９．４４) ０．９０６∗∗∗(９１．７６)

lnosit －０．０４９∗∗(－１．９５) －０．０８７∗∗∗(－３．００) －０．０５６∗∗∗(－２．２１) －０．０９３∗∗∗(－３．１８)

lnosit∗diffit －０．０１８∗∗(－３．７５) －０．０１８∗∗∗(－３．６８)

lnosit∗T ０．００１∗∗∗(２．４３) ０．００１∗∗∗(２．７７)

lnrdit ０．０１９∗∗(２．３６) ０．０６３∗∗∗(４．３０) ０．０２２∗∗∗(２．６３) ０．０６４∗∗∗(４．４０)

lnfdiit ０．０３３∗∗∗(２．９２) ０．０４９∗∗∗(３．７４) ０．０４４∗∗∗(３．４１) ０．０５８∗∗∗(４．００)

lnscaleit ０．６４６∗∗∗(５．９１) ０．０８９∗∗∗(６．５７) ０．０７０∗∗∗(６．１８) ０．０９２∗∗∗(６．７５)

lnkyit ０．０１２(０．５９) ０．０１５(０．６７) ０．０１７(０．８６) －０．０１９(０．８８)

AR(１)检验 －２．２３[０．０１４] ０．２２[０．８２３] －１．９０[０．０５７] －１．９０[０．０５７]

AR(２)检验 １．１２[０．２６４] ０．６９[０．４９０] ０．５３[０．５９７] ０．５３[０．５９７]

Sargen检验 ５０６．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９[０．０００] ４１９．１[０．０００] ４１９．１[０．０００]

Hansen检验 １４．９５[１．０００] １４．８５[１．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０００] １４．７３[１．０００]

obs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其中∗、∗∗、∗∗∗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１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包变量对相对工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缩小相对工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外包”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引发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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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劳动力释放压力缩小了相对工资差距,这也验证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承担非熟练劳

动密集型环节为主.
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也都基本通过了显著水平为１％的检验,且回归方程通过了残差自相关的

AR(１)、AR(２)检验以及工具变量联合有效的Sargan检验,说明得到的回归系数和检验的稳健性较

为可靠.研发投入对我国工业行业相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产生了不断扩大工资差距的作用,说明

我国工业行业自主研发投入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改变了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进而引起相对工资的变

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相对工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一方面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

业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资企业本身承担了较多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作.
行业内企业规模扩大对相对工资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说明规模效应在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引发相对工

资差距扩大方面仍然存在,规模较大企业的规范管理模式也更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提高.
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对相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

以上估计结果表明,在垂直产品内分工的国际生产体系下,我国主要集中于非熟练劳动力环节的

生产,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起到缩小国内工资差距的效果,我国的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拉大主要是由国

内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实证结果很好地契合了中国加工贸易的现实,传统产

品内分工理论模型一般假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技术差异,且发展中国家从

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之后的后续生产环节对本国来讲仍是相对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对熟练劳动

力的需求也更高.而中国的加工贸易中有近２/３是来自于东亚的来料加工,来自这些国家的半成品

作为中间品进口提升了中国外包水平,但中国与这些地区相比,经济和技术水平并没有很大差异,并
且中国进口中间品后只是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对中国而言反而是相对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对熟练

劳动力的需求反而降低,使得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
在得到产品内分工对相对工资的显著作用后,我们就产品内分工影响相对工资的行业技术差异

性进行分析,模型２和模型４中,变量lnosit∗diff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参与产品内分工行

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分工缩小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这也是当前我国参与很多高技术产品分

工过程的真实写照,尽管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很大的贸易额,但都集中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
理论上,外包有利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帮助我国承担更多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

从而外包对相对工资差距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弱.在模型３和模型４中,变量lnosit∗T的系数均为

正,说明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外包对相对工资差距的负向影响确实会逐渐减弱.但lnosit∗T
系数的绝对值非常微小,一方面说明样本期间内工业行业在参与产品内分工过程中获得的技术外溢

效应不明显,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工业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即通过参与

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取技术外溢进而实现从承担非熟练劳动力密集环节向熟练劳动力密集环节转变的

过程非常缓慢.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被锁定在低端

生产环节的担忧.

四、结论

本文通过借鉴Feenstra与 Hanson建立的连续统中间投入品模型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发展

中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将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
出去带来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过剩,对相对工资差距产生向下压力,并且对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产品

领域影响越大;但随着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关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参

与产品内分工对国内相对工资差距的压缩效应会逐渐减弱.
结合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有缩小的作用,并且对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

影响越大,说明我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集中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从国外进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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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产品后只是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这种分工模式在高技术行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品

内国际分工缩小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确实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且非常缓慢,参与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国内工业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因而也没能有效促进中国在产品内分工

体系中从承担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向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变.中国企业有被

“锁定”在低端位置的危险.而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相对工资的提高主要归因于行业研发投入的

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这就提醒我国政府在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利用产品内分工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的同时,要从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引导企业进行真正关乎长远发展的生产活动,积极发展与

高技术水平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充分利用与国外企业的分工、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国企业的长远发展.
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应全面提升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效用,对于进口后只需简单加

工,甚至技术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国内企业的中间品进口需要给予适度控制.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的研

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脚步必须要跟上,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最大化.

注释:

①技术密集程度不同意味着熟练劳动力密集使用程度不同,一般情况下,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熟练劳动力密集使用程度越高.
②假设熟练劳动力在部门之间流动性较低,从而滞留在本部门呈现过度供给状态.
③由于本文实证检验以行业为单位,所以具体变量选取行业技术差异性.
④WIOD数据库,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多个机构合作研究开发,数据来源参见http://www．wiod．org/database/index．htm.
⑤一个行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直接影响其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水平,同时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低廉作

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大优势严重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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