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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促进就业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
以上。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为实现“十二五”规划

目标，有必要采用比例法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即按照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适当比例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各地采

用比例法制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准确统计当地城镇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把最低工资标准控制在当地平

均工资的40%~6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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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员

会等七部委制定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明

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

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

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以上。”这一目标定位

对最低工资标准测算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 年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
介绍了两种测算方法，即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该

规定还提到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

均工资的 40%~60%。按照一个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

资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称为

比例法，既是测算最低工资标准的一种方法，也是判

别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种参照系。目前我国各地

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按照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

制定的，绝大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当

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从“十一五”时期

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省份的城镇平均工资增幅高

于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如果“十二五”时期仍然按照

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来测算最低工资标准，不可

能保证实现上述增长目标，因此有必要采用比例法

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本文拟分析我国最低工资标

准增长目标和态势，探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的

问题和局限，来说明按比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

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平均工资

的差距

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别根据其行政区

划范围内不同区域的消费水平差异，制定若干等级

或类别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公布执行。目前绝大多数

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等级或类别达不到

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 40%~60%。例如，2010—
2011 年，在全国 31 个省份（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中，以最低工资中最高档同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

均工资相比较，只有河北、吉林、福建和新疆四省区

达到 40%以上，另外 27 个省份不同幅度地低于

40%（见表 1）。其他档次的最低工资标准同当地城

镇平均工资相比差距更大。
由于 2010 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

不同程度低于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而平均

工资也处于增长之中，要实现《促进就业规划

（2011—2015）》提出的“两个以上”目标，即最低工资

标准年均增长 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以上，就

必须使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速度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增

长速度。表 2 反映了我国“十一五”时期各地最低工

资标准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只有浙江、江西、四
川和西藏 4 个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高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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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其他 27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均不同程度低于平均工

资增长幅度。

表 3 反映了 2006—2010 年全国各省区平均工

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速度，除了浙江、江西、
四川和西藏 4 个省区之外，其余 27 个省区城镇平均

工资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速度。
如果“十二五”时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速度不能

充分高于平均工资增速，则不可能在“十二五”时期

实现“两个以上”目标。

当然，在“十二五”时期能否实现国家 7 部委提

出的“两个以上”目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最低工资

标准测算方法来看，采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难

以保证最低工资标准增速充分高于平均工资增速，

因此难以实现上述目标。

二、比重法的问题

比重法是根据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确定一

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

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

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得到最低工资标准。这种

方法把贫困户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制定最低工资标

准的基点，看来不太合理。最低工资是保证劳动者本

人在平均消费水平上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还是

保证劳动者家庭成员在最低消费水平或贫困状态上

维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这是比重法涉及的一个需

要探讨的理论问题。
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通常是对劳动者本人而言，

指劳动力在生产中使用和消耗之后通过休息和补充

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可供再次使用；不包含培养新

一代劳动力即养育子女。与此不同，劳动力扩大再生

产除了包含劳动者本人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之外，

表 2 2006—2010 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增幅比较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6
3 343.08
2 390.17
1 382.50
1 525.00
1 539.08
1 635.33
1 381.92
1 375.42
3 432.33
1 981.83
2 318.33
1 495.75
1 609.83
1 299.17
1 602.33
1 415.08
1 337.33
1 487.50
2 182.17
1 505.33
1 324.17
1 601.25
1 487.67
1 401.25
1 559.25
2 626.50
1 409.83
1 437.17
1 889.92
1 769.92
14 84.92

2010
5 429.83
4 290.75
2 620.92
2 754.75
2 934.25
2 869.75
2 416.92
2 311.25
5 509.58
3 314.33
3 386.67
2 778.42
2 695.00
2 363.58
2 776.75
2 484.92
2 650.92
2 472.50
3 369.33
2 556.08
2 564.58
2 893.92
2 713.92
2 536.08
2 432.92
4 150.67
2 782.00
2 424.67
3 010.08
3 097.17
2 666.92

增幅（%）
62.42
79.52
89.58
80.64
90.65
75.48
74.90
68.04
60.52
67.24
46.08
85.75
67.41
81.93
73.29
75.60
98.22
66.22
54.40
69.80
93.68
80.73
82.43
80.99
56.03
58.03
97.33
68.71
59.27
74.99
79.60

2006
640
670
520
550
530
590
510
620
750
690
750
410
650
360
530
480
460
600
780
460
580
580
450
400
540
495
490
430
460
450
670

2010
960
920
900
850
900
900
820
880
1120
960
1100
720
900
720
920
800
900
850

1 030 0
670
830
680
850
650
830
950
760
620
600
710
960

增幅（%）
50.00
37.31
73.08
54.55
69.81
52.54
60.78
41.94
49.33
39.13
46.67
75.61
38.46
100.000
73.58
66.67
95.65
41.67
32.05
45.65
43.10
17.24
88.89
62.50
53.70
91.92
55.10
44.19
30.43
57.78
43.28

说明：各地最低工资为一类地区即最高一档最低工资标准。资
料来源：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

最低工资（月）城镇平均工资（月）
省份

表 1 2010—2011 年全国各省区最低工资占城镇从业人员

平均工资比例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平均工资
（元）
5 429.83
4 290.75
2 620.92
2 754.75
2 934.25
2 869.75
2 416.92
2 311.25
5 509.58
3 314.33
3 386.67
2 778.42
2 695.00
2 363.58
2 776.75
2 484.92

最低工资
（元）
1 160
1 160
1 100
0 980
0 900
0 900
1 000
0 880
1 280
1 140
1 310
1 010
1 100
0 720
1 100
0 800

占比
（%）
21.36
27.03
41.97
35.57
30.67
31.36
41.37
38.07
23.23
34.40
38.68
36.35
40.82
30.46
39.61
32.19

省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平均工资
（元）
2 650.92
2 472.50
3 369.33
2 556.08
2 564.58
2 893.92
2 713.92
2 536.08
2 432.92
4 150.67
2 782.00
2 424.67
3 010.08
3 097.17
2 666.92

最低工资
（元）
900
850
1300
820
830
870
850
830
950
950
860
760
770
900

1 1600

占比
（%）
33.95
34.38
38.58
32.08
32.36
30.06
31.32
32.73
39.05
22.89
30.91
31.34
25.58
29.06
43.50

表中平均工资为 2010 年数，最低工资为 2011 年数，占比指最低

工资占平均工资的百分比。资料来源：最低工资见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户网站；平均工资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123 页。

表 3 2006—2010 年全国各省区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
年均增长速度比较 单位：%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平均工资
年均增长
12.89
15.75
17.34
15.93
17.51
15.10
15.00
13.86
12.56
13.72
09.94
16.74
13.75
16.14
14.74
15.12

最低工资
年均增长
10.67
08.25
14.70
11.50
14.15
11.13
12.61
09.15
10.55
08.61
10.05
15.12
08.48
18.92
14.78
13.62

差异

-2.22
-7.50
-2.64
-4.43
-3.35
-3.96
-2.39
-4.71
-2.01
-5.11
-0.11
-1.63
-5.27
-2.78
-0.05
-1.49

省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平均工资
年均增长
18.66
13.55
11.47
14.15
17.97
15.95
16.22
15.99
11.76
12.12
18.52
13.97
12.34
15.01
15.76

最低工资
年均增长
18.27
09.10
07.20
09.86
09.37
04.06
17.23
12.91
11.35
17.70
11.60
09.58
06.87
12.08
09.41

差异

-0.39
-4.45
-4.27
-4.30
-8.60
11.89
-1.02
-3.08
-0.42
-5.58
-6.92
-4.39
-5.47
-2.94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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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含养育子女以培养新一代劳动力。在制定正常

工资标准时，必须全面考虑维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

的各种需要，也就是说，正常工资不仅必须能够维持

劳动者本人生活需要，而且有一定剩余能够用来赡

养家属特别是养育子女，从而培养新一代劳动力。但
是，最低工资标准应当只是满足维持劳动力简单再

生产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确切地说，最低工资应当保证劳动者本人在正常或

平均生活水平上维持自己的简单劳动力再生产，而

不是全部家庭成员在最低消费水平上进行劳动力扩

大再生产。
关于最低工资的性质和用途问题，可以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力价值原理做出合理解释。根
据马克思的研究，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

经济中成为商品，它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

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构成。在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条件

下，其价值由劳动者本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费

用、教育培训费和子女养育费构成；在劳动力简单再

生产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由劳动者本人维持正常生

活所需要的费用构成。现实中应当按照维持劳动力

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制定正常工资标准，按照维持

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马
克思指出：“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

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

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

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低

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

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

发挥。”这一论述提出了最低工资的一种标准，即维

持劳动者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

思还指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

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

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

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有哪些习惯和

生活要求。”虽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有很大不同，但是他关于劳动力价值决定因素的

认识，对于确立市场经济中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的

最低工资标准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力价值构成和测

算方法的分析，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明确两点：第

一，最低工资标准的受众是从业人员，主要是企业劳

动者，而不是家庭全部成员；第二，最低工资数量应

当等于或略大于劳动者本人维持社会平均消费水平

所需要的费用，而不是等于劳动者家庭全部成员维

持贫困生活水平的费用。只有这样，最低工资才能保

证在正常条件下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在

贫困生活水平上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从我国城

镇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来看，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

的消费水平应当是在不赡养家属的情况下本人生活

达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当然，如果需要赡养家

属而又只能获得最低工资，那么人均实际消费水平

就会低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但是在制定最低工资

标准时，应当考虑劳动者本人生活达到社会平均消

费水平，而不是在赡养家属状态下处于贫困生活的

水平。比重法正好与此相反，实际上把劳动者家庭全

体成员纳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受众范围，按照他们处

于贫困状态的消费水平来测算最低工资标准。这样

一来，家庭成员数量、就业人口比例就成为影响最低

工资标准的重要因素。在某些西方国家，不同等级收

入家庭的人口数量和就业率差异不大，按比重法测

算最低工资标准也许可行，但是我国不同等级收入

家庭的人口和就业率差异很大，按比重法测算的最

低工资标准明显偏低。
贫困户往往存在家庭人口多、就业人员少甚至

无人就业、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等问题，其中有的家庭

是当地需要救济的对象。按照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一

般家庭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总是要留

一点收入用于应急之需，因此人均生活费支出通常

小于人均收入。表 4 反映了 2010 年我国按收入等级

划分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贫困户平均每户人

口为 3.32 人，在各等级收入家庭中最多：就业人口

只有 1.22 人，在各等级收入家庭中最少；因此每一

就业者负担最重达到 2.72 人。贫困户的人均消费水

平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家庭人口多和就业人员少，

这不应成为确定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以
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为基础制定企业最低工

资标准，实际上把家庭人口多和就业人员少作为最

低工资的限制因素，这是不合理的。2010 年，全国贫

困户人均收入只占城镇家庭平均收入的 27.49%，人

均消费支出只占城镇家庭平均消费支出的 35%。用
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来衡量，贫困户的消费支出实际

上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要。按照现行最低工资规定

介绍的比重法来计算最低工资标准，既不可能保证

“十二五”时期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 13%以上，也

不可能保证它在今后一个时期达到城镇从业人员平

均工资的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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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最低收入户中贫困户与其他等级收入户基本情况比较

指标

（平均每户）

人口（人）

就业人口（人）

赡养系数

人均年收入（元）

人均总支出（元）

人均消费支出（元）

全部

000 3.29
000 1.32
000 2.49
6 703.70
5 948.11
5 471.84

贫困户

000 3.32
000 1.22
000 2.72
5 483.09
4 739.15
4 715.33

低收入户

00 003.20
00 001.52
00 002.11
10 247.04
09 288.67
07 360.17

中等

收入户

00 002.82
00 001.48
00 001.91
18 920.72
16 693.49
12 609.43

高收入户

00 002.61
00 001.51
00 001.73
34 254.64
29 011.98
21 000.42

最高收入户

00 002.51
00 001.54
00 001.63
56 435.17
47 401.14
31 761.63

说明：赡养系数为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包括就业者本人）。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年，第 334－335 页。

最低收入户

表 6 2001—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38.2
37.7
37.1
37.7
36.7
35.8
36.3
37.9
36.5
35.7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47.7
46.2
45.6
47.2
45.5
43.0
43.1
43.7
41.0
4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330 页。

表 5 2010 年我国不同收入家庭部分食物消费量

指标

肉类（公斤）

蛋类（公斤）

奶类（公斤）

蔬菜瓜果（公斤）

国家标准

028
015
016
185

最低收入户

017.44
007.58
009.45
127.92

中等收入户

026.02
010.59
019.26
179.41

最高收入户

028.36
011.09
026.43
196.33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为《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提出的食物目标，中国营养学会网，http//:www.cnsoc.org；不同收入家

庭实际消费量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338 页。

三、恩格尔系数法的局限

恩格尔系数法是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

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

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

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

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得到最低工资标准。这
种方法同比重法实质上是一致的，也有一定的问题

和局限。
按标准食物谱计算的最低食物支出标准不一定

符合实际最低食物消费开支。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提

出了我国居民食物和营养发展目标，其中规定 2010
年人均合理的食物摄取量为：口粮 155 公斤，豆类

13 公斤，蔬菜 147 公斤，水果 38 公斤，食用植物油

10 公斤，食糖 9 公斤，肉类 28 公斤，蛋类 15 公斤，奶

类 16 公斤，水产品 16 公斤。当年我国不同收入户的

食物消费同这一目标存在不同幅度的差距，见表 5。
尽管中等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消费量比较接

近国家提出的目标，但是最低收入家庭肉、蛋、奶和

蔬菜、瓜果消费量离国家提出的目标差距很大。如
果说国家提出的目标是目前条件下合理的食物摄

取量，那么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消费量就处于不合理

状态。这进一步说明，比重法按最低收入户中的贫

困户消费水平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只能维持不合

理的营养状态。我国各地居民实际消费的食品种

类、结构和价格水平差异很大，按照营养学会提出

的食谱来计算食品消费支出，很难全面准确反映各

地实际消费水平；用标准食物谱除以恩格尔系数，再

乘以就业者的赡养系数，结果可能严重偏离实际消

费水平。
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居民食

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着一个国家或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

在长期内逐步下降。因此，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国家

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高低。但是

不同等级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同，同一等级收

入家庭在不同年份的恩格尔系数由于种种原因也可

能发生波动。全国各地不同等级收入居民消费结构

和水平千变万化，不容易准确测算各等级收入家庭

的恩格尔系数，把它作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

或基本参数之一是不太可靠的。表 6 反映了 2001—
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虽然在长期

内的下降趋势很明显，但是某些年份却有所上升。居
民食品消费种类和结构及其价格变化，都可能导致

恩格尔系数变化，其中价格变化因素按照目前的价

格指数方法是难以完全扣除的。这并不影响恩格尔

系数反映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长期下降的

趋势，但是以此为依据来制定通常按年度发布和实

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显得不够准确了（见表 3）。城
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2007 年比 2006 年上升 0.5 个

百分点，2008 年又比 2007 年上升 1.6 个百分点。如
果这两个年份的食品消费支出不变或变化小于恩格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郑志国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态势与测算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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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7—2010 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与消费支出比较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工资

（元）

24 721
28 898
32 244
36 539

40%平均

工资（元）

09 888.4
11 559.2
12 897.6
14 615.6

人均消费

支出（元）

09 997
11 243
12 265
13 472

消费支出占人均

工资比例（%）

40.44
38.91
38.04
36.87

资料来源：根据 2008—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的计算。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10 年
平均工资
（元/月）
5 429.83
4 290.75
2 620.92
2 754.75
2 934.25
2 869.75
2 416.92
2 311.25
5 509.58
3 314.33
3 386.67
2 778.42
2 695.00
2 363.58
2 776.75
2 484.92
2 650.92
2 472.50
3 369.33
2 556.08
2 564.58
2 893.92
2 713.92
2 536.08
2 432.92
4 150.67
2 782.00
2 424.67
3 010.08
3 097.17
2 666.92

2015 年
平均工资
（元/月）
9 955.51
8 915.35
5 830.21
5 768.48
6 574.63
5 797.23
4 861.29
4 422.86
9 954.95
6 303.47
5 439.41
6 024.16
5 132.34
4 994.36
5 522.19
5 024.19
6 236.18
4 667.37
5 798.74
4 953.98
5 859.69
6 065.13
5 754.41
5 324.35
4 241.89
7 354.16
6 506.02
4 662.35
5 385.80
6 232.22
5 543.73

2010 年
最低工资
（元/月）

960
920
900
850
900
900
820
880

1 120 0
960

1 100 0
720
900
720
920
800
900
850

1 030 0
670
830
680
850
650
830
950
760
620
600
710
960

2015 年
最低工资
（元/月）
3 982.20
3 566.14
2 332.08
2 307.39
2 629.85
2 318.89
1 944.52
1 769.14
3 981.98
2 521.39
2 175.76
2 409.66
2 052.94
1 997.74
2 208.87
2 009.68
2 494.47
1 866.95
2 319.50
1 981.59
2 343.88
2 426.05
2 301.76
2 129.74
1 696.76
2 941.67
2 602.41
1 864.94
2 154.32
2 492.89
2 217.49

最低工资年均
增长速度

（%）
32.91
31.12
20.98
22.11
23.92
20.84
18.85
14.99
28.88
21.30
14.62
27.33
17.93
22.64
19.15
20.23
22.62
17.04
17.63
24.22
23.08
28.97
22.05
26.79
15.37
25.36
27.91
24.64
29.13
28.55
18.23

表 8 我国“十二五”时期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增长预测

注：2015 年平均工资以 2010 年为基础按“十一五”时期平均增

长速度增长预测；2015 年最低工资按 2015 年预测平均工资的 40%
计算。

尔系数上升幅度，采用恩格尔系数法计算的最低工

资标准就会下降。
如上所述，最低工资标准应当反映生产劳动力

的最低成本，反映劳动者本人在社会平均生活水平

上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消费需要。撇开恩格尔

系数法可能发生的统计困难和误差不说，即使能够

比较准确地测算出相关等级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

数，用它除最低食物支出额，再按其他步骤计算最低

工资标准，得到的结果也只能反映最低消费水平，而

不能反映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实际需要，不能

反映生产劳动力的最低成本。事实上，恩格尔系数法

和比重法一样，都不能满足我国实施《促进就业规划

（2011－2015）》对最低工资增长的要求。

四、实行比例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所谓比例法，就是按照各地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的适当比例来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这种

方法能够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

便于调控和操作，符合国际惯例。按照国际上一些国

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验，一般最低工资标准相

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 40%~60%。这个比例范围基本

上适合我国国情，关键是要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不低

于 40%的下限。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大约相当

于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见表 7）。这意味

着，当最低工资标准等于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时，获得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仍然能够维持城镇

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因此，把最低工资标准的下限

控制在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能够保证劳

动者在平均消费水平上维持本人劳动力的简单再生

产，这是合理的。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实际工资

标准，因此确定上限的意义不大，主要是对劳动者方

面要求最低工资的限制。

由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显著低

于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往平均工资年均

增速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速，要在“十二五”时期使

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平均工资的 40%，这就要求最低

工资标准以充分高于平均工资增速的速度增长。根
据“十一五”时期各地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增长情

况，参照国家《促进就业规划》提出的最低工资增长

目标，可以对“十二五”时期各地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

增长情况做一些预测。假设“十二五”时期各地城镇从

业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十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到

2015 年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 40%，所

需要的增长速度见表 8：除了黑龙江、浙江等少数几

个省份所需要的增长速度在 15%左右之外，绝大多

数省份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速度均需保持在 20%以

上。采用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来计算最低工资标

准，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增长速度。

最低工资标准毕竟不是实际工资标准，前者通

常大大低于后者。规划在“十二五”时期把多数省份

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当地平均工资的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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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ffa's Calculation Error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Value
Yu Bin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raffa tries to obtain the general profitability and (production) price directly from some quantitative relation of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how to treat sraffa's method has been the touchstone to trial scholars' understanding level on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wo numerical method of Sraffa,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alculation error, denies sraffa's method, and offere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showed the value transform history and logic process.
Key words: Sraffa; Marx; value transform; labor theor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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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rowth Trend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n China
Zheng Zhiguo

（Institut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angdo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Guangzhou 510053, China）
Abstract: In "the 12th Five-Year ",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must be raised to more than 40% of average salaries of
the local town employees in the majority of provin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arge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the propor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which is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ratio of the average salaries of employees. The key is to have an accurate statistics of the average wage, control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between 40% and 60% of the average wage of local city and town.
Key words: minimum wage standard; specific gravity method; method of Engel coefficient; the proportion method

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必须实行新的最低工

资标准计算方法，就是从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转

向比例法。各地采用比例法制定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关键是准确统计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到

2015 年逐步把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当

地平均工资的 40%以上。可以考虑对全国各省份进

行分类，一部分省份争取在“十二五”中期达到规划

目标，大部分在 2015 年达到规划目标。当然，如果

“十二五”时期各地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放缓，明显低

于“十一五”时期增长速度，则“十二五”时期最低工

资标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 40%以上所需要的增长

速度也会相应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实际

工资增长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并不要求实际工资

以相同的速度提高，因此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是可

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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