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房价变动与要素价格扭曲

徐邵军，孙    巍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如何治理房价过度上涨，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和优化地区间要素配置已经成为了协调区

域经济均衡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房价变

动、要素扭曲之间的内在机制。数值模拟发现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带来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提高

以及其对资本的引致效应是造成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房价上涨抵消了异质性劳动之间的引致集

聚规模效应，并诱发了要素间的替代，形成了技能集聚地区的房价上涨，劳动力技能结构提升和资

本深化的内生反馈机制。实证检验发现技能型劳动力集聚会造成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和资本价格

的正向扭曲，最终使得要素的整体价格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产生负向扭曲。而房价会造成劳动价格的

正向扭曲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最终使得要素整体价格和要素相对价格产生正向扭曲。文章的研

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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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能存在价格扭曲，这对

经济增长会有制约作用（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李言，2020）。中国房价整体上涨可能造成投资

结构“脱实向虚”，同时房价上涨的区域间溢出又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这不仅对劳动力集聚造

成重要影响，导致区域间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显著差异（周颖刚等，2019），而且改变了地区间资本

和劳动的相对配置效率（刘贯春等，2017；孙巍和徐邵军，2021）。地区间房价差距不仅影响劳动

力集聚，而且要素价格扭曲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地区房价上涨对要素相

对价格扭曲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地区间房价差异如何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性特

征？现有研究尚未对这些问题形成统一的结论，需要从理论上对此给出一个答案。

现有研究对地区房价和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从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出

发，研究劳动力和资本在地区和行业间的配置规律（陈斌开等，2015；罗知和张川川，2015）以及资

本深化程度特征（陆铭等 2015；张巍等，2018）。这类研究大多认为房价对劳动集聚存在挤出效应

（高波等，2012；李勇刚和罗海艳，2017），高房价一方面造成“简单”劳动力流出，促使企业利用资

本替代劳动。在粘性工资和市场利率的前提下，造成要素相对扭曲和总体扭曲程度的变化（许家

云和张巍，2020）。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会吸引资金脱离实体行业（吴海民，2012），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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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Miao 和 Wang，2014；王文春和荣昭，2014），进而造成经济

“脱实向虚”以及资本错误配置（郭念枝和村濑英彰，2018；王竹泉等，2019）。根据现有文献的研

究，房价无论是通过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吸引实体行业的利润，都会对地区的资本深化程

度产生系统性影响。当地区资本的深化程度超过生产技术决定的最优区间时，可能会造成要素

在地区间流动，并形成要素扭曲。

然而，现有大多数的研究所揭示的关于房价、劳动力流动以及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内在机

制，只能在不区分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条件下，对劳动力流入地区起到一定的解释能力，而对于整

个 经 济 系 统 而 言 ， 尤 其 是 对 异 质 性 劳 动 力 流 出 的 地 区 而 言 ， 解 释 能 力 较 弱 （ 宋 弘 和 吴 茂 华 ，

2020）。如在揭示房价和要素价格扭曲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默认地区间房价存在显著差异以及

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难以负担一些地区的高房价。然而区域房价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房价

与劳动力集聚之间的内在机制，现有研究较少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对于劳动力集聚和房价关

系的研究，学者们将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作为分析房价变化的先决条件。这不仅忽视了异质性劳

动力在流动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集聚效应的机制和临界条件，而且排除了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无法对劳动力流动和要素扭曲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那么房价是

否对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存在不同的影响？异质性劳动力集聚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

联系？本文试图在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对房价、异质性劳动力集聚

和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内生机制进行深入剖析。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始终贯穿着“房价变化和要素价格扭曲”这一过程。对于异质性劳动力

流动和房价变动之间的关系来说，技能型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更高（陈宇峰等，2013；谢申祥

等，2019），房价对技能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相对更小，而对低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挤出效应则

更大。在技能型劳动力集中并形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产业相依性决定了发展高端技术

产业的同时需要服务业作为支撑（郭卫军和黄繁华，2020），即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对低技能劳动力

集聚产生了引致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房价对低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挤出。在房价的挤出

效应和产业相依性的影响下，决定了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动态平衡。而劳动力集聚带来的住房

刚需又决定了房价的动态均衡，最终形成了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和房价变动的内生反馈机制。

对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来说，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直接改变了地

区间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以及要素配置结构，前者导致了技能型劳动和非技能型劳动的替代，后

者导致了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在粘性工资前提下，上述两种替代过程直接影响要素价格的相对

扭曲程度（袁鹏和朱进金，2019）。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不仅是决定要素流动的直接动因，而且由劳

动力集聚导致的房价上涨，会导致资本和劳动价格双重扭曲，从而改变异质性劳动力和资本在

行业间和地区间的配置状态和配置效率（张巍等，2018）。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并利用省际宏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

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房价变动和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内生机制。通过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纳

入两区域一般均衡框架内，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是影响地区房价变动的决定因

素，而由于要素价格粘性造成要素价格的扭曲，这是决定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区域劳动力技能结

构分化的关键所在。实证检验发现由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导致的资本集聚以及市场工资粘性是造

成劳动价格负向扭曲和资本价格正向扭曲的根本原因，而高房价对“简单”劳动力产生挤出效

应，并且可能导致资本“脱实向虚”，从而造成了劳动价格的正向扭曲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

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将劳动力划分为技能型劳动力、非技能型劳动力和“简单”

劳动力，进而研究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地区劳动力整体技能结构的改变以及地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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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程度的改变，研究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对地区要素配置和地区要素价格扭曲的作用机制。

第二，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表明房价上涨不仅对非技能型劳动力存在挤出效应，而且产业相依

性导致了技能型劳动力的集聚，也会对非技能型劳动力产生引致效应。最终异质性劳动力的相

对流动均衡取决于上述挤出效应和引致效应的相对均衡。这一研究发现为流入和流出地区实现

均衡发展和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本文发现了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带

来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提高和对资本的引致效应是造成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房价上涨抵

消了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集聚规模效应，并诱发了要素间的替代，形成了技能集聚地区的房价

上涨，劳动力技能结构提升和资本深化的内生反馈机制。这一结论对理解房价变动、住房泡沫的

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明确了地区间异质性要素的配置状态和效率对房价的作用机制。

接下来本文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两区域一般均衡模

型；第三部分在参数校准基础上，对理论模型的关键性质进行数值模拟，并以此阐明要素流动与

房价变化的联动机理；第四部分利用实证手段检验房价、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间要素价格

扭曲的关系；第五部分是文章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如前文所述，揭示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房价变化以及要素价格扭曲的内在机制，关键在于识

别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相对均衡以及要素之间替代的相对均衡。一方面，异质性劳动力的相对

集聚决定了地区住房总需求。另一方面，要素相对配置决定了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程度，并反作

用于要素流动。因此，本文构建两区制一般均衡模型，期望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扩展，对上述问

题进行分析。首先，通过细分异质性劳动力群体，分析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对资本集聚以及对“简

单”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其次，通过引入产业相依性，刻画了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互相之

间的引致效应以及房价对异质性劳动力的挤出效应。通过对上述变量之间动态机制的分析，最

终得出对房价长期动态均衡演化的一般性规律。

具体而言，考虑一个包含两地区（地区 s 和 n），并且工业品（CMt）、服务品（CBt）和住房（CHt）共

存的经济体。住房和服务品不可跨地区交易，工业品在不同地区可自由交易。工业品厂商雇佣

技能型劳动力（Ht）、非技能型劳动力（Lt）和使用可变资本（Kt）进行生产，服务品厂商雇佣“简单”

劳动力（Jt）和使用固定资本（F）进行生产。地区间工资差距决定了异质性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而地区间利率差距决定了资本的跨区域流动。

（一）居民偏好

假设不同的劳动力群体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代表性家庭，不同群体的家庭均具有替代弹性跨

期不变的消费偏好，而每类代表性家庭均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为了便于分析，设定每个代表性

家庭均供给一单位相应劳动力从而获得工资收入，并根据市场价格在储蓄和消费之间进行权

衡。因此，异质性家庭群体在相应收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①可表示为：

U =max
∞∑

t=0

βt

[
ln(

Cσ

B,t

σ
+CM,t)+γ lnCH,t

]
（1）

s.t. Pd
B,t ·Cd

B,t +Pd
M,t ·Cd

M,t +Pd
H,t ·∆Cd

H,t +S d
t+1 = (1+ rt)S d

t +Wd
t d ∈ (l,h, j) （2）

Cd
Bt Cd

Mt ∆Cd
Ht其中， 、 、 分别为 d 居民群体在 t 期对不可贸易的服务品、可贸易的工业品和住房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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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要素流动方程外，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其他所有方程形式完全一致。本文所建立的模型，除需特殊备注说明，所有方程只写出流入

地相应方程的表达形式，各变量略去表示地区的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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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t Wd

t σ

γ

数量； 为 d 居民群体储蓄； 为 d 居民群体获得的名义工资水平；rt 为市场利率； ＞0 为相对

风险规避系数； 为住房的需求偏好弹性。

住房具备耐用品属性，住房存量持续为家庭提供效用，并假设住房的折旧率为 0。在收支约

束下最大化家庭终身效用，可求得家庭 d 对相应商品的需求分别为：

Cd
B,t = (

PB,t

PM,t

)
1

σ−1 （3）

Cd
M,t =

1
1+γ

wd
t

PH,t

+
1

γ+1
PH,t

PM,t

ω̄d
t−1−

γ+σ

σ(γ+1)
(

PB,t

PM,t

)
σ
σ−1 （4）

∆Cd
H,t =

γ

γ+1
wd

t

PH,t

− 1
γ+1

ω̄d
t−1−1+

γ(1−σ)
σ(1+γ)

PM,t

PH,t

(
PB,t

PM,t

)
σ
σ−1 （5）

ω̄d
t−1其中， 是家庭 d 在（t−1）期拥有的住房存量，流动人口当期住房存量为 0。将上述各商品的需求

方程代入约束方程，可得到住房价格的表达式：

PH,t =
γ · w̄t ·Ot

(1+γ)Y s
Ht + ϖ̄t ·Ot

[
1+

(1−σ)PM,t ·Ot

σ
(

PB,t

PM,t

)
σ
σ−1
]

（6）

w̄t ϖ̄t其中，Ot 表示地区所有劳动力总量，即 Ot=Ht+Lt+Jt。 为社会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 为

社会所有家庭拥有的平均住房水平。若将住房价格代入住房需求方程（5），可发现无论是原住民

对住房的需求函数，还是流动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函数，都是关于地区劳动力总量 Ot 的单调递增

函数，即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地区对住房需求也就越大。因此，人口集聚速度与住房供给速度决

定了房价的变化速度，劳动力流动始终会导致房价上涨。此外，由于技能型劳动力集聚造成的地

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提升以及工资报酬的提高均会促使房价上涨。

（二）服务品厂商

由于假设服务品在地区间不可贸易，因此地区间服务品的价格差异是决定居民生活成本的

关键。这样的假设蕴含的重要信息是当居民需要消费相应的服务品时，则必须通过跨地区流动

来实现对特定服务品的消费。这个条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在于当居民对相应的城市交通、社保、

户籍、教育等公共服务产生需求时，必须到相应地区才有可能实现此类公共服务的消费。

根据传统 D-S 框架，假设服务品的生产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点，且满足垄断竞争

条件。服务品厂商雇佣可流动的普通劳动力 Jit 以及使用相应的固定投资 Fi 来提供不同种类的

服务品。除此之外，设定每个地区的市场存在 qt 个服务品厂商，①每个厂商生产存在一定差异的

服务品。假设每个服务品厂商利用固定资本 Fi（假设不存在资本折旧）和可变劳动力 Jit 来生产服

务品 xit 的技术为 Jit=Fi+aTxit。其中 aT 为产品转化效率。

设定地区存在 qt 个差异性服务品厂商。根据 D-S 条件，每个服务品厂商生产的服务品数量

cit 以及居民消费的“打包”服务品数量 CBt 之间关系满足：

CB,t = (
w q

0
cρi,tdi)

1
ρ （7）

其中 ρ 为每种服务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根据居民支出的约束条件，得到居民购买“打包”服务品

支付的价格 PB,t 和每个服务品厂商制定的出厂价格 pi,t 之间关系为：

PB,t = (
w q

0
p

ρ
ρ−1

i,t di)
ρ−1
ρ （8）

均衡条件下地区异质性家庭群体对服务品的总需求等于地区服务品总供给。结合服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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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价格方程（8），可求得服务品厂商 i 的供给 xit 为：

xi,t = Ot(
w q

0
p

ρ
ρ−1

i,t di)
ρ−1

ρ(σ−1) ·P
1

1−σ
M,t ·q−1

t （9）

当商品完全同质的情况下，pi=p，xi=x。同时，由于 M 商品可自由贸易，则工业品价格满足一

价定律。出于计算简便考虑，假设同一市场内部不存在商品运输成本，设定工业品价格作为价格

基准，即 PM=1。那么地区单个服务品厂商的产出可进一步化简为：

xt = Otq
ρ−1

ρ(σ−1)
t pt

1
σ−1 （10）

Rt = pt xt =W J
t · Jt

根据厂商零利润条件，可求出服务品厂商制定的出厂价格和支付劳动的工资率：厂商的全

部利润用于支付普通劳动工人的工资，即 。将厂商产出方程（10）代入零利润条

件，可得厂商支付的工资率为：

W J
t = (

Ot

Jt

)1 - σq
1−ρ
ρ

t (
2σ−1

aTσ
)σ （11）

每个服务品厂商生产服务品的数量关于支付工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为：

xt =
W J

t F
pt −aT W J

t

（12）

方程（11）中 Ot/Jt 表示地区普通劳动力的供养系数或者理解为地区劳动力技能水平结构。

而利用服务品厂商的利润函数在产出约束条件下构造利润最大化函数：

πi,t = pi,t xi,t −W J
i,t(Fi+aT xi,t) （13）

s.t. xt = Otq
ρ−1

ρ(σ−1)
t pt

1
σ−1 （14）

由上式能够推出服务品出厂价格关于厂商支付的普通劳动力工资的表达式为：

pt =
aT ·σ ·W J

t

2σ−1
（15）

将方程（12）和方程（15）同时代入服务品厂商生产技术方程，得到每个服务品厂商雇佣普通

劳动力的均衡数量为：

Jt = (F +aT xt) = F +
2σ−1
1−σ F =

σ

1−σF （16）

J若地区普通劳动力禀赋为 ，则地区的服务品厂商个数为：

qt =
J
Ji

=
J(1−σ)
σF

（17）

式（17）表明，地区服务业规模和单个厂商生产的固定资本投入呈反向关系，即在短时期内，

当地区总资本禀赋固定的情况下，地区工业和传统服务业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最优区间。结合

方程（12）中的普通劳动力供养系数，发现异质性劳动力之间的相依性以及异质性劳动力所代表

的产业规模和结构决定了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最优区间。

（三）工业品厂商

设定每个地区只存在一个典型加总的工业品厂商。工业生产技术满足 C-D 生产函数形式，

用资本和劳动份额参数之间的差别来描述区域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

M s
t = As

t ·Kas
s,t ·Hbs

s,t ·L1−as−bs
s,t （18）

M s
t

As
t

其中， 为 s 地区工业品厂商在 t 期的总产出，Kst、Hst 和 Lst 分别表示该地区工业品厂商使用的总

资本、雇佣的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技能型劳动力总量； 表示地区技术水平；as、bs 和（1−as−bs）分别

表示资本、技能型劳动力和非技能型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贡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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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品厂商的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求一阶导数，得到相应要素的边际产出，即厂商使

用资本所付出的名义利率和雇用异质性劳动力付出的名义工资。同时排除市场价格因素，得到

异质性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以及资本回报率为：

wd
s,t =Wd

s,t

/ (
Ps

M,t ·Ps
B,t ·Ps

G,t

)
d ∈ (h, l, j) （19）

rs
t = asKas−1

s,t Hbs
s,t L

1−as−bs
s,t （20）

rs
t Wd

s,t wd
s,t其中， 表示 s 地区的利率水平； 表示 s 地区 d 劳动群体的名义工资； 表示 s 地区 d 劳动群

体的实际工资水平。

（四）房地产厂商

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于住房价格对市场要素配置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形成的内生机

制。由于住房供给在很多情况下受非系统因素的决定和制约（韩立彬和陆铭，2018；汪勇和李雪

松，2019）。因此出于计算简便的考虑，本文设定住房的生产是线性增长的，具体满足如下形式：

YH,t = zGt （21）

其中 Gt 为外生变量，z 为相应的政策调控参数。住房市场的均衡条件满足市场对住房的总需求

等于总供给：

Ht ·∆Ch
H,t +Lt ·∆C l

H,t + Jt ·∆C j
H,t = z ·GH,t （22）

而劳动力分为原住民和流动居民。因此上式关于住房的总需求，本质上是不同性质的居民

关于住房的异质性需求的加总。

（五）异质性要素流动

在实际要素流动过程中，要素的流动规模取决于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生活成本差距，即地

区实际工资水平差异是决定异质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关键。标记 s 地区为流入地区，则流入

地区的异质性劳动力的动态积累方程为：

H s
t+1 = (1+h)H s

t +ψh ·Hn
t · (wh

s,t −wh
n,t)
/

wh
s,t （23）

Ls
t+1 = (1+n)Ls

t +ψl ·Ln
t · (wl

s,t −wl
n,t)
/

wl
s,t （24）

J s
t+1 = (1+n)J s

t +ψ j · Jn
t · (w j

s,t −w j
n,t)
/

w j
s,t （25）

ψh ψl

ψ j

Hn
t Ln

t

Jn
t

其中，h 为技能型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n 为非技能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 、

分别为技能型劳动力、非技能型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对地区间工资差距的流动敏感系数；

为流出地区在 t 时期的技能型劳动力的存量， 为流出地区在 t 时期的非技能型劳动力的存

量， 为流出地区在 t 时期的普通劳动力的存量。

而资本的转移取决于地区间的利率差异。由于利率本身代表货币的价格，因此资本是否转

移取决于地区间名义利率。资本动态方程的化简形式为：

K s
t+1 = (1+gk)K s

t +ψk ·Kn
t · (rs,t − rn,t)

/
rs,t （26）

ψk

Kn
t

其中 gk 为稳态下资本积累速度； 为资本流动的敏感系数；rs,t 为流入地资本回报率、rn,t 为流出地

资本回报率； 为流出地资本存量。与流入地对应，流出地区的劳动和资本的动态方程只是将自

然积累项后面的要素转移改为要素流出。

三、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

为揭示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以及房价影响要素配置的内在机理，本文对理

论模型的均衡条件及关键性质进行数值模拟。由于本文研究重点并未涉及国外部门以及金融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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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同时对政府关于住房的调控进行了简化，因此在采用中国实际数据进行校准和数值模拟过

程中，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房价上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参数校准①

为了使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的性质结果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契合，本文对理论模型中的

参数和状态变量进行赋值模拟，相应的赋值规则见表 1。
 

表 1    模型参数校准

参数及取值 经济含义 理论依据

as=0.43 流入地的资本产出弹性

投入产出表的要素收入份额占GDP比重；

孙巍和徐邵军（2021）

bs=0.24 流入地的技能型劳动力产出弹性

（1-as-bs）=0.35 流入地的非技能型劳动力产出弹性

an=0.41 流出地的资本产出弹性

bn=0.21 流出地的技能型劳动力产出弹性

（1-an-bn）=0.32 流出地的非技能型劳动力产出弹性

Fs=Fn=300 地区服务业的固定资产使用总额

Mori（2012）；何雄浪和毕佳丽（2014）aTs=aTn=0.3 产品转化效率

ρ=4 异质性服务品替代参数

gs=0.12 流入地区的房地产年平均增长率
国信房地产信息网

gn=0.17 流出地区的房地产年平均增长率

β=0.99 主观贴现因子
李尚骜和龚六堂（2012）

gk=0.15 资本的稳态增长率（储蓄率）

σ=0.55 风险规避系数 主观贴现率测算

γ=0.3 住房偏好参数 郭念枝和村濑英彰（2018）

ψh=0.05 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敏感系数

误差最小化原则测算ψj=ψl=0.03 普通劳动力、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敏感系数

ψk=0.05 资本的流动敏感系数

h=0.02 技能型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
《劳动与就业统计年鉴》

n=0.01 非技能型劳动力平均增长率
 
 

（二）数值模拟

在完成参数校准和赋值后，本文对异质性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流动速度及其是否造成了资

本和劳动力配置状态的改变进行数值模拟。通过模拟地区间不同要素的流动规模、地区房价、地

区劳均资本存量、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等变量的时间演化趋势，对异质性要素集聚、房价和要素

配置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验证。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在要素追逐技术的理论机制作用下（孙巍和徐邵军，2021），生产要

素和研发要素会向着技术优势地区集聚。人口规模扩张显著提高了集聚地的住房需求，造成集

聚地区房价显著上升，地区间房价产生显著分化，具体如图 3 所示。此外高房价对异质性劳动力

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可以看出，要素集聚造成的房价上涨对工业部门的非技能型劳

动力的挤出效应最为明显。而产业相依性又使得技能型劳动力集聚阻滞了房价对普通劳动力的

挤出，因此高房价促使非技能型劳动力回流比普通劳动力回流更早发生。如图 2 所示，技能型劳

动力集聚会导致资本流入，进而诱发资本对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最终，技能型劳动力集聚造

成了对非技能型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说明高房价可能会排斥低技能型劳动力。

徐邵军、孙    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房价变动与要素价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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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模拟结果发现，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并不受限于房价上涨，而取决于地区间的工资差

距。①从图 4、图 5 看出，流入地的技能型劳动力集聚规模并没有随着房价上涨趋势减缓而扩大，

反而因为粘性工资的微弱下降而显著缩小。对比流出地区的演化规律，同样能够确定工资水平

下降是造成技能型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原因，房价变动仅是对于技能型劳动力规模变动的自发反

应，具体如公式（6）所示。

本文数值模拟结果的一个新发现是对于非技能型劳动力而言，若工资不存在显著上升趋

势，即使房价下降速度快于工资下降速度，也不会吸引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具体如图 6、图 7

所示。对于技能水平较低、市场价格粘性较强和可替代性较高的非技能型劳动力，可观测的名义

收入水平上涨是决定其流动的根本原因。上述规律同样体现在普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如图 8

所示，随着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渐上升，普通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规模也会逐渐降低。流出

地区则刚好相反：工资水平逐渐降低，普通劳动力流失规模则逐渐扩大，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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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结果的另一个新发现在于，市

场中工资粘性是普遍存在的，且劳动力价格

扭曲的微小变动会引发劳动力流动规模显著

变化。结合技能型劳动力、非技能型劳动力

和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模拟结果发现，技

能水平越低、越容易被资本替代的劳动力，其

工资粘性越强。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规模却

并未表现出与房价变动显著的反向特征，粘

性工资的微弱变动反而诱发了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明显改变。

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关于房价变化对地区要素配置问题，通过模拟地区劳均资本存量和地

区劳动力技能结构发现，由于技能型劳动力和资本对非技能型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替代，那么在

集聚地住房价格持续走高和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工资上涨缓慢的背景下，普通劳动力受到的挤

出效应要高于产业相依性对普通劳动力的引致效应，进而造成流入地的要素配置逐渐向资本深

化调整。同时，在要素追逐技术的作用下，技能型劳动力会向技术优势地区集聚，进而提高集聚

地区的劳动力技能结构。

结合本文模拟结果，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房价变化之间的内在机制可归纳为，当不同地区

的技术密集程度存在差异时，地区间技术差距决定的要素报酬差距必然诱发劳动力流动，而集

聚规模决定了对住房的刚需。对于劳动力而言，技能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资

水平及其满足自身住房需求所需的时间周期。因此，工资是决定劳动力集聚和房价上涨的关键

因素。不同技能结构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同，达到自身住房需求餍足点的周期存在差异，即房价

动量趋势的周期取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分布状态，地区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越高，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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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快，上涨周期越短。地区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越低，房价上涨越慢，上涨周期则越长。而现实

中较难发生极端的劳动力技能极化现象，原因在于产业相依性对普通劳动力的引致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最终，房价取决于异质性劳动力的平均技能结构以及社会

平均工资水平。正如模拟结果揭示的那样，粘性工资的微小变动均容易造成异质性劳动力集聚

的显著变化。

四、异质性劳动力集聚、房价与要素扭曲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构造及数据选取

根据上文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看出，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是影响房价

变动的关键因素，而房价变动和要素价格粘性又决定了异质性劳动力的集聚。因此，本节利用空

间计量的方法，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房价和要素扭曲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α β

本文选取要素价格扭曲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参照 Hsieh 和 Klenow（2009）、蒲艳萍和顾冉

（2019）等学者的测算方式，定义要素价格扭曲为要素边际报酬和市场价格的比值（distLit=MPLit/wit，

distK i t=MPK i t/r i t）。其中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 和 ）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资本市场价格（ri,t）使用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来衡量（王宁

和史晋川，2015）；劳动市场价格（wi,t）采用市场平均工资来衡量。若要素价格扭曲指数大于 1，则

要素价格存在负向扭曲，反之，则存在正向扭曲。在得到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指数的基础上，可

求得要素价格整体扭曲程度（total_disti,t）和相对扭曲程度（relative_disti,t）：

total_disti,t = distK
α
α+β

i,t distL
β
α+β

i,t （27）

relative_disti,t = distLi,t

/
distKi,t （28）

本文选取各地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作为衡量房价的指标；选取各地区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技能型劳动力的指标，同时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以各地区研

发人员总量（万人）作为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指标；选取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量、私营企

业就业人员和个体就业人员总量（万人），并扣除技能型劳动力作为衡量普通劳动力数量的指

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地区资本存量进行计算；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与“地区年末户籍人口”

之差和“地区年末户籍人口”的比值作为劳动力净迁入比率。考虑到数据完整性，剔除了西藏地

区的相关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时间为 2004−2019 年，相应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详细的指标含义和处理过程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变量名称 符号 测度方式

要素相对价格扭曲 relative_dist relative_distit=distLit/distKit

要素整体价格扭曲 total_dist total_disti,t = distKα/ α+β
it ·distLβ/ α+βit

房价 ph 地区商品房平均售价的对数

技能型劳动力 skill 地区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对数

非技能型劳动力 lab 地区劳动总量的对数

流动比率 mig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

资本 cap 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对数
 
 

（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检验各个地区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经典的空

  2022 年第 6 期

•  88  •



间相关 Moran 指数对地区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

I =

n∑
i=1

n∑
j=1

wi, j (xi− x)
(
x j− x

)
S 2

n∑
i=1

n∑
j=1

wi, j

（29）

其中，xi 分别代表地区 i 的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和要素价格整体扭曲；n 为地区总数；wij 为空间权

重 矩 阵 W 中 的 元 素 。 本 文 采 用 经 济 距 离 阵 来 构 建 莫 兰 指 数 。 从 表 3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2004−

2019 年间，中国各省份之间的要素价格扭曲存在正向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表 3    Moran’s I 指数时间变化趋势

时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相对扭曲 0.229
(1.585)

0.337***

(2.876)
0.464***

(6.324)
0.480***

(5.168)
0.440***

(3.795)
0.340***

(3.001)
0.305**

(2.239)
0.309**

(2.267)

整体扭曲
0.252**

(2.081)
0.265***

(2.854)
0.285***

(4.523)
0.264***

(3.857)
0.374***

(3.763)
0.365***

(3.048)
0.353**

(2.012)
0.447**

(2.064)

时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相对扭曲
0.271*

(1.643)
0.244

(1.377)
0.264**

(2.088)
0.271**

(2.181)
0.242*

(1.701)
0.198**

(2.133)
0.215*

(1.801)
0.207*

(1.795)

整体扭曲
0.428**

(2.063)
0.442*

(1.759)
0.421**

(2.136)
0.395***

(2.703)
0.342**

(2.050)
0.414

(1.638)
0.403**

(2.132)
0.417**

(2.112)

　　注：小括号内为z值。***、**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要素扭曲的实证检验

通过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发现，若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引发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并提高劳动生

产效率时，粘性工资的存在会使得劳动价格发生负向扭曲，而房价对劳动力的挤出则会造成劳

动价格的正向扭曲。若当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引发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并提高资本生产效率

时，应当引发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而房价导致资本“脱实向虚”，从而造成资本价格的负向扭

曲。为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首先进行 LM 检验，结果表明 SEM 模型、SAR 模型均适用。其

次，LR 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说明 SDM 模型不会简化为 SEM 模型或 SAR 模型。再次，Hausman 检

验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最后，联合显著性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说明选用时间和个体双重效应的

SDM 模型较为合适。本文构建如下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M）对此进行检验：

zi,t = τzi,t−1+ρw′izt + x′i,tβ+d′i Xtδ+µi+γt +εi,t （30）

d′i Xtδ {ph, skill,mig, lab,cap} ρ其中， 表示解释变量 的空间滞后，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利用 2004−

2019 年间样本，并以经济距离计算空间权重矩阵，分别验证要素相对价格扭曲、整体价格扭曲与

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和房价之间的作用关系。同时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同样采用经济距

离和地理距离结合的空间权重阵以及利用地区研发人员数量作为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从

而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应的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变量与要素整体、相对价格扭曲关系的检验结果

要素整体价格扭曲 要素相对价格扭曲

经济距离阵 空间权重阵 替代变量 经济距离阵 空间权重阵 替代变量

skill
0.172**

(0.0815)
0.0721**

(0.0344)
0.406***

(0.0764)
0.0129***

(0.00389)
0.0696*

(0.0392)
0.106**

(0.0499)

ph
−0.0560**

(0.0252)
−0.562***

(0.0889)
−0.0831**

(0.0359)
−0.164***

(0.0495)
−0.204***

(0.0618)
−0.108***

(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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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技能型劳动力集聚与要素整体价格扭曲、相对价格扭曲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

关系，而房价与要素整体价格扭曲、相对价格扭曲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具体而言，在技

能型劳动力集聚造成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工资粘性阻碍了市场的价格发

现功能，使得当期市场工资无法迅速反映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而资本的市场价格调整较为灵

活。因此，在劳动价格被负向扭曲和资本价格未被负向扭曲的同时，要素整体价格和相对价格均

产生负向扭曲。而房价的提高则挤出了议价能力相对较低的“简单”劳动力，促进了市场工资向

劳动边际报酬收敛。同时房价上涨诱发了资本“脱实向虚”，而房地产比重扩大提高了社会平均

资本边际回报率。因此，在房价造成劳动价格正向扭曲和资本价格负向扭曲双重叠加下，要素整

体价格和相对价格均产生正向扭曲。

为更细致地揭示技能型劳动力集聚、房价变动对要素扭曲的主要作用主体和作用机制，本

文进一步对技能型劳动力集聚、房价变动与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检

验。 ①除了上文所采用的核心变量，本文同样选取地区产业结构（stru i t）以及要素市场化程度

（factit）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许家云和张巍，2020；王小鲁等，2021）。实证结果表

明，技能型劳动力集聚会显著造成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以及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即技能型劳

动力的集聚在促使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因工资粘性的缘故，市场工资水平调整存在滞后，这使得

市场工资水平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水平。此外，技能型劳动力集聚会导致资本集聚，而由于边际报

酬递减，人均资本深化会造成资本边际报酬率下降，同时也会造成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促使资

 

续表 4    各变量与要素整体、相对价格扭曲关系的检验结果

要素整体价格扭曲 要素相对价格扭曲

经济距离阵 空间权重阵 替代变量 经济距离阵 空间权重阵 替代变量

mig
1.266**

(0.642)
1.027***

(0.391)
1.133***

(0.325)
−0.520**

(0.214)
−0.608***

(0.213)
−0.513**

(0.208)

cap
−0.346***

(0.113)
−0.397***

(0.0787)
−0.323***

(0.0725)
0.0224

(0.0309)
0.0313

(0.0340)
0.0407

(0.0265)

lab
0.665***

(0.250)
0.173

(0.122)
0.585***

(0.0972)
−0.189*

(0.102)
−0.271***

(0.0758)
−0.0436
(0.140)

W×skill −24.18
(14.93)

−1.173
(10.47)

−3.745
(2.856)

−7.018***

(1.169)
−3.389
(6.748)

−10.28***

(1.350)

W×ph
17.59*

(10.40)
−8.029
(11.05)

−13.63
(9.525)

14.01***

(4.854)
10.10**

(4.522)
10.40**

(4.682)

W×mig 61.33
(91.80)

28.46
(27.57)

37.04
(23.96)

25.72
(28.59)

42.90*

(24.17)
33.80

(27.86)

W×cap 4.007
(11.14)

3.254
(6.371)

−0.210
(4.956)

7.789***

(3.007)
6.626**

(3.084)
8.114***

(2.841)

W×lab −11.93
(20.21)

6.002
(11.36)

19.63*

(10.20)
−12.92**

(6.486)
−24.57***

(5.783)
−4.291
(7.008)

ρ −2.071**

(1.0497)
−0.366**

(0.163)
−1.922***

(0.576)
−0.658***

(0.182)
−1.068**

(0.481)
−1.317**

(0.601)

sigma2 0.253***

(0.0125)
0.296***

(0.0197)
0.291***

(0.0190)
0.0413***

(0.00631)
0.0425***

(0.00266)
0.0409***

(0.0061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空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R2 0.4783 0.4278 0.4357 0.3895 0.3710 0.3953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经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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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价格向真实回报率收敛。

而房价上涨对“简单”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的影响并不

大。结合住房定价方程（6）以及数值模拟结果，高房价在造成技能型劳动力集聚的同时，也提高

了市场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力平均技能结构，促使市场工资向劳动真实回报率收敛，即劳动价

格发生正向扭曲。同时，劳动力集聚造成的刚需提高不仅巩固了房价的动量效应，使得社会资本

的平均边际报酬水平提高，而实体经济市场回报率下降，最终造成资本价格负向扭曲。

五、结　论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房地产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刻画异质性劳动力的相对流动和要素配

置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出现代工业部门、传统服务部门与房地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并以此阐明异质性要素集聚、要素价格扭曲与房价变化的联动机理。在机制验证方面，本文在对

理论模型的性质和关键结论进行数值模拟的同时，利用中国省际宏观年度数据进行空间计量的

实证检验，并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理论模型揭示出，第一，地区房价变动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异质性劳动力集聚造成的

地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对资本和“简单”劳动力的引致效应，均会诱发房价

上涨。第二，针对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劳动市场的粘性工资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力价

格扭曲的微小变动会显著改变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即对于劳动力而言，可观测的名义工资是决

定其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原因，高房价并不是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原因。第三，劳动力的技能特

征是决定其工资粘性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关键。由于资本和技能型劳动力容易对在制造业中的非

技能型劳动力产生替代，而在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则与技能型劳动力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产

业相依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高房价对“简单”劳动力的挤出，使得高房价造成的在制造业中的

非技能型劳动力回流比在服务业中的普通劳动力的回流更早发生。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核心机制。从要素整体价格扭曲和相对价格扭

曲的视角来看，技能型劳动力集聚会造成要素整体价格负向扭曲以及要素相对价格负向扭曲，

而房价上涨会造成要素整体价格正向扭曲以及要素相对价格正向扭曲。进一步的实证验证表明

由技能型劳动力集聚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工资粘性导致市场工资水平调整滞后是造成

劳动价格负向扭曲的根本原因。在资本市场价格灵活性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技

能型劳动力集聚对资本集聚的引致效应会造成资本价格的正向扭曲。房价上涨诱发的社会资本

“脱实向虚”，使得边际报酬较高的房地产业资本产生了扩张，而实体经济市场回报率下降，最终

造成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

本文研究对优化区域要素配置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异质性劳

动力流动、房价变动以及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内生机制，决定了需要加强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整

体性。为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引导要素市场回报率有效回归边际报酬水

平。由于资本对在制造业中的非技能型劳动的替代程度要高于对在服务业中的“简单”劳动力

的替代程度，因此若不能有效提高相应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容易造成非技能型劳动力大量涌

入服务业，从而造成技能型劳动力流失。第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新兴行业在发展初期，因资

本相对稀缺而使得边际报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需要政府对此实施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有效引

导资本配置和产业布局，使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第三，各地区需加强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引

导。对于技术密集地区而言，在人才吸引的同时需注意产业之间的相关性，避免由高技能劳动力

流动产生住房泡沫。对于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流出地而言，留住人力资本和形成知识集聚是避

免地区产业空心化和缓解地区经济分化等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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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Housing-price Changing
and Factor-price Distortion

Xu Shaojun,  Sun Wei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Summary:  Although Chi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ly growth in short term, the price distortion of

land, labor and other factors restricte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 to tame the inflation

of housing prices, alleviate factor-price distortion and optimize the factor-allocation among regions has be-

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heorize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between housing-price formation,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and regional factor-price distor-

tion.

By constructing a two-region theoretical model with real estat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real sector, services and real estate, and expounds the linkage between factor flowing, factor-price dis-

tortion and housing prices. Numerical simulation reveals that labor skill distribution property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factor-price distortion, migration scale and housing-price formation. The migration and agglomera-

tion of skilled labor will induce capital and unskilled labor agglomeration, and further lead housing-price rising

through the scale effect and crowding out unskilled labor. Besides, industrial interdependence will impede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n unskilled labor to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it leads to endogenoushouse price formation

and labor skill structure changing across regions. The above theoretical findings have been empirically proofed

by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from 2004 to 2019. Skilled labor aggregation leads to negative labor-price distor-

tion and positive capital-price distortion; housing-price rising leads to positive labor-price distortion and negat-

ive capital-price distortion. Finally, skilled labor agglomer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factor-price dis-

tortion and relative-factor-price distortion. Housing-price ris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otal-factor-price dis-

tortion and relative-factor-price distortion.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wo-region theor-

etical model, labor with heterogeneous skills is distinguished, which indicates the mechanism of skill structure,

factor allocation and factor-price distortion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induced effect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can offse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n

unskilled labor agglomer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ird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kill structure improvement

brought by skilled labor agglomeration and its induced effect on capital are the key to housing-price rising.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s has crowded out the unskilled labor of low bargaining power, and induced the sub-

stitution of capital for labor, forming an endogenous feedback mechanism of housing-price rising, labor skill

structure improving and capital deepening in skill agglomerating areas. These contributions provide a new per-

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ousing bubble formation, and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heterogeneous factor

allocation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housing-price changing； factor-price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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