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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1990 —2001 年我国四川省沐川县、安徽省金寨县 480 户农户的数据 ,采用 Translog 函数

和 C2D 生产函数对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进行估算 ,并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子工资、影子收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负担等因素对农户劳动

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的影子工资与劳动供给时间存在负向关系 ,闲暇对于农

户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来说是劣质品 ;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非常明显 ;农户家庭劳动力存在主

次之分 ,该结论对于说明农户家庭内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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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以来 ,我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

长 ,但农村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的 592 个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绝大多数分布在森林资源丰富

的山区。

对于林业主产区的贫困农户而言 ,劳动力是其

最重要的资产。以市场为基础的贫困缓解策略主要

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增加劳动需求来提高贫困

家庭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 ,劳动需求只是影响工

资收入的一个方面 ,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对工资收入

也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 ,在政策制定者改善贫困

者福利的实际工作中 ,核心问题就是合理理解劳动

供给行为。

然而 ,农村贫困地区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自我雇

佣 ,很少从事有酬劳动 ,因此 ,如何在没有工资的情

况下估计劳动供给行为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情

况下 ,通过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来观察农户及其

成员的劳动供给行为 ,是研究农户劳动力配置问题

的一个有效途径。

1 　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家庭劳动供给和需求决策的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生产和消费的

可分性观点。生产和消费的可分性观点具有如下假

设 : ①劳动和其他农业生产投入品是完全替代的 ; ②

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在生产上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

③家庭成员对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没有明显

的偏好。家庭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可分两步 :首先 ,家

庭将多少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基于最大化利润的考

虑 ,而不考虑消费和休闲偏好 ;其次 ,家庭根据农业

利润和市场价格来决定消费多少以及供给多少劳

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可分性观点的假定下 ,不管劳

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劳动 ,市场工资都可以用来衡量

家庭劳动的时间价值。

但是 ,在发展中国家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研究

中 ,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可分性假定提出了

质疑。例如 ,Benjamin[1 ] 分析了在有限的非农就业

时间的约束下 ,农业劳动市场的调整可能受到的阻

碍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分性。Deolalikar 和 Vijver2
berg[2 ] 、J acoby[3 ]以及 Skoufias[4 ]则指出了生产和消

费的不可分性源于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不完全替代

的情形。Laufer [5 ] 发现 ,在印度农村不同作物的生

产中 ,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分工意味着家庭劳

动的不完全替代。Lopez[6 ] 则考察了农民对农业劳

动和非农劳动有着不同偏好的情况。Jocaby 在估

计农户家庭劳动供给时采用的是生产和消费的不可

分假定 ,认为影子工资而不是市场工资决定了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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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并提出了用生产函数计算

影子工资的方法。

Jocaby 的影子工资理论在农户劳动供给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 Skoufias、都阳[7 ] 、Sicular 和

Zhao [8 ]分别对印度农村和中国农村的劳动供给行

为进行了估计。但在对影子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进行估计时 , 其采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 S) ,而本文采用的是 Heckman 两阶段模型 ,这

样考虑到了劳动时间的有偏选择过程。

2 　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的估计

根据 J acoby 和 Skoufias 提出的以农业生产函

数为基础估算影子工资 ,进而推算家庭影子收入的

方法 ,本文以 1990 —2001 年我国四川省沐川县和安

徽省金寨县的 480 户农户为例 ,计算其影子工资和

影子收入。从 2001 年调查县的基本情况看 ,四川省

沐川县的农村劳动力为 13163 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

的 53 % ,农业产值占该县生产总值的 81 % ;安徽省

金寨县的农业人口为 55179 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

88 % ,农业产值占该县生产总值的 35 %。所调查两

县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为 71 % ,男性劳动力农业投

入时间占男性总劳动时间投入的 64 % ,女性劳动力

农业投入时间占女性总劳动时间投入的 88 %。所

以 ,从初步统计来看 ,以样本农户的农业边际生产率

作为影子工资 ,并分析其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是

可行的[8 ] 。

根据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生产函

数 ,我们可以推算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子工资 :

W 3
i =

5 R j

5 x ji
=αji

R j

x ji
。 (1)

式 (1) 中 : W 3 为影子工资率 ; j = 1、2、3、4 , 分

别代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 ; i = 1、2 ,分

别代表男性和女性 ; R j 分别代表林业、种植业、畜牧

业、非农业的产值 ; x ji 分别代表男性或女性投入在

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劳动时间 ;αji 分别

代表男性或女性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

在 C2D 生产函数中 ,男女劳动投入的系数就是

其边际产出 ;在 Translog 生产函数中 ,边际产出的

得出实际就是求偏导数的过程。

影子收入 R 3 的计算公式为 :

R i
3 = R f - W 3

i X i - ca pi t al 。 (2)

式 (2)中 ,ca pi t al 为现金投入。

根据 C2D 生产函数和 Translog 生产函数的估

计结果 ,得到 1990 —2001 年四川省沐川县和安徽省

金寨县样本农户的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 ,见表 1。
表 1 　1990 —2001 年四川省沐川县和安徽省金寨县

样本农户的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

项目
行业

林业 种植业 畜牧业 非农业

Translog

函数

男性影子工资 (元/ 日) 141 46 2109 51 13 191 93

女性影子工资 (元/ 日) 4102 4195 71 22 61 43

影子收入 (元) 6571 11 777152 6201 80 - 6651 00

C2D

函数

男性影子工资 (元/ 日) 131 61 3145 31 88 141 81

女性影子工资 (元/ 日) 3144 4121 41 81 31 40

影子收入 (元) 10361 70 920128 7691 02 - 62100

未包含影子工资的利润 (元) 12191 04 10681 39 9991 76 1385100

　　从影子工资的角度解释农户家庭劳动供给 ,可

以看出 ,农户家庭中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

为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 :由于男性在林业和非农

业的影子工资大于女性 ,而女性在种植业和畜牧业

的影子工资大于男性 ,因而他们各自从事自己有比

较优势的行业 ,以实现家庭利润最大化。

3 　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对农户家庭
劳动供给的影响

311 　模型设置和变量选择

在劳动供给模型中 ,一般假定家庭成员劳动供

给时间具有同质性 (homogeneity) ,即家庭成员的劳

动时间用于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劳动所产生

的边际效果是相同的 ,那么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时

间就为总的时间禀赋减去用于休闲的部分[ 7 ] 。但本

文认为 ,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

影子收入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为了反映林业、种植

业、畜牧业和非农业影子工资、影子收入差异对农户

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 ,本文分别对林业、种植业、畜

牧业和非农业的劳动供给函数进行研究。

男性 (户主)和女性 (配偶)对林业、种植业、畜牧

业和非农业的劳动时间投入是一个有偏选择的过

程 ,为了抑制这种由样本选择而产生的偏差 ,本节采

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估计影子工资、影子收入

以及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ln Xij =α0 +α1 lnW ij +α3 lnRj +αx S j +σλ+ηi 。

(3)

式 (3)中 , X ij 为男性或女性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

非农业的劳动供给时间 , S j 是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变

量 ,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0 ～ 3 岁家庭成员比

例、3～ 16岁家庭成员比例、60岁以上老人比例、上一

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到县城的距离、林地面积、农地

面积 ;W ij 、Ri 分别代表农户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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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 的影子工资和

影子收入 ;α0 、α1 、α2 、α3 为待估计参数 ;ηi 为随机扰动

项 ;λ为对所有农户计算其参与某一产业 (林业、种植

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逆米尔比率。

在估计式中 ,劳动供给时间、影子工资、影子价

格均采用对数形式。在结构方程中 ,解释变量有影

子工资、影子收入 ,以及家庭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

量等。考虑到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

征 ,在估计每一类产业的劳动供给时间函数时 ,都加

入配偶的影子工资变量 ,以期发现交叉价格弹性对

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模型可以检验以下理论

假说 :

1)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函数的非补偿工资效

果。在个人的劳动供给函数中 ,如果自身的非补偿

工资弹性为正且拒绝零假设 ,那么就存在一条向上

的劳动供给曲线 ;如果自身的非补偿工资弹性为负

且拒绝零假设 ,那么就存在一条后弯的劳动供给曲

线 (也可能是“S”型劳动供给曲线) 。

2)农户家庭成员闲暇的需求特性。在劳动供给

函数中 ,如果影子收入的系数为负且拒绝零假设 ,则

农户家庭对闲暇的需求弹性为正值 ,闲暇为正常商

品 ;如果影子工资的系数为正 ,即对闲暇的需求弹性

为负值 ,闲暇为劣质品。

3)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如果劳

动供给的交叉价格工资弹性的系数显著拒绝零假

设 ,则说明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决策在家庭成

员间是相互影响的 ,存在联合决策的特征。

4)男性 (户主) 是农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主要

劳动力定义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挣得者) ,女性 (配偶)

是农户家庭的次要劳动力 ,男性 (户主) 相对于女性

(配偶)而言 ,前者的主要劳动供给时间不可能显著

改变。如果男性的非补偿工资弹性显著小于女性 ,

或家庭中其他成员对男性劳动时间的影响显著小于

女性 ,则说明家庭中的劳动力存在主次之分。

312 　估计结果及解释

根据式 (3) ,得出 1990 - 2001 年四川省沐川县、

安徽省金寨县样本农户的劳动供给时间影响因素的

估计结果 ,见表 2。对表 2 所示数据进行分析 ,可得

出如下结论。

1)除女性非农劳动供给自身非补偿工资弹性为

负且不显著外 ,其余 7 个方程无论男性和女性的自

身非补偿工资弹性都显著为负。有 3 种可能的解

释。第一种 ,在古典模型所认为的反“C”型劳动供

给曲线的上弯部分 ,即工资率水平较高时 ,收入效应

大于替代效应 ,随着工资率的上升 ,劳动时间减少 ,

人们更多偏好休闲。第二种 ,农民是非理性、懒惰

的 ,其行为不像“经济人”:他们的欲望有限 ,强烈偏

好闲暇 ,劳动的目的就是挣得目标收入或维持生存

性收入 ;当工资上涨时 ,他们就会减少自己的劳动供

给。显然 ,这种解释与我们的理论假设“农民是理性

经济人”相违背。第三种 ,Maryke Dessing[ 9 ] 给出了

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 :对于工资低的农户 ,他们

增加劳动供给以维持收入水平不变 ,因此工资和劳

动供给水平会表现出负向关系。样本农户基本上是

小农户和边际农户 ,他们存在生存约束边界 ,在工资

水平较低时 ,必须通过增加家庭成员劳动供给时间

来增加家庭收入 ,当工资达到较高水平时 ,非补偿工

资弹性才为正。

2)除畜牧业以外 ,农户家庭中男性劳动力自身

的非补偿工资弹性都小于女性劳动力 ,且非农业的

自身非补偿工资弹性最小。这是因为男性作为农户

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其劳动供给时间对工资变化的

反应比较微弱 ,换句话说 ,相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 ,

男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时间不可能因工资的变化而

显著改变。长期以来 ,农户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导致

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具有很强的

替代性 ,而男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的替代性较弱。

尤其在非农业劳动方面 ,妇女因缺乏非农业知识和

技能或被限制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而导致其具有较

低的收入预期 ,因而专注于家庭内部劳动 ;男性则倾

向于通过非农劳动赚取现金收入 ,最终表现为农户

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劳动供给时间的非补偿工资弹性

小于女性劳动力。

3)在 8 个劳动供给方程中 ,交叉工资弹性都达

到 1 %或 5 %的显著水平 ,这与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假

设是一致的 ,同时也体现了农户家庭成员劳动供给

的联合决策特征。如果在劳动供给函数中不考虑这

种交叉效果 ,则会导致估计式错误 ( specification er2
ror) 。

4)劳动供给函数中影子收入变量的作用旨在判

定农户对闲暇需求的性质。换言之 ,如果随着农户

家庭收入的增加 ,农户家庭成员对闲暇的需求增加

(劳动供给随之减少) ,那么闲暇对于农户家庭就应

属于正常物品 ;反之 ,如果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的增

加 ,农户家庭成员对闲暇的需求却随之减少 (劳动时

间供给随之增加) ,那么闲暇就应属于劣等品。相应

地 ,当闲暇是正常物品时 ,影子收入在劳动供给函数

中为负值 ;闲暇是劣等品时 ,影子收入在劳动供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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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为正值。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 ,影子收入变量

的系数在 6 个劳动供给函数中均为正值 ,在统计上

也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可以说明 ,闲暇对于

贫困地区的农户来说是劣等品 ,且农户的劳动供给

水平是与其所面临的经济机会相联系的 ,市场机会

的增加也就增加了闲暇的机会成本 ,农户对闲暇的

需求也就相应减少。

5)年龄作为男性或女性的个人特征变量 ,对劳

动供给时间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 ,通过观察劳动

供给的生命周期效果可以发现 ,随着农户成员年龄

的增加 ,其劳动供给时间也在逐渐增加 ,但劳动供给

时间随年龄增加的趋势存在一个阈值 ,超过该临界

值后 ,劳动供给时间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在

本文的 8 个劳动供给估计方程中 ,只有男性林业劳

动时间表现出生命周期的特征 ,即 60 岁以下男性的

林业劳动供给时间随其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60 岁以

上男性的林业劳动供给时间随其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而男性年龄对种植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

著 ,对畜牧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

能是由于种植业是维持农户生存和生计的根本 ,男

性一般都不会放弃 ,畜牧业对体能和技能的要求低

于林业、种植业、非农业 ,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 ,其劳

动供给选择会减少 ,从而会增加畜牧业劳动供给时

间。男性年龄对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年龄增长是男性从事

非农业的障碍。女性年龄对林业和种植业劳动供给

时间的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对畜牧业和

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样本农户没有

显示出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特征可能是由于调查对

象的年龄偏小 (男性平均年龄为 37128 岁 ,女性平均

年龄为 35156 岁)的缘故。

6)相对于年龄而言 ,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和女性

的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

为 :农户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虽

然有利于林业劳动供给决策 ,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

提高可能增加林业劳动供给时间 ,而男性受教育水

平对林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这说明受教

育程度对男性林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大 ,对女

性林业劳动供给时间却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男性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非农业劳动决策和劳动供给

时间的增加 ,而女性受教育水平对非农业劳动决策

和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都不显著。据刘晓昀[10 ] 分

析 ,已婚减少了男性和女性的非农劳动机会 ,而且其

影响主要体现在已婚女性上。受教育程度虽然可以

提高女性的非农就业机会 ,但已婚妇女的就业决策

并不完全受个人特征影响 ,而是受家庭集体决策的

影响。已婚妇女作为边缘劳动者 ,主要负责料理家

务和照顾小孩 ,所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女性非农

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7)农户家庭中未成年人的比例 (尤其是 0～3 岁

儿童比例)可以看成是家务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

能对女性的劳动供给时间产生负向影响 ,对男性的

劳动供给时间产生正向影响。因为有未成年人的家

庭的经济负担较重 ,教育支出需要家庭获得更多的

现金收入 ,而农业可提供的现金收入较少 ,男性尤其

需要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从估计结果看 ,未成

年人的比例对男性林业和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

响显著为正 ,但对女性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却

也并不为负 ,这可能是由于亲戚、邻居或家中较大的

孩子可以代替母亲照看小孩 ,并且喂养和照料小孩

与农业活动并非完全不相容。

8)农户家庭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对男性

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对女性林业和种植业

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的负影响 ,对女性的非农业劳

动供给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再一次证明了男

性作为农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其劳动时间的替代

性较弱 ,而女性和老人作为家庭的辅助劳动力 ,其劳

动时间的相互替代性较强。

9)上一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对男性和女性的劳

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在非农业上存在差异 ,即家庭经

济实力的增强有利于男性的非农就业决策 ,而对女

性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正如前文提到的原

因 ,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

的任务 ,非农业活动与此有一定的排斥性 ,富裕家庭

更有条件和能力让妇女专注于家庭内部劳动。

10)从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说 ,逆米尔比率反映

了参与方程的残差与劳动供给时间方程的残差之间

的相关性。从表 2 可知 ,逆米尔比率系数在男性的

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劳动供给时间方程中显著为

正 ,其经济含义是 :不参与林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的

男性是那些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较多 (或非农业就

业机会较多)的男性 ,也就是说 ,男性的农业劳动供

给时间和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具有排斥性。逆米尔

比率系数在女性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劳动供给时间

方程中显著为负 ,其经济含义是 :女性的林业、种植

业、畜牧业的劳动供给时间偏少 ,这可能与女性从事

家务劳动时间多有关。逆米尔比率系数在男性和女

性的非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方程中显著为负 ,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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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是 :男性和女性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都偏少 ,这

说明样本农户大多从事的是短期工工作。(事实上 ,

样本农户家庭短期工收入占其非农收入的比例平均

达到了 8114 %。)
表 2 　1990 —2001 年四川省沐川县、安徽省金寨县样本农户劳动供给时间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阶段 变量

林业 种植业 畜牧业 非农业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系数 z

第二阶段

男性影子

工资 (元/ 日)
- 01193 3 3 - 16169 01033 3 3 6168 - 01523 3 3 - 3150 - 0106 - 0175 - 11003 3 3 - 3139 01023 3 3 15199 - 01023 3 3 - 3105 - 01043 3 - 2103

女性影子

工资(元/ 日)
01013 3 3 8114 - 11013 3 3 - 13110 01373 3 3 11136 - 01793 3 3 - 6190 01053 3 3 2150 - 01903 3 3 - 15117 01023 3 3 3192 - 0104 - 1133

影子收入 01923 3 3 12139 01893 3 3 10173 41403 3 3 5157 31793 3 3 3120 01943 3 2126 01913 3 3 4155 - - - -

年龄(岁) 01943 3 2136 - 01073 - 1184 0148 1138 - 11153 - 1190 01043 3 3 5187 - 0105 - 1131 - 21273 - 1182 0116 1154

年龄二次方 - 01133 3 - 2125 - - - - - - - - - - - - - -

教育 0105 1143 - 01203 3 3 - 5105 - 01023 3 3 - 3104 - 11243 3 3 - 4179 - 01053 3 3 - 2191 - 01123 3 3 - 2165 01293 3 3 5114 0109 1139

教育二次方 - 0102 - 1123 01063 3 3 3150 - - - - - 01013 3 3 - 2141 - - - - - -

常数项 - 21853 3 3 - 4102 - 01773 3 3 - 4150 - 41993 3 3 3188 3108 1142 - 11623 3 3 - 5186 0111 0166 91743 3 3 4117 41133 3 3 10183

第一阶段

年龄 (岁)

年龄二次方

教育

教育二次方

0～3 岁以下

孩子比例 %

3～16 岁孩子

比例 %

60 岁以上老人

比例 %

上一年家庭

人均纯收入

到县城的距离

农地面积 (亩)

林地面积 (亩)

常数项

逆米尔比率

01373 3 3

-

01293 3 3

- 0102

- 01033 3

01023 3 3

0112

01193 3 3

-

-

-

- 0169

01323 3 3

2183

-

3165

- 0124

- 2108

2154

0170

2148

-

-

-

- 1128

8119

01323 3 3

-

01243 3 3

-

- 01023

01023 3 3

- 01063 3 3

01183 3 3

-

-

-

- 11593 3 3

- 01383 3 3

3173

-

7155

-

- 1175

2196

- 10107

2178

-

-

-

- 4192

- 6149

- 0110

-

21513 3 3

- 01793 3 3

- 0102

-

- 0101

- 01463 3 3

01053 3

-

-

0135

11333

- 0144

-

7145

- 6159

- 1135

-

- 0125

- 4176

2118

-

-

0137

1185

01493 3 3

-

01413 3 3

- 01623 3 3

0101

-

- 01073 3 3

- 01263 3 3

01293 3 3

-

-

- 21503 3 3

- 41913 3 3

2198

-

6180

- 6102

1140

-

- 3156

- 3101

6118

-

-

- 3171

- 3199

01373 3 3

-

01823 3 3

- 01303 3 3

0101

-

0101

- 01303 3 3

01183 3 3

-

-

- 11673 3 3

01013

2148

-

2191

- 3122

1159

-

0188

- 3186

10113

-

-

- 2162

1191

01803 3 3

-

01353 3 3

- 01363 3 3

01023 3

-

- 0101

- 01393 3 3

01133 3 3

-

-

- 21793 3 3

- 01193 3 3

5109

-

6114

- 3188

1197

-

- 0151

- 4196

3101

-

-

- 4140

- 2172

91743 3 3

- 11323 3 3

01403 3 3

-

0101

01053 3 3

0102

01273 3 3

- 0106

- 01173 3 3

01043 3

- 171963 3 3

- 01453 3 3

6109

- 5188

7103

-

0137

3140

0190

2151

- 1143

- 4124

2114

- 6122

- 2159

- 11993 3 3

-

0122

-

0104

- 0101

01073 3 3

0107

- 01563 3 3

- 01103

01223 3 3

1103

- 01273 3 3

- 2141

-

1106

-

1110

- 0178

2157

0143

- 7134

- 1185

5161

0172

- 2117

rho 1100 - 0196 0145 - 1100 0136 - 0181 - 0164 - 0132

sigma 0132 0140 2192 4191 0103 0123 0171 0185

lambda 0132 - 0138 1133 - 4191 0101 - 0119 - 0145 - 0127

　　注 :“3 3 3 ”、“3 3 ”、“3 ”分别代表 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 ;“ - ”代表缺省变量。

4 　结论

对于中国的农村经济而言 ,劳动力资源能否有

效利用 ,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和有

效运行。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但往往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

而造成劳动配置的低效率。在这种状态下 ,农户家

庭成员的农业劳动供给行为就不是以市场工资为基

础 ,而是以影子工资为基础。

本文利用农业生产函数计算了农户家庭中男性

和女性的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

率 ,发现男性的林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率远大于

女性 ,女性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影子工资率略大于

男性。这意味着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遵循了比较优

势的原则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农户家庭劳动分工的

比较优势理论。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时间的

有偏选择问题 ,在分析影子工资和影子收入对农户

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时 ,本文

采用了 Heckman 两阶段模型 ,检验了 4 个理论假

说 : ①男性和女性非补偿工资弹性为负。②在男性

和女性劳动供给函数中 ,影子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影

响系数均为正值 ,在统计上也达到 1 %的显著水平 ,

因此可以说明闲暇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户来说是劣等

品 ,也说明农户的劳动供给水平是与其所面临的经

济机会相联系的 ,市场机会的增加也就增加了闲暇

的机会成本 ,农户对闲暇的需求也就相应减少。③

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因为

农业生产、家庭工作等都将影响农户家庭的劳动供

给总体水平 ,家庭成员必须根据家庭的需要来配置

劳动 ,这就使得家庭成员的生产率对彼此的劳动供

给水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④家庭劳动力存在主次

之分。男性 (户主) 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妇女 (配

偶)和老人等是家庭的辅助劳动力 ,表现为男性的劳

动供给非补偿工资弹性小于女性 ,并且家庭中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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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性的劳动供给的互补和替代关系也显著明显于

男性 (户主) 。该假说与家庭成员按照比较优势分工

的理论并不矛盾 :因为男性在收入挣得方面 (尤其是

非农活动)具有比较优势 ,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而

女性或老人在收入挣得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 ,是家

庭的辅助劳动力 ;同时劳动力的主次之分可能随着

比较优势的改变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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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Shadow Wage on Labor Supply of

Farmer Households in China’s Main Forestry Production Areas

Gong Xiuyun1 , Qiu Fu2

(11Depart ment of Labor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 China ;

2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6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data of 480 farmer households in Muchuan county of Sichuan and Jinzhai county of Anhui during 199022001 ,t his paper

estimates t he shadow wages of farmer households in main forest ry production areas in t he indust ries including forest ry ,planting ,animal hus2
bandry and non2farming by C2D function and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analyzes t he influence of shadow wage ,shadow income ,farmer

householder’s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burden on labor supply of farmer households.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re is t he negative rela2
tion between shadow wage and labour time ;t he leisure is t he inferior goods for men and women in farmer household family ;t he characteristic of

joint2decision in labor supply of farmer households is obvious ;farmer households labors can be divided into t he preliminary and t he secondary ,

which can explain t he labor division of family inner as well as labor mobility in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 main forest ry production area ; shadow wage ; labor supply of farmer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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