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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是较普遍的现象 ,其中职业隔离是性别歧视的主要形式之一。

为了分析我国城市就业人口中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 ,我们使用差异指数法对当前职业隔离的程度进行

了测量 ,并且通过 CES生产函数和 C D生产函数对假定消除职业隔离后 ,各种职业的劳动力性别构成

比例、工资水平及经济总产出变化情况做出估计 ,以期对打破职业隔离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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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职业隔离是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主要方式之一。前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女性低收入的原

因是劳动生产率低下 ,缺乏工会支持 ,受教育程度低 ,生活标准较低 ,就业面窄及就业的从属特征

等。Fawcett (1917, 1918)对女性劳动生产率低的观点提出质疑 ,她从一战期间军火企业找到依据 :

射弹厂的女工产量是工会会员的男工的两倍 ,从而认为女性总体低收入是由于她们在产业部门中

受到广泛排挤 ,这些产业部门被工会控制 [ 1 - 2 ]
; Edgeworth (1922)提出拥挤假说 ,认为女性收入低的

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拥挤在相对较少的职业部门中 ,造成这些职业中的劳动力过度供给 [ 3 ]
;

Bergmann (1971)将此假说做了形式化处理 [ 4 ]。

职业隔离现象可以通过差异指数法来衡量分隔的程度 ,但是隔离的原因却解释不一 ,主要理论

有 M incer(1974)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家庭分工论 [ 5 ]
; Doringer和 Piore (1971)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

论 [ 6 ] ; B lau和 Duncan (1967)的等社会制度约束思想 [ 7 ] ; Corcoran ( 1979)、Marini ( 1989)等的前劳动

力市场歧视理论等 [ 8 - 9 ]。

职业分隔的经济效应是双重的 ,根据供求原理 ,女性为主的职业中由于劳动供给增加 ,遂压低

了这些职业的工资 ;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劳动供给减少 ,工资被抬高。从整个社会来看 ,劳动力资源

配置扭曲 ,经济总产出减少。Bergmann (1971)第一个采用经济模型来分析美国种族职业隔离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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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效应 ,认为如果消除职业隔离 ,黑人劳动力工资收入有很大提高 ,而白人工资收入下降较少 ,并且

主要是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不到 1. 5%
[ 4 ]。 Pike ( 1982)和 Tzannatos ( 1989)以

Bergmann模型为基础 ,运用不同的数据研究了英国的性别职业隔离问题 ,表明如果没有职业隔离 ,

女性在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就业比重将提高 1 /3左右 ,女性为主的职业收入提高约 50% ,而以男性

为主的职业工资水平并不因此而降低许多 ,只有几个百分点。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 , Pike估计大约

可以增加 3% , Tzannatos认为可以增加 5% —6%
[ 10 - 11 ]。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我国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性别职业隔离问题 ,通过设立拥挤假说的数理

模型 ,对当前职业隔离的程度 ,以及消除职业隔离对各个职业的劳动力性别构成比例、工资和经济

总产出的影响作一量化分析 ,以期为打破职业隔离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

职业分隔的程度可以通过差异指数法来衡量。早在 1955年 , O tis Dudley Duncan 和 Beverly

Duncan (1955)就对这一方法进行过评价 [ 12 ]
,但是职业分布差异对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收入差异的影

响通常被忽视 ,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这类研究文献增多 [ 13 - 14 ] ①。差异指数法具体算法 :

D I =
1
2 ∑ | Fi / F M i /M | 。其中 , D I是差异指数 , Fi , M i 分别为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在某一特定

职业中的人数 , F, M 为两性总的就业人数。差异指数的含义是假如某一性别劳动力现在的工作岗

位固定 ,为了使得两性职业分布相同 ,那么 ,另一性别劳动力有多大比例的人数必须要作职业变换 ?

如果男性和女性在各种职业中的分布是相同的 ,那么指数为 0,如果所有的职业都是完全隔离的 ,

指数为 1。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运用差异指数法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 (中类 )予以计算 ,假如

男性就业人员保持现有的职业分布不变 ,要使两性就业人员在各个职业中的分布比例相同 ,那么女

性就业人员就必须有 64. 7%的人要作职业变换。因此 ,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就业人口还存在较为

严重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再看职业分隔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见表 1、2) ,职业中类分类共有 64种 ,在女性比例大的

前十种职业中 ,女性总就业人数 28. 9% ,而男性仅为 9. 4% ,由于缺乏职业中类的工资收入资料 ,我

们简单参照表 2职业大类资料 ,表 1中女性第 2、6、10类职业归为“专业技术人员 ”,第 4、5类为“商

业服务人员 ”,第 1、3、7、8、9类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这三个职业大类在表 2中

均为低工资报酬职业。

把职业中类并入职业大类 ,降低了职业分隔指数 ,但是由于职业工资差距较大 ,所以对性别工

资收入差距仍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女性职业分布的工资倾向指数做出判断 [ 15 ] ,即 :

PW = ∑FiW i / FW 。这里 PW 表示女性职业分布的工资倾向指数 , F表示所有职业女性劳动力的

人数 , W 表示所有行业平均工资 , Fi、W i 分别表示 i职业女性劳动力的人数和平均工资。如果女性

劳动力的职业分布完全是随机的 ,那么 , PW = 1,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表明不存在女性被迫分布在

工资较低职业中的歧视现象 ;如果 PW < 1,表明女性倾向于分布在平均工资较低的职业 , PW 值越

47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3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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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shingt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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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表示越多的女性在低工资行业就业。根据 2002年城市居民调查数据 (见表 2 )测算 ,女性职业

分布的工资倾向指数为 0. 73,也说明了职业分隔程度较大。

在表 1中 ,相对女性而言 ,男性比例大的十种职业按职业大类分主要是“单位负责人 ”、“专业

技术人员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 ”等 ,多为高工资报酬职业。

表 1　性别构成比例大的前十种职业

序号 男性构成比例大 男性比例 % 女性构成比例大 女性比例 %

1 其他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91. 7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79. 3

2 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86. 4 经济业务人员 73. 8

3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82. 9 裁剪、缝纫和皮革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73. 8

4 工程施工人员 79. 1 饭店、旅游及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72. 2

5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77. 3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69. 5

6 安全卫生和消防人员 74. 5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7. 8

7 勘测及矿物开采人员 67. 5
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装配、调剂
及维修人员

66. 0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
组织负责人

67. 5 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65. 5

9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 67. 3 检验、计量人员 65. 1

10 企业负责人 62. 3 教学人员 62. 6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版。

三、拥挤假说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Bergmann (1971)是第一位构建拥挤假说数理模型来分析职业性别隔离的经济效应的经济学

家 [ 4 ]。本文以 Bergmann模型为基础 ,并对模型进行拓展 ,以分析我国城市人口职业性别隔离的经

济效应。

假设在经济体系中 ,只有两种类型的职业 ,即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 ,并且两种职业类型完全分

隔 ,不同性别劳动力只能从事不同职业 ,尽管他们可以替代。这是职业分隔的极端情况 ,现实经济

体系中通常是不存在的 ,这里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在这些职业领域中 ,被雇佣的劳动力加上资本

投入 ,产生经济产出。

我们将生产函数模型设定为两种劳动要素投入采用 CES生产函数形式 ,劳动投入和资本采用

Cobb—Dauglas生产函数形式 : Y = (α1 L
-β

m +α2 L
-β

f ) -γ/β
K

1 -γ。以此来估计出职业分隔对总产出、工

资及雇佣情况的影响。

这里 Y是一国经济产出 , Lm 和 L f 分别是男性和女性劳动力 , K是资本。β为劳动力要素不变

替代弹性参数 ;α为劳动力投入密度的参数 ,在给定劳动因素替代弹性和边际技术替代率情况下 ,

α1 值相对于α2 值越大 ,那么 ,劳动投入比例 L f /Lm 就越小 ;γ与 1 γ分别为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

性。虽然我们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设定为 1,但是两种劳动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在本文

中将在比较宽泛的范围内取值。

再假设劳动力要素总量和资本投入是固定的 ,但男性女性劳动力数量是可以变化的 ,并且每种

类型职业都按照边际产品价值支付工资。如果职业隔离现象消失 ,那么 ,劳动力资源就会在部门间

重新分配 ,女性劳动力会向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流动 ,直到所有部门间边际生产率水平相等时这种

流动才会停止。由于劳动力重新配置 ,资源配置扭曲现象结束 ,经济活动达到最佳产出。

设 W
3 、L

3 和 Y
3 分别为重新配置后的工资率、劳动力数量和总产出情况。这样 ,工资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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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量及总产出的变化就可以由下式得出 :
W

3
i

W i

=
M P

3
i

M Pi

=
Y

3

Y

L i

L
3
i

(α1 L
-β

m +α2 L
-β

f )

(α1 L
3 -β
m +α2 L

L 3 -β
f )

, i =m , f。

在设定的模型中 ,男女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使总产出发生变动 ,男女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是个最

为重要的因素。Dougherty和 Selowsky (1973)认为 ,一般的替代弹性假设虽然没有显著改变总产出

的估计 ,但是可能扭曲劳动资源的最佳产业配置 [ 16 ]。然而 ,这一弹性估计值很难直接获得 ,较一致

的看法是替代弹性值要比单位 1大得多 , Bowls(1970)研究认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两两间替代弹

性值通常在 3—9之间 [ 17 ]。Bergmann ( 1971)在研究中采用的弹性估计值在 0. 5—3之间 [ 4 ]
; Pike

(1982)估计范围是 1—3
[ 10 ]503 - 514

; Tzannatos(1989)认为将替代弹性值看作是无穷大也是可以的 ,但

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生产过程中的互补程度或连续程度存在着一定的上限 ,替代弹性的取值略低

一些也许更有把握 ,所以他的取值是 6。笔者采用的估计值是 6,但同时也给出估计值 0. 5—10范

围内的总产出变化情况 [ 11 ]5 18。

男女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还暗含着这样的假定 :每个行业的产出可以无限扩大 ,而且行业产出

产品的价格是不变的。这也就意味着模型是在一个开放的和相对较小的经济体系中 ,或者是行业

的产出变化足够小 ,以至于对最终产品价格没有影响。

男女劳动力资源自由配置达到两性收入完全平等和职业分布完全相同 ,这在真实世界里是不可能

的 ,男性女性之间不仅有先天生理的差异 ,而且有后天社会分工的差异 ,即使假设男女劳动生产率是相同

的 ,职业选择的偏好不同也使得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受到限制。所以 ,本文提供的估计结果是在一个假

设的社会中男女劳动力打破职业分隔重新自由配置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一个上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资料 》、《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

国统计年鉴 ———2003》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3》,除人口普查数据外 ,年限均为 2002年 ,其

中劳动力的职业分布比例来自劳动统计年鉴 ;工资数据来自住户调查资料 ;资本投入为当年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农村部分 ;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根据当年的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 ,按照规模报酬不变的 C D生产函数计算得出。

四、经验分析及结果

表 2是根据职业大类分类的职业性别构成和工资收入分布情况 ,如上文所述 ,职业大类分类大

大降低了职业分隔的差异指数 ,为 0. 14,但是充分考虑了男女劳动力生理差异和社会分工 ,以及职

业偏好问题 ,使计算结果可信度更强。蔡窻 (2003)认为 ,到经济改革开始年份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 18 ]
,但从 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资料来看 ,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

的比例仅为 0. 78。

表 2　职业分布的性别构成及工资收入

职 　业
男性就业人员 女性就业人员

职业构成 % 月平均工资 职业构成 % 月平均工资

单位负责人 5. 9 1667. 92 1. 7 1379. 36

专业技术人员 14. 7 1387. 29 12. 7 1232. 13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 16. 8 1294. 60 17. 1 1110. 72

商务服务人员 16. 7 635. 44 25. 7 495. 22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16. 0 496. 60 20. 6 396. 2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2. 4 856. 22 15. 2 646. 82

其他 7. 6 505. 72 7. 1 475. 78

　　　注 :劳动力职业分布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工资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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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为假定不变替代弹性为 6的情况下 ,消除职业分隔的经济效应计算结果。如果消除职业

分隔 ,女性工资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总的上升幅度超过 20% ,男性将遭受一定收入损失 ,但

工资下降幅度不大 ,总的不超过 8%。但是女性因为工资水平的提高 ,就业人数必须遭受较大的损

失。经济总产出因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有 2. 48%的增长。

表 3　消除职业分隔的经济效应 (不变替代弹性为 6)

职 　业
就业人数变化 工资变化

男性 % 女性 % 男性 % 女性 %

单位负责人 12. 11 64. 14 2. 08 18. 41

专业技术人员 22. 56 39. 84 3. 49 8. 66

办事员和有关人员 31. 68 47. 48 4. 75 11. 02

商务服务人员 63. 84 63. 29 8. 61 17. 26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51. 43 60. 94 7. 26 16. 2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33. 45 75. 20 5. 33 25. 32

其 　　他 13. 18 21. 52 2. 09 4. 07

总产出变化 % 2. 48

　　表 4表明不变替代弹性的不同取值对总产出变化的影响。随着不变替代弹性值的增加 ,总产

出增长率也在单调增加 ,这是因为不变替代弹性值越大 ,在给定职业中 ,重新配置的劳动力资源边

际产出就越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 ,不变替代弹性值在 6左右 ,总产出变化幅度不大。

表 4　不变替代弹性和总产出变化

不变替代弹性值 0. 5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产出变化 % 0. 25 0. 49 0. 95 1. 38 1. 78 2. 15 2. 48 2. 78 3. 06 3. 30 3. 52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拥挤假说 ,劳动力市场根据性别划分为不同的非竞争性集团 ,女性就业被限

制在狭窄的职业范围 ,使得在给定的职业范围内女性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低于男性。如果终

止职业隔离 ,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 ,达到男女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水平相等 ,那么 ,职业分布的性别构

成、男性女性工资报酬、经济总产出就会发生相应变化。

通过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表明 ,女性工资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与此

同时 ,不利的一面是女性就业人数因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较多 ,由于女性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

工资职业领域 ,因而这些职业中女性就业损失最大 ;男性工资水平下降 ,但幅度不大 ;经济总产出因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因此 ,可以说职业隔离是造成我国城市就业人口性别

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并且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虽然消除职业隔离有一些不利影响 ,但是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不仅可以阻止男性就业人员的工

资下降 ,而且可以给女性就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不利影响。

如何消除职业隔离 ,西方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主要有 :一是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 ,职业分割很

大程度上与就业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相关 ,如果没有受过较高的专业培训 ,就很难从事技术方面的

工作 ,所以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 ,是打破职业隔离的重要基础。二是采取配额制 ,通过政策倾斜 ,使

高层次高工资报酬职业中保证一定数量的妇女的参与。三是立法 ,根据国外的经验 ,同酬法案只适

用于工资歧视 ,解决职业分隔 ,还要实施性别歧视法 ,禁止就业过程中因性别而对女性加以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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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旨在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的专门法律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具体性

较差 ,可操作性不强 ,劳动法律法规缺乏对性别歧视的具体评判标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力

资本投资中存在性别歧视 ,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限的条件下 ,女孩子不是家庭投资的优先考虑对

象 ,所以在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 ,女性入学率都低于男性。教育投资中的性别歧视造成了

男女劳动力供给的不同特点。因此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还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

必须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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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 ic Effects of O ccupa tiona l Segrega tion
———An Analysis on Occupational D iscrim ination against Chinese U rban Female Labor

YAO Xian2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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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der discrim 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is a widesp read phenomen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kinds of discrim ina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conom ic effects o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of gender in the Chinese urban emp loyment population, we measured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dissim ilarity index and estimated the change of the gender p roportion of labor

in various occupation, the wages and national incomes by CES and C - D p roduction function. The

purpose is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elim inating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light

of the conclusion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Fifth National Census data, we made use of the dissim ilarity index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occupation (medium type) of Chinese urban emp loyment population, we concluded that if

the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le stays remains unchanged, and the distributive p roportion of the

both male and female population in each occupation continues to be the same, then 64. 7% of the female

would need to shift occupation in order to equalize the p roportions of the male.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there exists serious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the current Chinese urban emp loyment population.

Next, using CES and C - D p 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assum ing the value of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to be 6, i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s elim inated, female wages would increase by more

than 20%. The male would suffer certain income loss, but the drop would be trivial, less than 8%.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of emp loyed female would decrease dramatically because of the wages

increase.

Desp ite some shortcom ings, national incomes would increase by 2. 48% , with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emp loyment population. The gains in national incomes would still be

sufficient to p revent any substantial decline in male earning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low females a

greater choice in their occupation and a higher earnings potential.

Given the fact that at p resent our country still has no special laws aim ing at elim inating labor market

discrim inati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 revent gender discrim ination under the current labor law.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ill exist over a long time and we must pay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Key words: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gender discrim ination; dissim ilarity index; p rodu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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