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

劳动收入份额

宫汝凯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发挥着越发重要的

作用，其不仅会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文章在探讨技

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

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变化 1 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同向变化 0.009−0.012 个百分点，考虑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 2008 年之

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作用机制；技

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随着产

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提供

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

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现实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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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劳动收入增长放缓和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等方

面，收入分配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1 年中央政府发布“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坚

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

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从理论上看，以要素收入

为主体的初次分配是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

根基。劳动收入份额衡量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成果中由劳动者分

享的部分。从城市层面数据来看，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特征。在 2001−
2007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从 48.87% 下降到 43.69%；资本收入份额从 51.13% 上升到

56.31%；劳动与资本收入份额之比（下称劳动相对收入份额）从 0.96 下降到 0.77。①这一现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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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罗长远和张军，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陈宇峰等，2014；周茂等，2018）。

在 2008−2014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出现稳步上升，从 43.69% 上升到 46.53%；资本收入份额从

56.31% 下降到 53.47%；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相应地从 0.77 上升到 0.87。①目前已有学者对劳动收

入份额上升这一新现象予以关注，并从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规模分化等视角进行解释（王林辉

和袁礼，2018；蓝嘉俊等，2019；陆雪琴和田磊，2020）。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产品市场化已达到较高水平，逐步实现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发展尚待完善，受到中央政府的高

度关注。202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意

见》）明确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要破除阻

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

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劳动、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市场发展，考察其对劳动

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魏下海等，2013；常进雄等，2019；施新政等，2019），而较少关注技术市场发

展及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不断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对要素收入分配产

生影响。本文采用 2001−2014 年我国省份和城市的混合数据，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

额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

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一效应在 2008 年之

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影响机制；

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随着产品市

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本文的研究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

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基于“省份−城市”层面的混

合数据考察了技术市场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为科学评价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视角，同时拓展了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文献；第二，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

性和要素价格扭曲三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市场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逻辑，并基于知识产

权保护、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视角探讨地区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1.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及其解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保持稳定，是

著名的“卡尔多”特征事实之一（Kaldor，1961），并被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广泛采用。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许多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明显下降，这吸引了学界的关注，涌现出大

量研究文献（Blanchard 等，1997；Karabarbounis 和 Neiman，2014；Koh 等，2020；Kehrig 和 Vincent，
2021）。同样，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这引起了国内学

者的关注，并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 2008 年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主要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视角（罗长远和张

军，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周茂等，2018）、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黄先海和徐圣，2009；陈宇

峰等，2014；王林辉和袁礼，2018）、不完全竞争市场扭曲视角（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邓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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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视角（邵敏和黄玖立，2010；张莉等，2012；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张明

昂等，2021）等四个方面。二是，关于 2008 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以及“U”形变化的解释，这也

是本文关注的话题。刘亚琳等（2018）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倒“U”形变化会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形变化，并从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两个方面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的“U”形变化趋势；常进雄等（2019）基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视角对劳动收入份额

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提供了解释；蓝嘉俊等（2019）采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就业所有制结构角

度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陆雪琴和田磊（2020）通过多源宏观经济数据统计

得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态势，并从企业规模分化的微观角度提供了

解释；江轩宇和贾婧（2021）基于 2003−2019 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债券融资通过降低整

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可知，诸多学者围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针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且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虽有少数文献关注到 2008 年以来劳动收

入份额出现上升的新现象并提出解释，但尚未关注到要素市场发展的潜在影响。本文将基于技

术市场发展视角尝试为这一现象提供新的解释。

2. 技术市场发展及其经济效应。近年来，技术市场在市场化和规模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胡凯等（2012）研究表

明，技术市场发展显著提高了地区技术创新；叶祥松和刘敬（2018）研究指出，技术市场的良好发

展会改变政府支持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周俊亭等（2021）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规模显

著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且这种效应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增强而增强。与本文最为接近的

是，吴鹏等（2018）研究了技术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后发现，技术原创因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

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技术引进的收入分配效应不显著，技术引进再创新因促使技术进步偏

向于资本而引起收入分配效应失效；郭凯明（2019）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指出，人工

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均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而促进结构转型，引

发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开始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较少涉及其

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技术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劳动和技术

等要素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不断增强，其发展势必会促进要素流动和提高配置效率，进而影响资

本与劳动等主要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格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

面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

根据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技术市场发展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理论逻辑主要

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市场发展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

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源；技术市场是科技资源流动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技术市场发展将不断

强化市场机制在技术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快技术转移速度和成果转化，更为有效地推

动当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区域创新能力。考虑到技术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在

替代或互补关系，技术市场发展势必会促进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郭凯明，

2019），进而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具体体现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在

技术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服务业比制造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实现要素资源更为有效的配置，

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宫汝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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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技术市场发展强化技术进步对某一要素的偏向，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技术市场发

展提升了技术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匹配效率，将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由于各

地区的要素丰裕度和相对价格存在差异，技术进步对不同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可能不同，即存

在技术进步偏向性，进而促使要素收入份额出现变化（Acemoglu，2002）。具体而言，倘若技术进

步对劳动边际产出的影响比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更大，即技术市场发展强化技术进步的劳动

偏向和弱化其资本偏向，则会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收入份额；反之，则会提高资本收入份额。结

合以上技术市场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效应的分析，以及各地区劳动相对资本丰裕和存在闲

置的现实，技术市场发展会促使更多的劳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过程，提高劳动配置效率，进而提

升劳动的边际产出；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并大多已进入生产过程。因此，技术市场发展可能对

资本配置效率和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基于此，我们推断，技术市场发展会通过强化技

术进步的劳动偏向而提高劳动报酬，从而促使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第三，技术市场发展降低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技术、劳动和资本是经济

增长必需的生产要素，三者有机组合方能构成生产函数。技术市场发展不断推动技术要素自身

的市场化改革，实现技术与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有效匹配。为了进一步提高与技术要素的

匹配效率，劳动和资本要素市场也会提高自身的市场化水平。因此，技术市场发展将可能进一步

推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完善这些要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降低要素的价格扭曲

程度，进而影响要素报酬和收入分配格局。具体来看，如果技术市场发展会降低劳动的价格扭

曲，提高劳动相对资本的报酬，那么劳动收入份额将提高；反之，则劳动收入份额会降低。由于我

国各地区要素禀赋的总体情况是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要素市场不完善主要体

现为劳动价格低于边际产出的负向扭曲和资本价格高于边际产出的正向扭曲。在这种情形下，

技术市场发展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的效应表现为要素报酬趋近于边际产出，即劳动价格升高和资

本价格下降，进而提高劳动相对资本的收入份额。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1：在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劳动收入份额将越发上升。

研究假说 2：技术市场发展促进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了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降低了

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进而提升了当地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变量测算和经验事实

（一）变量测算

1−Lshare

Lshare/Kshare

1. 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主要关注地级城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不能直接通过现有数

据库得到这一数据，我们参考刘亚琳等（2018）和蓝嘉俊等（2019）基于省级数据的测算方法，采用

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的比重计算得到城市劳动收入份额（Lshare），其中，以城市工资总额作

为劳动者报酬的近似度量。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 2004 年统计口径的调整，借鉴白重恩等（2009）

和陈宇峰等（2013）的思路，将 2004 年及之后的工资总额统一提高 6.3%。进一步由 得到

城市资本收入份额（Kshare）。为了刻画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收入份额的相对变动情况，采用劳

动与资本收入份额之比 来构建劳动相对收入份额（LKshare）。鉴于部分城市和年

份的数据出现缺失，最终得到 2001−2014 年 265 个城市的劳动（相对）收入份额数据，占全国

334 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的 79.34%。城市工资总额、城市 GDP 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技术市场发展。技术商品转移和转化交易总额是度量技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指标。考虑到

各地区经济规模差异的潜在影响，参考叶祥松和刘敬（2018）的做法，采用各省技术市场交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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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DP 之比衡量技术市场发展水平（Tmkt_index1）。考虑到技术市场发展的实质在于促进技术

要素资源的跨区域转移和流动，采用技术（吸纳）流向地合同金额与流向地区 GDP 之比作为替代

变量（Tmkt_index2）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得到 30 个省份（没有包括西藏）的两类

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技术市场交易额及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GDP 数据来

自各省的统计年鉴。

3. 机制变量。基于现有文献和以上理论分析，在下文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中主要采用三个

方面的变量：

一是产业结构优化。服务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

业产值之比来度量产业结构优化（Indus_change1）。同时，采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二产业就

业人数之比（Indus_change2）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应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二是技术进步偏向性，即技术进步对不同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差异。参考 Acemoglu（2002）

的研究，将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定义为，

DTCt ≜
ln(MPkt/MPlt)

ln(Bt/At)
=
σ−1
σ

(
At

Bt

)
∂(Bt/At)
∂t

, （1）

DTCt t

MPkt

MPlt At Bt t

σ

其中， 表示 期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该指数大于 0，表示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数值越大表

示 偏 向 性 越 强 ； 该 指 数 小 于 0， 表 示 技 术 进 步 偏 向 劳 动 ， 数 值 越 小 表 示 偏 向 性 越 强 。 和

分别表示 t 期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 和 分别为 期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表示劳动增强

型技术和资本增强型技术； 为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本文采用 Klump 等（2007）提出的“标

准化供给面系统法”估计得到 265 个城市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①

Prkt = MPkt/ rt Prlt = MPlt/wt

三是要素价格扭曲，表示要素价格偏离边际产出的程度。参考罗知等（2018）的研究，采用要

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之比来度量：当要素价格低于边际产出（数值大于 1）时，称之为负向扭

曲，数值越大表示扭曲度越大；反之，数值小于 1，称之为正向扭曲，数值越小表示扭曲度越大。借

鉴盛仕斌和徐海（1999）的做法，本文计算得到要素的边际产出，进而得到两种要素价格扭曲分别

为 和 。

4. 调节变量。在考察地区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时，采用如下三个方面的变量：一是知识产权保护（IP_pro）。参考樊纲等（2011）关于“知识产权保

护”的构建思路，采用各省专利申请受理量与科技人员之比和专利申请批准数与科技人员之比

的算术平均值来表示。相应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二是产品市场化指数（Gmkt）。

采用樊纲等（2011）和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分项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来度量。三是对外开放水平。选择贸易开放度（Trade_open）和外资开放度（Fdi_open）两个指标，

分别采用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以及各地区实际利

用外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相应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②

（二）经验事实

基于以上测算得到的变量，我们以统计描述的方式展示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

关系以及作用机制的四组事实，将这些事实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③

1. 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将以上劳动收入份额和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测

宫汝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①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展示具体的估计过程；如有兴趣，可参见《财经研究》网站工作论文版本。

②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出选择的控制变量；如有兴趣，可参见《财经研究》网站工作论文版本。

③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展示与经验事实对应的图；如有兴趣，可参见《财经研究》网站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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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合并统计得到事实 1：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均呈现

明显的同向变化趋势。在 2001−2007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从 48.87% 下降到 43.69%，劳动相对收

入份额从 0.96 下降到 0.77。同时，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所在地区 GDP 之比从 36.39% 下降到

28.77%。可见，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和技术市场发展指标出现同步下降趋势。在 2008 年之后，两

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同步上升趋势。具体来看，在 2008−2014 年间，劳动收

入份额出现稳步上升，从 43.69% 上升到 46.53%，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相应地从 0.77 上升到 0.87，技

术市场交易总额与所在地 GDP 之比也从 28.77% 上升到 41.95%。

2. 技术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测算的技术市场发展指标和产业结

构优化变量统计得到事实 2：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明显的同步变化趋势。在

2001−2007 年间，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 GDP 之比出现持续下降，同时，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

产业产值之比从 0.84 逐步下降到 0.73；而在 2008 年之后，两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整体上

出现同步上升趋势。具体而言，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 GDP 之比出现上升，同时，城市第三产业产

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从 0.73 上升到 0.78。

3. 技术进步发展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技术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偏向性

的测算指标统计得到事实 3：技术市场发展与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在 2007 年之前具有同步变化

趋势，而之后呈现明显的反向变化趋势。在 2001−2007 年间，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所在地区

GDP 之比出现持续下降态势；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从 2001 年的 0.04 上升到 2003 年的 0.07，后持

续降低到 2008 年的−0.17，两者大致呈现同向变化趋势。在 2008 年之后，两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

波动，但整体上呈现明显相反的变化趋势：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 GDP 之比稳步上升，而技术进步

偏向性指数则由 2009 年的 0.02 下降到 2014 年的−0.03。

4. 技术进步发展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技术市场发展和要素价格扭曲测算

指标统计得到事实 4：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价格扭曲具有反向变化趋势，而与资本价格扭曲呈现

明显的同向变动趋势。在平均意义上，劳动价格扭曲指数大于 1，即出现劳动价格低于其边际产

出的负向扭曲；而资本价格扭曲指数小于 1，即出现资本价格高于其边际产出的正向扭曲。再结

合事实 1，在 2001−2007 年间，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所在地区 GDP 之比出现持续下降，而劳动价

格的负向扭曲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从 2.14 增加到 2.67；而资本价格正向扭曲则呈现出持续下降

趋势，从 0.43 下降到 0.37。在 2008−2014 年间，技术市场交易总额与 GDP 之比出现持续上升，而

劳动价格负向扭曲先从 2007 年的 2.67 下降到 2010 年的 2.28，后上升到 2014 年的 2.50；同时，资

本价格正向扭曲从 2007 年的 0.37 上升到 2014 年的 0.43。这表明，随着技术市场不断发展，劳动

价格的负向扭曲和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四、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经验证据

（一）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L(K)sharei jt = β0+β1Tmkt jt - 1+χ
′X jt−1+γ

′Zi jt−1+µi+µt +εi jt （2）

i j t L(K)sharei jt

Tmkt jt - 1

X jt−1 Zi jt−1

µi µ j µt

εi jt

其中， 表示城市， 表示省份，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为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由第三

部分测算得到； 为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是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滞后一期，以适当缓解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缺失重要变量会带来估计偏误，加入省份特征（ ）和城市特征（ ）两

组控制变量。此外，可能存在一些无法控制的影响因素，包括：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定效应

（ 包 含 省 份 固 定 效 应 ） 、 不 随 地 区 变 化 的 年 度 固 定 效 应 以 及 其 他 特 定 异 质 效 应 的 随 机

误差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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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估计结果

表 1 报告了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基准估计结果。考虑到短期内劳动收

入份额变动幅度较小，可能受到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省份）特征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因素又

可能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逐步回归。首先，考

察 Tmkt_index1 作为技术市场发展度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在列（1）中，控制省份特征变量以及城

市和年度固定效应后，技术市场发展指标的系数为 0.008，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继续

加入城市特征变量，如列（2）所示，Tmkt_index1 的系数为 0.009，仍在 1% 水平上显著。这初步表

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研究假说 1 提供了证据支持。

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相对收入份额（LKshare），列（3）的估计结果显示，Tmkt_index1 的

系数为 0.038，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劳动相对资本

的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数量关系上看，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劳动

收入份额将上升 0.009 个百分点，劳动相对资本的收入份额将提高 0.038，这进一步为研究假说

1 提供了证据支持。

为了检验以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 Tmkt_index2 度量的技术市场发展指标对模

型 （ 2） 进 行 重 新 回 归 。 控 制 省 份 特 征 变 量 以 及 城 市 和 年 度 固 定 效 应 的 结 果 如 列 （ 4） 所 示 ，

Tmkt_index2 的系数为 0.008，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在列（5）中，加入城市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显

示，Tmkt_index2 的系数为 0.012，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劳动相对收入份额 LKshare，估计结果如列（6）所示，Tmkt_index2 的系数为 0.056，且在 1% 水平上

显著，又一次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技术市

场发展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为

研究假说 1 提供了证据支持。从数量关系上看，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升高 1 个百分点，劳动收入

份额将提高 0.009−0.012 个百分点，劳动相对资本的收入份额将提高 0.038−0.056。此外，在所有

的回归方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均较为稳健，且大多符合预期。
  

表 1    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基准结果

（1）Lshare （2） Lshare （3）LKshare （4）Lshare （5）Lshare （6）LKshare

Tmkt_index1 0.008***（3.718） 0.009***（2.601） 0.038***（2.867）

Tmkt_index2 0.008***（2.600） 0.012***（3.667） 0.056***（4.058）

省份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 423 3 327 3 327 3 423 3 327 3 327

Adj.R2 0.529 0.566 0.541 0.527 0.566 0.542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 t统计量，并经过城市层面的clustering调整；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City_effect和Year_effec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这里未报告省份和城市特征变量等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

结果。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三）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再检验

逻辑上讲，以上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

一是劳动收入份额会反向影响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后者与技术

市场发展密切相关，故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影响技术市场发展。二是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

比如，地方政府发展政策差异等无法观测的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技术市场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

宫汝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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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经在计量模型（2）中控制了一系列潜在影响的省份和城市特征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特征，但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存在无法控制的遗漏变量。只要其中一

种情形发生，估计结果将出现不一致。

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尝试寻找技术市场发展指标的工具变量（IV），以缓解

其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参考现有文献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思路（刘贯春等，2017），本文采用相邻

省份技术市场发展指标的平均值（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IV）。由于相邻省份通常在要素禀

赋、历史文化等经济社会因素上较为相似，某一省份的技术市场发展可能与相邻省份的存在相

关关系，满足相关性假设；而且，某一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会受到相邻省份滞后一期技术市场

发展的影响，满足外生性假定。首先，分析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采用 Tmkt_index1 和 Tmkt_index2

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在控制一系列省份和城市特征变量后，IV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

显著为正，与以上分析逻辑相一致；检验“弱工具变量”的 F 值大于 Cragg-Donald 统计量的临界

值（Stock 和 Yogo，2005）。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然后，分析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在劳

动收入份额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设定下，控制了省份特征变量以及城市和

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Tmkt_index1 的系数分别为 0.014 和 0.057，且均在 1% 水平上显

著，再一次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地，Tmkt_index2

的系数分别为 0.022 和 0.093，且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通过使用工具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关系或遗漏变量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

收入份额之间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再一次为研究假说 1 提供了证据支持。

此外，考虑到劳动（相对）收入份额潜在的动态变化特征，在模型（2）中加入被解释变量劳动

（相对）收入份额的一期滞后项，并采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两类技术市场发

展指标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以上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①

（四）考察时空异质性

1. 分时段。为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

社会经济环境在 2008 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可能对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

关 系 产 生 影 响 。 基 于 此 ， 本 文 引 入 分 时 段 虚 拟 变 量 D2008， 将 2008 年 之 前 的 年 份 取 值 为 0，

2008 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 1，在回归方程（2）中加入该变量与技术市场发展指标的交叉项来考

察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2 中的列（1）和列（2）所示，技术市

场发展指标 Tmkt_index1 和 Tmkt_index2 的系数分别为 0.019 和 0.021，且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这表明在 2008 年之前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交叉项

Tmkt_index1×D2008 和 Tmkt_index2×D2008 的系数分别为−0.008 和−0.010，且分别在 1% 和 5% 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在 2008 年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

2. 分地区。考虑到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在方程

（2）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与技术市场发展指标的交叉项，以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影

响的空间异质性。以东部地区作为基准，设定中部和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 Middle 和 West，估计

结果如表 2 中列（3）和列（4）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省份和城市特征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

定效应后，Tmkt_index1 和 Tmkt_index2 的系数分别为 0.001 和 0.015，且均不显著。这表明，在东部

城市样本中，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交叉项 Tmkt_index1×Middl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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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kt_index1×West的系数分别为 0.055 和 0.015，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交叉项 Tmkt_index2×Middle
和 Tmkt_index2×West 的系数分别为 0.043 和 0.010，也都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在中部和西部样本中，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

地区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经济社会制度环境较为良好，因此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不明显；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市场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更可能触发潜在的作

用机制，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以上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主要

体现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样本中。
  

表 2    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时空异质性

分时段 分地区

（1） （2） （3） （4）

Tmkt_index1 0.019***（4.547） 0.001（0.765）

Tmkt_index1×D2008 −0.008***（−3.870）

Tmkt_index2 0.021***（4.297） 0.015（1.083）

Tmkt_index2×D2008 −0.010**（−2.162）

Tmkt_index1×Middle 0.055***（5.785）

Tmkt_index1×West 0.015***（3.705）

Tmkt_index2×Middle 0.043***（4.782）

Tmkt_index2×West 0.010***（2.741）

省份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 327 3 327 3 073 3 073

Adj.R2 0.569 0.568 0.598 0.592
 
 

五、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

（一）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技术市场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Channeli jt = β0+β1Tmkt jt - 1+χ
′X jt−1+γ

′Zi jt−1+µi+µt +εi jt （3）

i j t Channeli jt其中， 表示城市， 表示省份，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为机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优化

（Indus_change）、技术进步偏向性（DTC）和要素（相对）价格扭曲（Prl、Prk 和 Prl/Prk）三个方面，由

第三部分测算得到。其他变量与模型（2）相同。

（二）技术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技术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逐步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首先，考察以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之比（Indchg1）度量产业结构

优 化 的 估 计 结 果 。 在 列 （ 1 ） 中 ， 控 制 省 份 、 城 市 特 征 变 量 以 及 城 市 和 年 度 固 定 效 应 后 ，

Tmkt_index1 的系数为 0.112，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初步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城

市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研究假说 2）。然后，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考察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比（Indchg2）度量产业结构优化的估计结

果，列（3）中 Tmkt_index1 的系数为 0.211，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支持研究假说 2）。进

一步采用 Tmkt_index2 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结果如列（2）和列（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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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技术进步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1

产值之比度量指标 就业人数之比度量指标

（1） Indchg1 （2）Indchg1 （3） Indchg2 （4）Indchg2

Tmkt_index1 0.112***（2.656） 0.211***（5.237）

Tmkt_index2 0.104***（4.072） 0.208***（4.435）

省份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Adj.R2 0.261 0.253 0.138 0.147
 
 

（三）技术市场发展与技术进步偏向性

接下来，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DTC）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如表 4 所

示。首先，考察技术市场发展指标 Tmkt_index1 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了省份特征变量以及城市和

年度固定效应后，列（1）中 Tmkt_index1 的系数为−0.022，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

加入城市特征变量后，列（2）中 Tmkt_index1 的系数为−0.023，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技术

市场发展与城市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强

化了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和弱化了资本偏向，这为研究假说 2 提供了证据支持。然后，进一步采

用 Tmkt_index2 度量的技术市场发展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较为一致的结果，如列（3）和列

（4）所示。
  

表 4    技术市场发展与技术进步偏向性：机制检验 2

（1）DTC （2）DTC （3）DTC （4）DTC

Tmkt_index1 −0.022***（−2.771） −0.023**（−2.005）

Tmkt_index2 −0.024**（−2.029） −0.030**（−2.225）

省份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 423 2 739 3 423 2 739

Adj.R2 0.291 0.437 0.290 0.437

（四）技术市场发展与要素价格扭曲

技术市场发展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首先，考察 Tmkt_index1 的

估计结果，在控制了省级和城市特征变量以及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后，列（1）中 Tmkt_index1 的系

数为−0.181，且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初步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价格扭曲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然后，考察技术市场发展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如列（2）所示，Tmkt_index1 的

系数为 0.007，但不显著。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资本价格扭曲之比（Prl/Prk），列（3）

的估计结果显示，Tmkt_index1 的系数为−9.111，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检验。这表明技术市场

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劳动相对资本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相较于资本价格扭曲，技术

市 场 发 展 显 著 降 低 了 劳 动 价 格 的 负 向 扭 曲 ， 这 为 研 究 假 说 2 提 供 了 证 据 支 持 。 进 一 步 采 用

Tmkt_index2 度量的技术市场发展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较为一致的结果，如列（4）、列（5）

和列（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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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技术市场发展与要素价格扭曲：机制检验 3

（1）Prl （2）Prk （3）Prl/ Prk （4）Prl （5）Prk （6）Prl/ Prk

Tmkt_index1 −0.181**（−2.320） 0.007（1.407） −9.111***（−2.633）

Tmkt_index2 −0.027**（−1.997） 0.016***（3.668） −2.040**（−2.366）

省份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Adj.R2 0.393 0.137 0.350 0.373 0.138 0.239
 
 

六、考虑地区制度环境的进一步分析

（一）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模型（2）中引入刻画制度环境的变量及其与技术市

场发展变量的交叉项，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K)sharei jt = β1Tmkt jt−1+β2Tmkt jt−1× Inst jt−1+β3Inst jt−1 + χ′X jt +γ
′Zi jt +µi+µt +εi jt （4）

Inst jt ≡ {IP_pro jt,Gmkt jt,Open jt}
β2

其中， ，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度三个维度的

制度环境变量。交叉项系数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刻画了地区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

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他变量与模型（2）相同。

（二）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考察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市场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调节作用，估计结果如

表 6 所示。列（1）的估计结果表明，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IP_pro 的系数分别为

0.008 和 0.003，且分别通过了 1% 和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IP_pro 的系数为−0.001，在 1% 水平上

显著。这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会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会显著提高

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相对收入份额 LKshare 后，

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IP_pro 的系数分别为 0.028 和 0.021，

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IP_pro 的系数为−0.006，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地区知识产

权制度逐步完善，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二是

通过显著提高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间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采用

Tmkt_index2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列（3）和列（4）所示，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
  

表 6    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1）Lshare （2）LKshare （3）Lshare （4）LKshare

Tmkt_index1 0.008***（3.091） 0.028***（2.625）

Tmkt_index1×IP_pro 0.003**（2.315） 0.021***（3.776）

Tmkt_index2 0.006**（2.107） 0.036***（2.967）

Tmkt_index2×IP_pro 0.001**（2.119） 0.023**（2.242）

IP_pro −0.001***（−3.394） −0.006***（−3.277） −0.0003***（−2.788） −0.001***（−3.281）

省份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Adj.R2 0.595 0.580 0.591 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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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市场化水平

然后，考察逐步完善的产品市场化的潜在调节作用，表 7 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列（1）的

估计结果表明，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Gmkt 的系数分别为 0.034 和−0.002，且均通过

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Gmkt 的系数为 0.005，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区产品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弱这一正向效应。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相对收入份额 LKshare，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Gmkt 的系数分别为 0.135 和−0.009，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Gmkt 的系数为 0.010，但

不显著。这表明，随着产品市场化的逐步完善，其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

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二是通过减弱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而间接降

低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采用 Tmkt_index2 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如

列（3）和列（4）所示。
  

表 7    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与产品市场化的互动效应

（1） Lshare （2）LKshare （3）Lshare （4）LKshare

Tmkt_index1 0.034***（3.657） 0.135***（3.766）

Tmkt_index1×Gmkt −0.002***（−2.899） −0.009***（−2.986）

Tmkt_index2 0.028***（3.256） 0.116***（3.390）

Tmkt_index2×Gmkt −0.002**（−2.325） −0.009**（−2.193）

Gmkt 0.005***（2.852） 0.010（1.458） 0.005***（3.443） 0.012**（1.983）

省份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_effec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2 739 2 739 2 739 2 739

Adj.R2 0.611 0.597 0.607 0.594
 
 

（四）对外开放

最后，考察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潜在调节作用。①各省贸易开放度（Trade_open）的估计结果

显示，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Open 的系数分别为 0.013 和−0.0001，且均通过了 1% 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Open 的系数为−0.105，但不显著。这表明技术市场发展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

额，而地区贸易开放显著减弱了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将被解释变量替换

为 LKshare，Tmkt_index1 和交叉项 Tmkt_index1×Open 的系数分别为 0.050 和−0.0003，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Open 的系数为−0.956，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贸易开放度的逐步提

高，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将减弱。进一步采用 Tmkt_index2 指标进行稳

健性检验，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接下来，考察各省外资开放度（Fdi_open）的调节作用的估

计结果。无论是以劳动收入份额还是以劳动相对收入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Tmkt_index1 和

Tmkt_index2 的系数均至少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交叉项 Tmkt_index1×Open 和 Tmkt_index2×Open
的系数均为负，且至少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与贸易开放度的实证结果相似，随

着外资开放度的逐步提高，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将显著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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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降低收入差

距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市场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

其不断发展不仅能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细致考察

技术市场发展与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推进技术市场健康发展以及科学优化要

素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 2001−2014 年我国省份和城市层面混合数据，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

额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

制。结果表明，随着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显著提高，技术市场发展指

标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提高 0.009−0.012 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 2008 年之前和中西

部地区尤为明显。然后，基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三个视角检验技术

市场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从第二产业向第三

产业的转型升级，显著降低了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即强化了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和弱化了资

本偏向），显著降低了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同时缓解了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进而提高了劳动收

入份额。最后，考察了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结果显示，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会随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

而增强，而随着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本文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考察了技术市场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

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为评价技术等新兴要素市场发展提供

了新的维度，同时拓展了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文献。本文的研究具有较为直接的政策

启示：一是，强化以要素收入为主体的初次分配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深

化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会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而且会优化要素收入

分配结构；二是，考虑到技术市场发展的分配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可通过进一步完善中

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加强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多种要素市场的联动，促进要素跨地区有序流动，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地区间收入差距，因地制宜地探索通向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基于技术

市场发展的正向收入分配效应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制度环境下呈现

出的显著异质性，各地区在推进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时，需要考虑和协调其与地区环境的互

动性，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促进技术市场健康发展，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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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Common Prosperity: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and Labor Income Share

Gong Rukai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

Summary:  With China’s economy turning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how to optimize the income dis-

tribution structure and reduce the income gap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echnology market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ir sustained development not only

actively promotes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but may also have an impact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cientif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provincial-city level data from 2001 to 2014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arkets，labor income share i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Quantitatively，when the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

ment index increases by one percentage point，labor income share will increase by 0.009−0.012 percentage

point，and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subsamples before 2008 an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

gions. Second，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labor bia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reduction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Third，the positive impact in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

gre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and de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 marketization and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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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lusions have direct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when formulating technology market-oriented re-

form and related policies，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recognize the economic effec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arkets，which will not only improv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but also affec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econd，policymakers could reduc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by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marke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strengthening the linkage of factor markets such as cap-

ital，labor and technology，and promoting th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regions. Third，when promoting the mar-

ket-oriented reform of technology，all regions should focus on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

logy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systems.

This paper mainly extend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wo aspects: First，it uses the provincial-city merged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actor markets such as technology，and ex-

pands the literature on changes of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Second，it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m-

pact of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on labor income share from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technolo-

gical progress bias，and factor price distortion，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

vironment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product marketization，and openness.

Key words:  technology markets； labor income shar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ias；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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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can form a joint force to improve the synchronization degree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remunera-

tion growth. That is，in the case of more in-depth market-oriented reform，the minimum wage can better pro-

mote the synchronous growth. In addition，market-oriented reform can flatten the wage gap among enterprises.

The minimum wag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enterprise exit and the additional effect of capital replacing

labor in the short term，thus reducing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accelerating the exit of low-skilled employees

from the labor marke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it measures the long-term synchronization degree

betwee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remuneration growth. In the long run，the synchroniz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is relatively low，reaching only 27.41%-30.56%. Second，along the two paths of market-ori-

ented reform and labor protection，it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both of them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and when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s high，labor

protection can better improve the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this paper sug-

gest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and rais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to

protect employees whe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nd employees have better ex-

tern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so as to form a joint force to better promote the the synchronous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remuneration.

Key words:  productivity； labor remuneration； synchronous growth； market-oriented reform； labo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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