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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
——基于空间面板 Durbin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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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

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

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

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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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管控劳动力市场的一项重要手段，有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劳动供给广度）

和工作时间（劳动供给深度）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分析层面还是经验研究层面上，均是当今劳动力市场政策中

讨论得最生动的话题之一。然而，经济学界在最低工资制度是否能够有效改善处于收入分配底端劳动者经

济状况这一问题中一直存在争议，这是由于提升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劳动力成本，可能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

就业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企业会通过延长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抵消劳动成本上涨，进而对低技能劳动力

的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那么最低工资就不是帮助

贫困和低收入家庭的“免费午餐”，而是对一些人的福利与其他人的成本进行权衡［1］。因此，有关最低工资就

业效应和工作时间效应的评估对于评价最低工资是否达到了政策目标十分重要。

提升最低工资带来的潜在好处来自于受影响的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工资，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来自于贫

困或低收入家庭，因此将有助于减少家庭贫困［2］；潜在的不利影响是，更高的最低工资可能会阻碍企业雇佣

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3⁃4］，而这部分失业的群体正是最低工资本应该帮助的人群所在。也有一些经验研

究发现提升最低工资将增加就业［5⁃6］，或是对就业的影响非常微小甚至没有显著影响［7］。
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可能缘于现实经济中最低工资

提升对就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有关最低工资对就业非线性影响的考察，可以解释以往关于最低工资

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回归结果的异质性［8］。由于劳动力的就业与工作时间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最

低工资提升可能伴随着就业和工作时间同时下降［9⁃10］，抑或就业上升和工作时间下降［11］，抑或就业下降而工

作时间上升［12］。Strobl 和 Walsh［13］认为最低工资提升将会增加还是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尚未有定论。这

些关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效应研究结果的差异性意味着最低工资对工作时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

Kalenkoski 和 Lacombe［14］认为，如果在研究中忽略最低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将可能低估最低工资对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错误的推论。目前，在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分析中考察空间溢出的研究相对

较少。Kalenkoski 和 Lacombe［15］基于空间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考虑空间相关，最低工资提升 10%，青年就

业减少 3.2%。Dolton 等［16］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认为，引入空间相关性之后，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

没有明显的影响。杨翠迎和王国洪［17］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任玉霜

等［18］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郑适等［19］发现，最低工资与农民工的就业之间存在非

线性的关系，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倒“U”型特征，而间接效应的影响与之相反。目前，尚未有文献讨论最低

工资工作时间效应的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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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包括：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吗？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

给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易受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影响的低学历农民工为研究

对象，通过建立空间面板 Durbin 模型，从就业和工作时间两个侧面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

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非线性影响吗？
Burdett 和 Mortensen［20］认为当最低工资低于竞争工资，就业依赖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和最低工资与均

衡工资之差，当劳动力的工资低于生产率时，适度提升最低工资将提高就业，当最低工资大于均衡工资时，失

业率上升，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具有负向影响。Manning［21］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就必须承认最低

工资提升对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是非线性的。Brown 等［22］的理论研究为考虑最低工资对就业的非线性影响

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基准模型，这项研究表明，更高的最低工资降低了“工作提供率”，同时增加了“工作接受

率”，因为工作的价值相对于失业的价值增加，总体的影响是模糊的。因此，他们认为，“在适度的最低工资水

平下，后者的影响可能会主导前者”，表现为最低工资提升与就业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可以提出假设：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通过增加工作回报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

是通过增加企业面临的成本来抑制劳动力需求，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的特征（H1）。

厂商可以按照自己的生产能力调整劳动力数量和工作时间，那么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调整途径是什么，是

在原有工作岗位上向上调整工作时间，还是通过工作变动调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替代就业）？较高的最低

工资减少了那些本来在工资低于新最低工资的企业工作的工人流入较高工资企业的可能性，同时增加了在

较高工资企业工作的工人流入低工资企业的可能性。因此提供高于最低工资的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会

向内移动，并且工资越低移动的越多，从而曲线变的更有弹性［23］。雇主偏好在决定劳动力工作时间上起到

重要影响。初始工资低于新最低工资标准的低工资劳动力相对于高工资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下降，即劳动力

之间的替代效应导致低工资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下降。如果就业和工作时间可以完全替代，在执行月最低工

资的我国，当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后将会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24］。因此，可以提出假设：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非线性影响，即当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时，为了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企

业可能通过延长农民工工作时间替代就业，同时也可能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间的就业替代减少农民工工作

时间，因此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的特征（H2）。

（二）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会影响就业的未观察到的变量，例如

总体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存在差异。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本地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相邻地

区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寻找工作，提高最低工资的总体影响可以分解成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影响，和对

相邻地区劳动力就业的间接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然而，大多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和案例分析的经验研究

所包括的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25⁃26］，不足以解释劳动力就业的空间相关性。

梁琦和王斯克［27］认为最低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来自于各地区政府争相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攀比效应

和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引起的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效应。郑适等［19］认为，地缘关系和文化交流带来的区域集聚

以及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参考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这一现实特征。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力

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各地区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和时间也不尽相同，这种非同步性和非

对称性会将引起区域间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和工作时间效应的差异。

劳动力流向劳动报酬高的地区，当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而周边地区最低工资未提升时，意味着本地

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周边地区劳动力流入。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使得劳动力资源

的配置趋于合理，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使得本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由于劳

动力流入可能会冲击本地劳动力市场，此时岗位空缺和失业同时存在。同时由于本地劳动力的集聚效应会

辐射周边地方，相应的邻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出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该地区的工资将会提升，因此本地最

低工资的提升可能使得本地和相邻地区劳动力的工资同时上升。最低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来自于农民工乡

城流动带来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紧密联系。当两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接近，将会存在一定的竞争

性，如果本地的劳动供给增加，相邻地区缺乏劳动力，将可能导致相邻地区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延长（抑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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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H3a）；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H3b）；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H3c）。

二、数据说明与回归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2010—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对象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年龄在

15～54 岁的女性农民工和年龄在 15～59 岁的男性农民工，并删除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怀孕或哺乳样本，保

留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样本。通过各省市人社部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搜集了 31 个省份最低工资数据及区域经

济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合成 201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①。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是否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基于 Moran’s I 指数，对农

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为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空间权重选择地理邻接空间权

重矩阵（W 1），如果省份 i 和省份 j 毗邻，则 Wi,j = 1，反之 Wi,j = 0，主对角线上元素为 0（同一省份的距离为

0）；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 2），W 2 = 1/d2i,j，如果 i ≠ j，d 表示省会之间的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 3），W 3 = 1/|Ȳ i - Ȳ j|，表示样本期间省份 i 和省份 j 实际人均 GDP 之差绝对值的倒数，用于度量地区经济发

展状况。

表 1 给出了基于不同空间权重计算的农民工就业的 Moran’s I指数，用以检验地区间就业和工作时间是

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大部分 Moran’s I指数的取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民工就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通过

农民工的 Moran’s I指数取值的变动趋势可知，男性农民工就业的空间相关性较大，且波动明显，呈现波动上

升，基于不同权重计算的 Moran’s I 取值接近。农民工工作时间的集聚现象不如就业的集聚现象明显，多依

赖于邻接空间权重。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Moran’s I 指数的波动较小，男性农民工的工作

时间 Moran’s I 指数的波动较大，二者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说明区域间农民工工作时间的空间相关性变弱。

因此，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和工作时间存在空间相关性，需要基于空间计量的分析方法研究最低工资对农民工

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

表 1 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的 Moran’s I 指数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就业

邻接空间权重

女性

0.2870***
0.2200**
0.2470**
0.1720*
0.1860*
0.3490***
0.4410***
0.5350***

男性

0.2210**
0.2390**
0.3920***
0.2820***
0.3560***
0.3600***
0.4220***
0.5400***

地理距离权重

女性

0.1030
0.1100*
0.1560**
0.0900
0.0980

0.1880***
0.1940***
0.2620***

男性

0.0930
0.1470**
0.1630**
0.1460**
0.1940***
0.1720***
0.1910***
0.2580***

经济距离权重

女性

0.0770
0.2340**
0.1980*
0.2150**
0.2120**
0.1950*
0.1110
0.1860**

男性

-0.0590
0.2190**
0.1160
0.1280
0.1750*
0.0960
0.0750
0.1800**

工作时间

邻接空间权重

女性

0.1630*
0.2940***
0.1160
0.1970**

0.2020**
0.0170
0.0600

男性

0.4370***
0.4510**
0.2750***
0.3480***

0.3270***
0.0710

0.2760***

地理距离权重

女性

0.0610
0.1140*
0.0110
0.0100

0.1310**
0.0190
0.0330

男性

0.1760**
0.1810**
0.1270*
0.1870***

0.1210*
0.0320

0.1450***

经济距离权重

女性

-0.2280
-0.1620
-0.1570
-0.2150

0.0650
-0.0780
0.0500

男性

-0.1830
-0.1770
-0.1300
-0.1640

-0.0440
-0.0220
0.073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

（三）回归模型设定

Elhorst［28］指出空间计量模型中包含三种不同的交互作用，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交互效应、

解释变量之间的外生交互效应和误差项之间的交互效应。包含内生交互效应的模型，即空间滞后模型，又称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包含误差项之间的交互效应的模型，即空间误差模型（SEM）；包含内生交互效应和

外生交互效应的模型，即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空间杜宾模型是更为一般的形式，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

① 对于微观数据，变量的内生问题要小很多，最低工资随时间、随地区的变化差异相对于微观数据该差异可以视为外生的［4］。因此，通过微

观数据进行合成省级面板数据，将使得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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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误差模型是空间杜宾模型的特例。

本文借鉴郑适等［19］的研究思路，通过空间 Durbin（杜宾）模型，构建农民工的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

具体的设定如下：

Y i，t = αln + ρWY i，t + X i，t β + WX i，t θ + ε i，t （1）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Y i，t 是各省份农民工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间的对数；ln 代表一个与常数项参数 α
有关的 n × 1 阶向量；W 为 n × n 维的空间权重矩阵；X i，t 为区域经济控制变量，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经济条件

且不受最低工资政策变动影响的因素，扰动项 ε i，t 的分布为 ε i，t ∼ (0，σ2 In )。方程（1）ρWY i，t 表示内生的交互

效应，度量空间滞后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WX i，t θ 表示外生的交互效应，代表其他地区的解释变量的影响，

即空间溢出效应。

数据的生成过程如式（2）所示：

Y i，t = ( In - ρW )-1 (αln + X i，t β + WX i，t θ + ε i，t ) （2）
LeSage 和 Pace［29］建议可以通过估计方程（1）的参数所获得的结果检验原假设 H 0：θ = 0 和 H 1：θ + ρβ =

0。第一个原假设用来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够简化称为空间滞后模型，第二个原假设用来检验空间杜宾

模型对否能够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两种检验均服从自由度为 K 的卡方分布。如果检验结果拒绝了上述两

种假设，意味着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可以很好的拟合数据。

考虑到最低工资和农民工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本文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将表示省

份相对最低工资的解释变量 MW i，t 及其平方项加入方程（1）中。

农民工劳动供给方程可以表示为

Y i，t = α 0 + ρ∑
j = 1

n

ωi，j × Yi，t + β1MW i，t + β2MW 2
i，t + X i，t β + θ1∑

j = 1

n

ωi，j × MW i，t +

θ2∑
j = 1

n

ωi，j × MW 2
i，t + +∑

j = 1

n

ωi，j × X i，t δ + μ i + λ t + ε i，t

（3）

方程（3）中考虑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效应。为了理清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可以

将主要的回归结果进行分解。LeSage 和 Pace［29］认为偏微分可以解释为模型设定中变量变化的影响，可以作

为检验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如果一个地区中某一个解释变量的变化不仅会改变这个地区自身的

被解释变量，而且会改变其他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将总效应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可以

将方程（2）改写为

Y i，t = ( In - ρW )-1αln + ( In - ρW )-1 (X i，t β + WX i，t θ ) + ( In - ρW )-1ε i，t （4）
将方程（4）进一步扩展为

é

ë
êê

ù

û
úú

∂E (Y )∂x1k ⋯ ∂E (Y )∂xnk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E ( y1 )∂x1k ⋯ ∂E ( y1 )∂xnk
⋮ ⋱ ⋮

∂E ( yn )∂x1k ⋯ ∂E ( yn )∂xnk

= ( In - ρW )-1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βk ω 12θk ⋯ ω 1n θk
ω 21θk βk ⋯ ω 2n θk
⋮ ⋮ ⋱ ⋮
ωn1θk ωn2θk ⋯ βk

（5）

矩阵 ( In - ρW )-1 ( β k + Wθk )的主对角线元素代表直接效应，而非主对角线元素对应的交叉导数代表间

接效应。

（四）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就业率和工作时间对数。本文基于流动人口数据中各省份比较容易受到最低工资提升

影响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农民工，计算其平均就业率和工作时间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相对最低工资和相对最低工资平方项。相对最低工资选取为各省名义最低工资占城镇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受到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因素中相对最低工资

反映各地区控制区域价格的基础上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由于我国最低工资没有统一指标，各个地区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是非同步性的，通常设置具有梯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本文选取各地区最低工资的最高值进行计

算。使用相对最低工资在区域间充分可比，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忽略宏观经济或描述其他影响因素随着时间

变化的所产生的潜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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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经济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15～64 岁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进出口总额①。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2，本文按照性别分

类，统计了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就业率及

工作时间。由于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缺失工作时间变量，因此相比于就业变量，样本量

缺少一年数据。

三、回归结果

（一）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农民工就业方程的回归结果

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采用 Wald 检验考察空间杜宾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判断原

假设是否成立，检验建模的合理性。结果显示，女性农民工就业方程的空间滞后的检验值为 27.76，空间误差

的检验值为 27.83，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男性农民工就业方程的空间滞后的检验值为 16.54，空间误

差的检验值为 19.68，均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农民工的就业方程的检验结果意味着可以拒绝原假设，

空间杜宾模型的选择是合理的。由于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其就业将更容易

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影响，回归方程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方程的检验结果

为例，Hausman 检验的 P=30.58，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②。表 3 给

出了基于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计算的农民工就业方程的回归结果。

表 3 农民工就业方程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W_相对最低工资

W_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W _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W _城镇登记失业率

W _市场化

W _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W _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W _进出口总额对数

ρ

σ2

Within-R2
Between-R2
Overall-R2

Log-pseudolikelihood
样本量

女性

邻接空间权重

3.5456**
-4.5086*
0.9637
-0.0429
-0.0161
0.0508
-0.0057
0.0442**
-5.9204
9.2522
1.0776
-0.1105
0.0546

-0.5295***
-0.2611***
0.0471
0.0732

0.0034***
0.5196
0.3524
0.0010
351.1828
248

地理距离权重

3.6196**
-4.7141**
1.1555
-0.0415
-0.0080
-0.1026
0.0131
0.0535**
-6.7231
9.3389
-1.8133
-0.1646*
0.0833*
-0.5362
-0.1840*
-0.0648
0.1836
0.0037
0.4530
0.2646
0.0204
341.2606
248

经济地理权重

3.1186*
-3.9745*
0.8933
-0.0197
0.0003
-0.1720
-0.0307
0.0304
-1.6065
4.5937
0.7523
0.0118
0.0766*
0.7470***
0.0359
0.0088
0.0937

0.0036***
0.4539
0.3074
0.3406
344.0253
248

男性

邻接空间权重

0.7178
-1.2822
0.2214
0.0205
-0.0006
-0.1314
-0.0109
0.0203
0.4686
-1.0638
-1.1133
-0.0287
0.0687

-0.1505**
-0.0521
-0.0146
-0.0079
0.0012***
0.3612
0.5277
0.4409
482.6634
248

地理距离权重

0.4009
-0.7288
0.3564
0.0212
0.0102
-0.1399
-0.0156
0.0255
0.4942
-1.3164
-0.5516
-0.0154
0.0451*
-0.3100
-0.0597
-0.0275
0.0781

0.0013***
0.3425
0.5060
0.3794
473.1787
248

经济地理权重

-0.1259
0.0980
0.5625
0.0367**
0.0114
-0.1625
-0.0110
0.0309
0.9258
-1.0644
0.5499
0.1064**
0.0065
0.1007
0.0147
0.0043
-0.0620
0.0013***
0.3053
0.5387
0.4069
474.7355
24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① 市场化数据来自王小鲁等［30］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进出口总额为按照境内目的地、货源地分类的数据，用当年美

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② 本文也应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影响，限于篇幅在正文中不列示回归结果。面板数据的固定效

应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均

存在非线性影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 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女性就业率

男性就业率

女性工作时间/小时

男性工作时间/小时

相对最低工资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元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元

样本量

248
248
217
217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平均值

0.65
0.91
55.79
57.11
0.31
0.74
0.03
6.04

16850.94
30286.94
7482.29

标准差

0.20
0.08
4.24
4.16
0.05
0.03
0.66
2.07

5632.78
14155.46
13874.63

最小值

0.20
0.41
42.39
36.42
0.16
0.67
0.01
-0.23
8786.50
5795.39
19.74

最大值

0.98
0.99
66.05
66.16
0.42
0.84
0.04
10.00

39856.76
81666.84
805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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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笑等：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

由表 3 可知，控制了区域经济变量的影响，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对男性

农民工的就业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缘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得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工资较低，对最低工资

标准的调整更为敏感的女性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和替代风险①。当最低工资较低时，适度提升最低

工资有助于女性农民工就业的增加。当企业面临越大的成本压力时，最低工资提升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并调

整生产决策，以期获取更高的利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不会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

消极影响，甚至会促进农民工就业。基于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得出的回归结果没有太大差异，说明本文的研

究结果是稳健的。表 3 的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1，该假设成立。

表 4 列出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基于邻接空间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的结果

较为稳健，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直接效应依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然而，最低工资的间接效应的回归系

数并不显著，说明虽然存在农民工就业集聚的现象，但是没有发现最低工资存在空间溢出的证据。最低工资

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本省份最低工资的调整，而非其他地区的溢出影响。表 4 的结果未能支持

研究假设 H3a，该假设不成立。

表 4 农民工就业方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女性

邻接空间权重

3.4327**
-4.3261*
1.0087*
-0.0450
-0.0148
0.0434
-0.0073
0.0450**
-6.0206
9.5180
1.2652
-0.1188
0.0562

-0.5729***
-0.2831***
0.0495

地理距离权重

3.4362**
-4.4600*
1.1242
-0.0473
-0.0053
-0.1162
0.0104
0.0513**
-7.3001
10.1445
-1.9828
-0.2129**
0.0988*
-0.6859
-0.2257**
-0.0729

经济地理权重

3.0210*
-3.7649
0.9337
-0.0196
0.0026
-0.1506
-0.0287
0.0310
-1.5405
4.8111
0.9507
0.0157
0.0831*
0.7789**
0.0338
0.0116

男性

邻接空间权重

0.6947
-1.2437
0.2396
0.0205
-0.0008
-0.1289
-0.0098
0.0203
0.4675
-1.0416
-1.1055
-0.0254
0.0674***
-0.1533
-0.0487
-0.0178

地理距离权重

0.3820
-0.7064
0.3584
0.0206
0.0109
-0.1417
-0.0155
0.0251*
0.5587
-1.4722
-0.5790
-0.0139
0.0490*
-0.3540
-0.0652
-0.0306

经济地理权重

-0.1685
0.1558
0.5590
0.0345**
0.0118
-0.1625
-0.0110
0.0308**
0.9242
-1.0622
0.4832
0.1010**
0.0050
0.0917
0.0151
0.000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虽然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可以发现城镇登记失业率、市场化、人均消费支出

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缘于当失业率升高时，女性农民工并没有竞争优势，虽然失业和

空缺岗位同时存在，但是男性农民工会更快的找到工作，而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市场化的

空间溢出表现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周边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优化了农民工在地区

间和企业间的自由流动，搜寻成本的降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再配置的效率，使得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

会，为提高农民工就业创造了有利环境。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工就业的溢出效应为抑

制作用，由于消费支出占农民工生活支出的比例较高，在相同的工资水平下，消费支出越高的地区对劳动力

就业选择的拉力越小，将不利于农民工就业；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企业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将会使用资

本替代劳动，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女性农民工极易受到替代，因此对其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农民工工作时间方程的回归结果

由于 2014 年的流动人口数据中缺失农民工工作时间的信息，分析时从 2014 年开始，后一年的数据替代

上一年的数据。表 5 表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这可能缘于工资水平较低时，

① 意味着可能存在性别歧视，通过各种途径让全社会认识到对女性存在的性别偏见及其对女性人才成长的危害，根除性别歧视的现象，需加

大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护力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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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提升使得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此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同时企业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抵消劳动

力成本的上涨，导致农民工工作时间上升。但是工资水平较高时，最低工资提升并不会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工

作热情，由于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受益于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此时农民工更倾向于闲暇，即替代效应大于

收入效应，导致工作时间下降。由于就业和工作时间之间存在替代，最低工资提升后企业短期内没有调整生

产计划，如果存在解雇成本，企业可能会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如果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计划，由于劳动力

成本的上涨，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在岗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因此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可能呈现

倒“U”型特征，研究假设 H2 成立。

表 5 农民工工作时间方程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W_相对最低工资

W _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W _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W _城镇登记失业率

W _市场化

W _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W _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W _进出口总额对数

ρ

σ2

Within-R2
Between-R2
Overall-R2

Log-pseudolikelihood
样本量

女性

邻接空间权重

3.5823**
-5.4563**
0.3060
0.0182**
-0.0019
-0.0027
0.0090
-0.0049

-3.5651***
4.4748**
-0.9197*
-0.0495*
0.0055
-0.2300
-0.0140**
0.0319
0.4158
0.0009
0.7310
0.0099
0.3266
449.8950
217

地理距离权重

3.3847**
-5.1189**
0.4241*
0.0188*
0.0001
-0.0234
0.0121
-0.0023
-3.0637
3.6618
-1.251**
-0.0531
0.0198

-0.2230**
-0.0308
0.0430

0.5194***
0.0009***
0.7254
0.0077
0.3007
452.3425
217

经济地理权重

2.9671*
-4.6092**
0.4253
0.0205
0.0054
-0.0885
0.0165
0.0119
-0.3275
0.4855
1.2549**
0.0665***
-0.0066
0.0093
0.0048

-0.1038***
0.3341***
0.0010***
0.7209
0.0311
0.1338
443.6919
217

男性

邻接空间权重

4.4433**
-6.6624**
0.1167
0.0157*
-0.0075
-0.0010
0.0182
-0.0006

-4.9753***
6.3211**
-0.9351*
-0.0805**
0.0087
-0.1584*
-0.0620
0.0532**
0.4668***
0.0011***
0.6383
0.0092
0.0593
429.4207
217

地理距离权重

3.9697**
-5.9556**
0.3146
0.0160*
-0.0037
0.0040
0.0181
0.0048
-4.0236
5.1687

-1.4335**
-0.0699
0.0158
-0.1823*
-0.0509
0.0451*
0.6161***
0.0010***
0.6225
0.0051
0.1776
430.3874
217

经济地理权重

3.5686**
-5.4667**
0.1719
0.0177
0.0010
-0.0183
0.0241
0.0175
-1.8289
2.6392
1.0530
0.0383*
-0.0054
-0.0198
-0.0188
-0.0797**
0.4221***
0.0012***
0.5902
0.0046
0.0905
415.3504
21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表 6 表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直接效应是非线性的，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

工资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间接效应是线性的，存在最低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地区最低工资提升将会

降低本地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这可能缘于一种潜在的近似补偿的机制，如果本地最低工资与其他地区的最

低工资之间距离拉大，则企业将会减少本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表 6 的

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3b，该假设成立。

从表 6 中依然可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

邻接空间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估计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和基于经济地理权重估计

的结果正好相反，这可能是缘于区位间越近的地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造

成了劳动供给的上升，使得工资下降，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企业可能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完成额定的生产，

进而使得农民工工作时间减少；而经济地理权重越小意味着两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的差距较大，若经济地

理权重越大意味着两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接近，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如果其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

上升，本地缺乏劳动力，将会导致本地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延长。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民工工作时间的溢出效应

表现为消极影响，缘于消费支出越高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上升，通过规模效应将会拉动就业的上升，如果产

出不变，那么单位所需的工作时间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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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民工工作时间方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市场化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进出口总额对数

女性

邻接空间权重

3.2802*
-5.1083**
0.2218
0.0130
-0.0013
-0.0302
0.0091
-0.0021
-3.4403*
3.7298
-1.2511*
-0.0659
0.0055

-0.3723***
-0.0112
0.0444

地理距离权重

3.2083*
-4.9487*
0.3283
0.0142
0.0022
-0.0471
0.0105
0.0012
-2.5762
1.9806

-2.0499**
-0.0859
0.0383

-0.4726**
-0.0441
0.0815

经济地理权重

3.0023*
-4.6723**
0.5555**
0.0268*
0.0049
-0.0907
0.0179
0.0020
-1.0220
1.6186

1.9348***
0.1020***
-0.0084
-0.0297
0.0160

-0.1417***

男性

邻接空间权重

3.9868**
-6.1335**
0.0048
0.0057
-0.0066
-0.0246
0.0118
0.0055
-5.0862*
5.6724
-1.4998
-0.1246*
0.0081

-0.2789***
-0.0886
0.0892*

地理距离权重

3.7118*
-5.6828**
0.1600
0.0079
-0.0018
-0.0209
0.0136
0.0100
-3.9028
3.7354

-3.0241**
-0.1462
0.0324

-0.4535***
-0.0906
0.1164

经济地理权重

3.4821*
-5.3614**
0.3180
0.0231
0.0004
-0.0219
0.0232
0.0080
-0.5156
0.5243
1.7964**
0.0730
-0.0087
-0.0448
-0.0136
-0.115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方程的回归结果
由于就业率和工作时间的乘积为劳动供给，在表 4 和表 6 基础上，给出表 7 用以分析最低工资提升对农

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由通过表 7 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没有发生影响，这可能主要缘

于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以来，各地区应充分

考虑当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情况，统筹兼顾企业承受能力和保障劳动者最低劳动报酬权益，适度放缓

最低工资调整频率，将最低工资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至今，多省市已逾

两年方才调整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已进入调整放缓期，因此最低工资的作用效果减弱，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未

发生影响。表 7 的结果未能支持研究假设 H3c，假设不成立，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

效应。

表 7 农民工劳动供给方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相对最低工资

相对最低工资平方

女 性

邻接空间权重

8.5619
-12.1738
-14.7738
18.5199

地理距离权重

5.8033
-7.5589
-41.9721
57.3995

经济地理权重

5.0408
-6.4327
-15.9754
29.6370

男 性

邻接空间权重

4.3776
-6.9168
-3.4442
2.6833

地理距离权重

3.5690
-5.5995
-3.4966
1.7526

经济地理权重

2.4361
-4.0068
-0.0457
-0.5402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合成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用以分析最

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成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空间溢出），进而探索最

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

论。首先，农民工的就业和工作时间均存在空间相关，表现为劳动供给的空间集聚特征。其次，本文发现最

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影响。最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与劳动供给效应间并未发

现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男性农民工的就业影响并

不显著，适度提升最低工资有助于女性农民工就业的增加。基于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得出的回归结果没有

太大差异，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然而，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虽然存在农民工就业

集聚的现象，但是没有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存在空间溢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主要来源

于本省份最低工资的调整，而非其他地区最低工资调整的空间溢出效应。

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效应

的直接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的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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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负向的，意味着其他地区最低工资提升将会降低本地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如果本地最低工资与其他地

区的最低工资之间的梯度拉大，为了减少劳动力流向相邻地区，则企业将会减少本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将

会缓解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和工作时间的非线性影响说明，提升最低工资并一定会损害就业或导致农民过

度劳动，延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存在一定的非线性

影响。目前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一直低位运行，且调整频率放缓，最低工资水平和调整频率均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适度上调最低工资不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得高工资，而且不会对其劳动供给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最

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合理利用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的梯度空

间范围内，最低工资将降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因此，政府在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不

能简单地只考虑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应当着眼于区域劳动力市场，参考毗邻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情

况，与周边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步调保持协调，将省份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之内。同时要加强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应考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利用就业的集聚特征创造出更多的

就业岗位。在提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大力开发适合于低技能女性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岗位，多增加

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的服务型工作岗位，避免最低工资在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同时，对女性农民工就业产生

受到较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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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Minimum Wage Have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Labor Suppl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Han Xiao1，Zhang Shiwei2
（1. Busines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2.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the minimum wage ha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labor suppl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using
the spatial panel Doberman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 minimum wage has no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labor suppl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which mainly shows that the minimum wage has no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 ⁃
ers，and the minimum wag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working hour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mini⁃
mum wage has an inverted⁃U⁃shaped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while the minimum wage has no signifi⁃
cant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of 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the minimum wage has an inverted⁃U⁃shaped effect on the working hours
of fe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minimum wage；employment；working hours；labor supply；space spillover effect；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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