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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工资的主要发展趋势    

 

经济危机继续抑制工资增长 

 

全球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虽然新兴经济体仍有明显的

增长，但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变成了红色。全球 2011 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

的月平均工资——即月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了 1.2%，低于 2010 年的 2.1%和 2007 年

的 3%。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劲的经济表现而对全球工资增长率的计算产生了

很大影响。如果不包含中国，2011 年全球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只有 0.2%，低于

2010 年的 1.3%和 2007 年的 2.3%（见图 3）。 

 

2006200620062006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年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    

* 这里公布的年增长率是“初步估算值”（数据覆盖面为 75%） 

注：全球工资增长是指 124 个国家月实际平均工资年度增长的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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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的区域差异 

 

不同区域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7）。发达经济体

的工资趋势经历了两次下沉，而拉丁和加勒比区域在整个危机期间仍然保持正

增长，亚洲涨幅更大。东欧和中亚区域的波动幅度最大，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

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经历了后经济转型期工资恢复迅猛增长的阶段，而在

2009 年实际工资又开始剧烈收缩。在中东地区，实际平均工资自 2008 年以来

一直在下降，当然其中一些数据还只是暂时估计值，非洲的数据也是如此。 

 

不同区域的累计工资增长率 

 

如果对 2000 年至 2011 年累计工资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各区域

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从全球角度来看，月实际平均工资仅增长了不到四分之

一。在亚洲，月实际平均工资几乎翻了一番，而发达经济体只增长了约 5%。东

欧和中亚区域的实际工资几乎是过去的三倍，但这主要是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型

过程的恢复性增长带来的。例如，俄罗斯工资的实际价值曾经下跌到不足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 40%，而此后又用了十年时间才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2006200620062006 至至至至 2011201120112011 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年各区域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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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增长率为“初步估算值”（覆盖率为 75 %） 

** 区域增长率为“暂时估算值”（覆盖率为 40–74%） 

() 区域增长率公布但可能会发生变化（覆盖率不足 40%） 

注：关于覆盖率和方法，参见技术附录一。 

资料来源：ILO 全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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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 

 

新兴经济体的工资水平虽然有显著增长，但是各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依然十

分明显。在菲律宾，制造业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只能拿到大约 1.40 美元。在巴西，

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直接报酬是 5.40 美元，希腊为 13 美元，美国为 23.30 美

元，而丹麦达到了 34.80 美元（按 2010 年汇率计算）。 

 

劳动份额不断下降和公平增长劳动份额不断下降和公平增长劳动份额不断下降和公平增长劳动份额不断下降和公平增长    

 

全球劳动者分到的蛋糕更小了 

 

1999 年至 2011 年期间，发达经济体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平均工资增

长的两倍多（见图 11）。在美国，非农领域的实际小时劳动生产率自 1980 年

以来增长了 85%，而实际小时劳动薪酬只增长了 35%。在德国，劳动生产率在过

去的二十年里提高了近四分之一，而月实际工资却维持不变。 
 

    

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发达经济体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以以以以 1999199919991999 年为年为年为年为 100100100100）））） 

 

注：由于这些数值是加权平均数，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德国和日本）对计算结果有重大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人均产出（见尾注 9）。 

资料来源：ILO 全球工资数据库；ILO 趋势计量经济模型，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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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球趋势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即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

收入份额不断降低，而资本收入所占份额不断提高。甚至在中国这样一个过去

十年间工资水平大约增长了两倍的国家，GDP 的增长速度也依然超过了工资总

额的增长，因而导致劳动份额走低。 

 

劳动份额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贸易全球化、金融市场扩张以及工

会入会率下降等因素对劳动者谈判能力的破坏所导致的。其中，金融全球化产

生的影响可能高于先前的判断。 

 

劳动份额下降带来的影响 

 

劳动份额的下降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公平这一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当前公司

高管和金融领域过高的工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不利于家庭消费的增长，

进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一些国家通过增加净出口来弥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

并非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同一时期内实现经常账户盈余。因此，承受经常账户赤

字危机的国家经常会被建议采取削减劳动成本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在压制内需

方面带来的风险可能更甚于刺激出口增长的效果。如果众多国家同时竞相削减

工资，将出现劳动份额的“逐底竞赛”和总需求的萎缩。 

 

对公平增长的影响对公平增长的影响对公平增长的影响对公平增长的影响    

 

收入分配和工资水平 

 

这份《全球工资报告》详细介绍了国家内部及国与国之间工资分配和工资

水平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这种变化趋势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报告的主要

结论之一是，无论是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还是就个人收入分配而言，收

入不平等都在继续扩大。 

 

功能性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许多国家的

功能性收入分配都呈现出工资份额下降而利润份额上升的长期趋势。同时，个

人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工资额最高 10%和最低 10%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



viii 2012/13 全球工资报告 

 

距在日益扩大。这些内部的“不均衡”已经导致或加剧了外部的不均衡，甚至

在此次经济大衰退之前，由于各国试图通过放松信贷或出口顺差来弥补工资份

额降低对消费需求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均衡就已经开始显现。 

 

强化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联系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的分析表明应当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采取政策

措施，努力实现“再均衡”。在纠正外部不均衡方面，各国决策者不能简单地

认为可以找到摆脱危机的“捷径”。决策者应当努力制定政策来加强劳动生产

率增长和劳动者薪酬增长之间的联系。一些国家目前拥有高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为加强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联系，从而刺激内需增长创造了有利空间。

而债务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则应当避免使劳动份额的逐底竞赛进一步加剧。外部

和周边社会伙伴采取的紧缩措施会危害有效的劳动关系。 

 

强化制度建设 

 

实现“内部再均衡”可以从加强工资决定制度入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加

剧和技术进步迅速的背景下，将劳动者组织起来难度很大，因此需要为集体谈

判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低工资工人在工资决定制度方面需

要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设计得当的最低工资制度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

策工具，能够提供体面的“地板工资”，进而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最低生

活水平。 

 

劳动力市场范围之外的改革 

 

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达到收入分配的目标是不现实的，还需要许多劳

动力市场之外的改革措施来配合实现分配的调整，包括改革和修复金融市场，

恢复其引导资金进行生产性和可持续性投资的作用。关于“再均衡”，还有其

他一些重要措施值得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如资本课税和劳动收入课税之间的

平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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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收入者之外的人群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与支付最低工资有关的那些就业保障计划能更好地激

励私营企业遵守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只有约一半的

劳动者为工资收入者，因而还需要辅以其他手段来提供更多的工资性工作岗位，

同时还要提高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因为这需要努力提高受教

育水平，提高生产转型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技能。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

体系，使劳动者及其家庭能够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样才

能更好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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