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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进入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可盈利的产业，这

是市场的要求，所以不能单靠财税政策。

五、财税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经过近 40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还有哪些改

革任重道远呢? 第一，我们的建设性财政已经转

变为公共财政，这个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们有三

个转型还任重道远。比如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

指出的，我们要由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制逐渐的

转向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我认为这个转型还

任重道远。可以说，下一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
地产税的改革，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老百姓能不

能接受、能不能意识到我们是用暗税转为明税，实

际上是在促进财政的民主化，促进老百姓当家作

主，促进纳税人意识的提高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

政府民主监督的提高，这种制度性改革的意识，我

认为还任重道远。第二，政府间的关系，集权式的

财政逐渐的向分权式的财政转变。这种转型来来

回回，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它任重道

远。第三，计划型的财政向真正的民主性财政转

型，这个道路也非常艰难，也涉及到民主制度建

设、法治制度建设和老百姓的接受。总而言之，在

整个经济转型当中，我们的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可

持续发展，靠的是这种转型和改革，但是，这种改

革又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们也要像“中国女排”那

样，在艰难的情况之下要挺住、要坚韧不拔的向前

走，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创新。

对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基本判断

□李 实

(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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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

学者，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收

入分配制度。

劳动力成本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两

年，包括媒体甚至政府部门都参与有关这个问题

的争论。有些人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过高了，或

者是工资增长过快了，甚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所以现在要降劳动力成本，不能让工资增长过

快，怕影响到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对这个问

题，争论非常激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收入分配

研究院专门做了一个课题，我们到南京、洛阳、重

庆三个地方调查了 10 家制造业企业，看看他们在

过去几年中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生产总成本的变

化，还有其他一些成本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利用

了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做了一些相关的分析，

另外也做了一些国际比较。在这样的基础上，我

们形成了一个课题研究报告，今天我把报告的一

些主要观点作个介绍。
对企业成本及劳动力成本，我们有五个基本

判断。第一个判断，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提高。第二个判断，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个判断，当前企业负担

过重，或者是成本增长过快，主要是制度成本造成

的。我们要降低制度成本，而不是笼统的说要降

低劳动力成本。第四个判断，产能过剩、企业营业

收入下降与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相关。劳动力成

本上升是一个方面，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增速下

滑，企业的经营效益在不断的下降，这个情况下凸

显了劳动力成本占比快速上升。第五个判断，从

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要降成本主要是降制度性

成本。我们提出了四字方针: 降、调、除、保，实现

减轻企业负担的目的。下面围绕这五个判断介绍

一下我们的研究结果。



· 58 ·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6 年

一、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提高

根据 10 家企业的调查，可以看出企业总成本

在过去 10 年中上升了将近 3 倍。相对来说，劳动

力成本要比企业总成本上升得快一些，大概高出

40%左右。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劳动力成本

之外，还有其他的成本，比如说环境成本也在上

升。现在环境执法越来越严，企业支付的环境成

本越来越高; 融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交通成本

都比劳动力成本上升得更快。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并不是推动企业总成本

上升的最主要原因。2005 年、2010 年、2015 年这

三年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的

比例发生了变化。确实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

占的比例是上升的，到 2015 年的时候，大概占企

业总成本的 32%。同样的，我们也要看到其他的

成本，比如说融资成本上升的幅度要超过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2005 年，它大概是 5%，到了 2015 年

上升到了 12%，上升的幅度非常快。同时，我们应

该看到，企业的税负，虽 然 有 所 下 降，但 是 到 了

2015 年的时候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高，企业的税

负大概占企业总成本的 15%。所以，这也是企业

负担过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近年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是
合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看我们国家的劳动报酬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在 2007 年的时候，达到最低

点，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 48%，现在回升到大

概 51% 左右，但是比 2000 年初期的时候还要低。
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报酬只是一个回

升的过程，它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劳动报

酬的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看到这点，

如果比较人均 GDP 的增速和居民收入的增速，就

会发现，在 1978 年到 2015 年将近 40 年的时间里，

其中有 30 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 GDP 的增

长，其中有 26 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 GDP
的增长。应该说，这几年劳动报酬的上升有一定

的反弹因素在里面。另外，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也说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一定的市场机制作

用。比如 说，现 在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所 占 的 比 重 从

2011 年开始下降，到 2015 年已经下降接近 3 个百

分点。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

升。另外，劳动力的构成，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

累，教育的发展使人均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增

加，人力资本上升肯定要拉动工资的上升，从而带

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

报酬的上升、工资的上升，甚至部分劳动力成本的

上升，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三、当前企业负担过重是制度成
本过高造成的

制度成本其中特别是企业的税收和行政性收

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上升较快。不管是用统计

局工业企业的数据还是用我们在三地调查的数

据，2014 － 2015 年的时间里，这种成本占总成本的

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三地企业的数据显示，

在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成本所占比重大概上升近 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企业负担，特别是税收、收费

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增加。我们在和企业访谈

的过程中，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负责人明确提

出: 工资上升我们能理解，也愿意接受，这是市场

作用的结果; 问题是在于税费过高，特别是社会保

险的缴费。社会保险的缴费占企业劳动力成本的

比重，2010 年大概不到 15%，2015 年上升到接近

20%，上升了近 5 个百分点。劳动力成本当中，增

长最快的是住房成本，什么是住房成本，说白了是

住房公积金的缴费。10 年期间住房公积金的缴费

增加了 8 倍，社保缴费增加了 5 倍以上，而工资成

本，大概增加不到 3 倍。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占

劳动力成本中很大部分，同时，也是推动劳动力成

本上升的最主要部分。

四、近年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与
产能过剩、营业收入下降相关

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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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专门分

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比如说营业收入下降

的企业和营业收入上升的企业。发现营业收入下

降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是在上升，而且

上升得非常明显。而营业收入上升的企业，劳动

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大

程度上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整个宏观经济恶化

而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劳动力成本自身的原因。
特别是在劳动力成本具有黏性的情况下，去产能

会引致企业营业收入下降，从而营业收入中劳动

力成本的比重上升。一些相对产能过剩的企业，

比如说钢铁、玻璃、有色金属，其营业收入下降，引

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变得非常突出。近几年劳动力

成本占比的提升，确实和企业产能利用程度有密

切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单的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归结为劳动力成本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宏观经

济的问题。

五、制定降、调、除、保方针，降低
税费以减轻企业负担

一是降税费。政府要进一步压缩行政开支，

要还利于居民和企业，减少各种行政性的收费，要

适当降低增值税率。
二是下调社会保险缴费。我们认为，现在有

的社会保险缴费过高，应降低这部分的缴费。

三是去除住房公积金。我们感觉到住房公积

金占劳动力成本当中的比重在不断的增加。而

且，住房公积金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它扩大了收入

差距，很多的低收入人群、低工资人群是没有住房

公积金的。同时，上世纪 90 年代末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时候，所设计的那样一个制度目标、功能

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有很好的商业住房贷款，足

以弥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住

房公积金应该取消。应该把住房公积金加到工人

的工资上，通过增加工资对住房公积金进行根本

的改革。
四是保工资增长。当前在经济增长降速的情

况下不应该降工资，要保持工资稳定增长，使得工

资能够和 GDP 保持同步的增长，使得工人工资的

增长能够长期稳定下去，能够保持劳动报酬的占

比不断上升。
我认为，降成本要加大力度，像“五险一金”缴

费比例过高的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学界都有共

识，人社部最近也出了文件，要把养老保险缴费占

工资总额的比例降一个百分点。这个降幅是不够

的。我们建议，养老保险的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

例争取在未来五年中，由现在的 28% 降到 23%，

每年降 1 个百分点。使得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够大

幅度的降下来。同样的，取消住房公积金，可以使

得企业的总成本下降大概 2 个百分点左右。这样

才能起到减轻企业负担的效果，实现降成本的真正

目的。总之，企业要降成本，但是降成本要精准。

( 责任编辑: 廖才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