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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异与中美贸易收支失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周宇 
 
 
内容提要：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工资的上升速度不仅远远高于美国工资的

上升速度，而且也远远高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通常这一变化应该引

起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减少。但实际上，这一顺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

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反常现象。本文将从劳动生

产率与工资的动态变化这一视点，探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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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影响来看，工资的上升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发挥

类似的调节作用。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的实际工资基本上维持了两位数

增长，而且，中国工资对美国工资的相对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人民币升值速度。

通常，工资的快速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应该引起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减少。但

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一结局。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

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一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

资的上升速度，二者的这一变化通常会引起贸易收支顺差。当劳动生产率的上升

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时，我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出现下降趋势，企业

的盈利空间会持续扩大，这一状况为企业降低价格促进出口提供了可能。其结果，

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会诱发本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压力。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将从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动态变化这一视点，

探讨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原因。 
 

一、工资与贸易收支顺差的同步增长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的直接原因是经常收支顺差出现了扩大

趋势。那么是什么助长了经常收支顺差呢？通常人们倾向于认为低工资竞争优势

是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静态的意义上，尽管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形成，但是从动态的意义上，我们却无

法解释，在我国工资水平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经常收支顺差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出现了扩大趋势。如图表 1 所示，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工

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美国。进入 21 世纪后，以中国两位数的实际工资增长为背

景，中美工资增长速度的差异出现了扩大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异

正在逐步缩小。中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正在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力成本的这一变

化通常引起中国对外竞争力的下降，而后者会引起经常收支顺差的缩小。但实际

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常收支顺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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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中美工资增长指数比较（美元计价，1994年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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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网上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国家统计局。 

 

图表2 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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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中国商务部数据库。 

     
图表 2 纪录了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变动情况，这一顺差也是引起中国

经常收支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比较图表 1 和图表 2，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
年到 2003 年为止，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正在缩小，但中国对美国

的贸易收支顺差却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从 2003 年到 2006 年，中国工资维持

了两位数的增加，年均实际工资涨幅高达 12%，同一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

顺差却从近 500 亿美元规模上升到 1442 亿美元。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工资水平

的飞速上升和中国低工资竞争优势的急速下降并没有起到抑制中国对美贸易收

支顺差的作用。尽管工资不是影响贸易收支顺差的唯一因素，但通常，低工资竞

争优势一直被视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动力。因此，从常理来看，中国对美相对工资

和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同步增长实属反常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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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工资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仅抵消了

工资上升对企业竞争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起到了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作

用。在讨论中国贸易收支顺差原因时，人们对工资成本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

劳动生产率的重视程度，但实际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工资的变化扮演着同等

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二者都是影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主要因素。 
 

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关系 
 
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中，工资水平或收入水平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

率的高低。现实经济也反应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这一联系，发达国家的工资水

平之所以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是因为前者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后

者。图表 3 反映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变化之间的连动关系，这一资料非常客

观地显示了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工资变化的影响。 
 

           图表 3 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变化 
              年平均增长率(%) 

时间 劳动生产率 实际工资 
1948-1973 年     3.0      3.0 
1973-1996 年     1.0      0.7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 16 版，华夏出版社，431 页。    

 
从理论上讲，如果不同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能够完全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差

异，那么这些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将会相等，其产品的竞争

力也会相等。这一状况意味着高劳动生产率优势可以完全抵消高工资劣势，因此，

低工资国家无法享受低工资竞争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是因为特殊的经济环境会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出现偏离现象，这

一偏离不仅会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对外竞争能力，而且还会影响其经常收支的变

化。 
现在，我们具体分析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为了构造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首先，我们定义劳动生产率为工人在单位时间内

生产的产品数量。通常，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

越多。如果我们假设工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工资保持不变，在这一状况下，工人在

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每个产品包含的劳动力成本就越低，这意味着

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做出相反的假设，

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发生变化，即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数量保持不变，在这一状

况下，工资的上升必然会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并非只有工资水平能够影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劳动生产

率和工资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依据这一联系，我们不难发现如

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工资的上升速度，那么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出

现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会相应上升。反之，如果工资的上

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其结果，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有所上升，

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会相应出现下降趋势。还有一种情况是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保持

同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不发生变化，因而一国的对外

竞争力也不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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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上升会引起企业利润的上升，后者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充分就

业状态下，这一调整会引起工资的增长，只有在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上劳动生产率

的上升速度时，超额利润才会消失，企业才会停止扩大生产，这意味着工资的上

升幅度必然等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用以下数量联系，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对单位产

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L=W/Q           （1） 
 
在以上公式（1）中，L 为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W 为单位时间内的工资，

Q 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即劳动生产率。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假设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LC=WC/QC，美国的这

一成本LU=WU/QU。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小并非取决于

两国工资水平WC和 WU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两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WC/QC 
和WU/QU的大小，即使假定中国的工资水平WC远远低于美国的工资水平WU，如

果中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于美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即WC/QC> 
WU/QU，那么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将高于美国。在其他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低于美国1。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即WC/QC< 
WU/QU的条件是中国在工资成本方面的优势必须大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

优势，这一优势表现为中国工资对美国工资的比率小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对美国劳

动生产率的比率，即WC/WU< QC/QU，这一状况意味着中国在工资方面的竞争优

势要大于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在这一状况下，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

成本低于美国，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处于有利地位。这一状

况是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和引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重要诱因之

一。 
 

三、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的静态影响 
 
为了便于说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我们构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模

型。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假定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了工资分配比率，并假定该比

率为 η，这一假定意味着不管美国与中国的工人生产多少产值，其工资报酬占产

值的比率都等于 η，另外我们还假定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价格等于单位产品成

本，并假定该价格和成本为 C。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值等于

该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 Q 乘以单位产品的价格 C，于是有： 
 

W=ηCQ            （2） 
 
在以上（2）式中，因为随着产值 CQ 的增加，工资 W 会同比率增加，因此

工资 W 的上升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 Q 的上升，另外，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中国

与美国具有同样的工资分配比率 η，因此，两国的工资之比应该等于劳动生产率

之比。 
在建立以上模型后，我们将通过具体案例考察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对单位

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图表 4 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情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分
                                                        
1 从公式(4)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把劳动力成本换成全部成本，也不会影响分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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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假设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为 1，在此基础上，依据中美之间的工资比

率和劳动生产率比率，我们可以换算出美国对应的数据。 
美国劳工部每年都要公布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根据劳工部的资

料，2004 年，中国工资等于美国工资的 3%，如果按照公式（2）的结论进行推

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应该等于美国劳动生产率 3%。基于以上理由，在图表

4 的例 1 中，我们假定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同为美国的 3%。但是在现

实经济中，两者或多或少会出现偏离，但大体上会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正如我

们在图表 3 中看到的那样，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美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非

常接近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如前所述，二者的接近程度与是否保持充分就业

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一国经济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状况，那么劳动生产率

与工资会更有可能保持同步上升的趋势。另外，从两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两

个国家都能长期保持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二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应该大

体等于工资水平的差异。这是因为，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市场竞争机制会促使

两国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大体等于劳动生产率差异，如果二者之间出现偏差，市

场会自动纠正这一偏差。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这一调整过程。在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即

LC<LU的情况下，中国产品的价格会低于美国价格，其结果，美国市场对中国产

品的需求会有所上升，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有所下降。美国需求的这一变化引起

中国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美国生产规模的缩小，并进而引起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和

美国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工资的这一调整最终使中美两国之间的单位产品劳动力

成本趋于一致，即LC= LU。根据前面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两国单位产品劳动力

成本相等（LC=LU ）的条件为两国工资水平之比等于劳动生产率之比

（WC/WU=QC/QU），如果前者小于后者（WC/WU<QC/QU），而且，如果劳动生产

率之比（QC/QU）保持不变,那么两国的工资之比（WC/WU）会因为中国工资的增

加或美国工资的下降而相应上升，从而实现工资之比等于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均衡

条件（WC/WU=QC/QU）。 
 

图表 4  2004 年中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比较 
    案例 国家 工资水平 

（单位时间工资）

 劳动生产率 
（单位时间产量） 

单位产品劳动力

成本 

中国 WC QC LC=WC/QC 
美国 WU QU  LU=WU/QU

公

式 

 

 

 

中国/美国 WC/WU QC/QU LC/ LU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33.3 1 

例

１ 
中国的工资和生产

率同为美国的三十

分之一。 
中国/美国 3% 3% 100%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28.6 1.16 

例

２ 

依据《中国：资产负

债表》的数据进行的

估算。 中国/美国 3 % 3.5% 86%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30.3 1.1 

例

３ 

笔者计算。以美国劳

动部和世界银行数

据库数据为依据。 中国/美国 3% 3.3% 90% 
注：例 2数据参考 Bergsten 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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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基于简单模型的分析，如上所述，尽管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中美两国

的工资之比会收敛于劳动生产率之比。但是，在特定的发展时期，二者之间有可

能出现暂时的偏离。图表 4 的例 2 和例 3 揭示了这一可能性。例 2 使用了美国战

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研究报告的数据。该数据显示，

2004 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 3%，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

美国的 3.5%，依据这一数据进行推算，如果中国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为 1，那

么美国为 1.16，因此，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大体等于美国成本的 86%。图

表 4 的例 3，使用了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依据例 3 的数据进行推算，中国

的工资为美国的 3%，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 3.3%，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单

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接近美国成本的 90%。以上例 2 和例 3 都表明中美工资差距

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即出现了WC/WU<QC/QU的情况，这是中国在劳动力成

本方面拥有竞争优势和中国对美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现以上情况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中国的工资水平调整受到大量潜在过剩

劳动人口的限制，大量农业后备劳动力的存在减缓了工资上升的速度。我们在前

面的论证中，曾假设美国与中国的工资分配率相等，但实际上受大量失业人口的

影响，中国的工资分配比率η要低于美国。其二，发达国家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

国意味着把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到了中国，这表明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会加速中国劳

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在中国劳动生产率（QC）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WC）的

上升速度，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保持同步增长的情况下，中美工资差距的

收敛速度必然低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收敛速度，从而导致WC/WU<QC/QU局

面的出现，其结果，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

低于美国的局面（LC< LU），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增加会

引起持续性人民币升值压力。 
 

四、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变化的动态影响 
 
以上我们主要从静态的视点考察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对中美贸易和汇率的

影响。现在，我们从动态的视点来分析这一影响。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和相互作用以及二者对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是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收支失衡原

因的关键所在。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单独用低工资成本竞争优势解释中国对美贸易

收支为什么会出现顺差以及为什么人民币会面临升值压力。1994 年以前的中国

工资水平远远低于 21 世纪初期的工资水平，但那时中国的贸易收支多数年份为

逆差，而且人民币一直面临贬值压力。另外，从图表 1 可以看到，1994 年以后，

中国工资的上升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其结果中美工资水平的差异趋于缩小，但是

这一变化并没有起到减少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作用。这一时期，贸易收支顺差反

而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为了解释以上现象，我们必须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

的出口竞争力之所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实际工资水

平的上升速度，这一变化起到了降低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作用。图表 5 反映了我国

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指数增长的情况。该图表以 1980 年的数据为基

数（设定为 100），纪录了二者的变化情况。从图表 5 可以看到，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实际工资增长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加快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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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这使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降低了

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这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能够持续维持经常收

支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因为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下降会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这也是 90 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倾向的重要诱因之一。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在对（2）式进行变形的基础上，给出下面的（3）式，

并对（3）式取对数并微分得出公式（4）： 
 

C=1/η（W/Q）  （3） 
                 

dc=dw-dq       （4） 
             

如前所述，在（3）式中，C为生产单位产品的总成本，η为工资分配率，即

劳动报酬占产值的比率。在竞争的市场中，通常成本等于价格，而所有商品价格

的总和等于总收入，因此工资分配率大体等于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这一份

额通常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例如，就美国而言，该数值在 1960-2000 年的 40
年里，基本维持在 70%2。因此，我们可以把η视为常数。根据这一假设，对（3）
式取对数并微分可以得出（4）。其中dc，dw，dq分别为产品成本、工资和劳动

生产率的变化率，通常当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dq超过工资的上升速度dw时，

产品成本dc会出现下降趋势，这一变化引起本国出口竞争力的上升和贸易收支顺

差的增加，而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会增加外部需求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本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前所述，劳动生

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即出现dq>dw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

无限量劳动力供给抑制了 的上升速度；其二、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

了dq的上升速度。 
dw

 

图表5 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指数的增长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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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国家统计局。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通常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低工资

                                                        
2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译丛书，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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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正因为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美国制造业

的 1/20-1/30，即使人民大幅度升值，中国产品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假定人民币

升值 100%，以美元表示的中国工资水平增加一倍，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只是美国

的 1/10-1/15，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削弱中国的对外竞争能力。这一观点不仅

忽视了工资水平与产品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异，而且也忽视了劳动生产率对产品

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从图表 4 的例 2 和例 3 数据中可以看到，如果考虑到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只低 10-14%左右。 
 

图表6 中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比较（%）

-5

0

5

10

15

20

25

1
9
8
1
年

1
9
8
2
年

1
9
8
3
年

1
9
8
4
年

1
9
8
5
年

1
9
8
6
年

1
9
8
7
年

1
9
8
8
年

1
9
8
9
年

1
9
9
0
年

1
9
9
1
年

1
9
9
2
年

1
9
9
3
年

1
9
9
4
年

1
9
9
5
年

1
9
9
6
年

1
9
9
7
年

1
9
9
8
年

1
9
9
9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2
0
0
2
年

中国 美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企业将很快丧失对外竞争能力，也不意味着中国工资

只有 10-14%的上升空间或人民币只有 10-14%的升值潜力。从中国经济的整体实

力来看，中国工资是美国的 1/20-1/30，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将近只有

美国的 1/20-1/30，这一差距为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图表 6
反映了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从该图表可以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一直快于美国，这是我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基

本动力之一，也是我国企业能够保持动态竞争力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有利条件

源于“后发优势”，即我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积累提高国内企业的生

产效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内工资水平

的潜力就越大，中国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五、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技术

追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利用的优势为“后发优势”；其二是劳动生产率

的追赶，这是技术追赶的必然结果；其三是工资水平的追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

必然引起工资水平的收敛，而工资水平的收敛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收敛，这正是经

济现代化所追求的目的所在。在实现以上“三个追赶”的过程中，由于无限量劳

动力供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工资的上升速度，因此，中国工资水平的追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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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要慢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速度。二者之间的这一差距，在整个“追赶期”，

会通过成本优势，助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形成持久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一过程

中，即使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暂时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只要劳动生产率

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那么二者之间的这一差距会重新恢复中国企业

的竞争优势和引起贸易收支顺差规模的扩大。 
另外，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动态变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我

们可以借助公式（1）的数量关系考察这一影响，如前文所述，市场的均衡条件

是LC= LU，而实现LC= LU的条件为WC/WU=QC/QU。技术追赶的影响表现为：来自发达

国家的技术转移引起我国劳动生产率QC的上升和QC向美国劳动生产率QU的收敛。

Q C向QU的收敛引起中国工资水平WC的上升和中国工资WC向美国工资WU收敛。而WC向

WU的收敛将实现我国生活水平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收敛。以上追赶之所以能够

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后发优势”，即我国引进和吸收已有技术积累的速度

要快于发达国家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后发优势”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技术差距、劳动生产率差距、工资差距以及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提供了有力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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