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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典型垄断行业高收入状况的分析

潘胜 文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尤其是部分典型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令社会公众非

常反感, 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关键。为解决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应破

除行政垄断, 创建行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宏观调

控政策; 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加大对垄断暴利的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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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社会上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银行加证保, 两电

加一草, 石油加石化, 看门的也拿不少。0这句话表达了当前

我国老百姓对垄断性行业高收入的不满。本文引用5中国统

计年鉴6 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6等方面的数据资料, 应用实证

分析方法, 分析近年来典型垄断行业 (主要指存在国家垄断

的行业 )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以及与非垄

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状况, 以证实本人如下的

理论假设: 典型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远

快于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与非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的增

长速度。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典型垄断行业高工资的引

致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行业分类依据以及典型垄断行业的界定

本文研究的内容首先涉及到行业的分类, 本文所研究所

依据的行业分类主要是 5中国统计年鉴6的分类标准。 5中

国统计年鉴 ( 2007) 6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将国民经济行业分

为 19大类:农、林、牧、渔业;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

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但从这 19大类行业中, 我们难

以将它们区分为垄断与非垄断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大类中,

其包含 30个细分行业, 30个细分行业中, 包含有烟草制品

业、石油加工等典型的垄断性行业。为了更严格地区分垄断

与非垄断行业, 本文采用5中国统计年鉴6中的细分行业分类

标准来研究相关问题。

5中国统计年鉴 ( 2007) 6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在将国

民经济行业分 19大类的基础上, 将每大类进一步细分, 总计

分为 97个细分行业, 其中制造业大类包含 30个细分行业。

具体情况见表 1。

本文所研究的典型垄断行业所依据的标准有以下三条:

1.存在高强度的行政垄断。典型垄断行业都存在高强

度的行政垄断, 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通过行政手

段为该行业垒起了高不可攀进出壁垒, 这类行业内部缺乏竞

争, 在日常的经营中并能得到政府各种政策的支持, 如优先

利用各种资源等。

2.行业职工收入远高于平均水平,且高收入主要源于行

政性垄断。典型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不是取决于该行业劳动

强度、劳动效率及艰苦危险的程度, 而是取决于行业的行政

性垄断程度。也就是说, 典型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主要源

于行政性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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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民众反应强烈。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行业都遭到民

众的反感, 如 2005年, 97个细分行业中,职工年平均工资排

名前十位中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

业, 这两个行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52784元、52637

元, 高出当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18364元很多。但民众对

这些行业的高工资并没什么怨言。这是因为, 这些新兴行业

以知识、技术等为特征, 增加值高, 风险大, 行业对从业人员

的选择性也大, 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先期付出的成本较高,

因此, 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能得到民众的理解。但是, 典型垄

断行业的高工资不是取决于以上因素, 也不是取决于该行业

劳动强度、劳动效率、艰苦危险的程度等民众可以理解的因

素, 而是取决于行业的行政性垄断程度 ,而且这些行业长期

以来, 在生产效率、服务质量、进取精神等方面都难以令民众

满意。因此, 这些典型行业的高收入常常令民众非常反感。

表 1 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及每大类中包含的典型垄断行业

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大类
包含的细
分行业数

包含的典型垄断性行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总计

5
6
30
3
4
6
3
2
2
4
3
2
4
3
2
3
3
5
4
9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原料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政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地质勘查业

新闻出版业

15

资料来源: 5中国统计年鉴6,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基于以上标准, 本文将 97个细分行业中的 15个行业归

入典型垄断行业的范围。这 15个行业分别是: 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 烟草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原料加工业; 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铁路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邮政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业; 银行业;证券业; 保险业;地质勘查业; 新闻出版业。这些

行业各自所属的大类行业的具体情况见表 1。

二、典型垄断行业收入状况的实证分析

(一 )典型垄断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水平的比较分析

2006年,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 21001元, 国有单位的职

工平均工资为 22112元, 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为

13014元, 其他单位为 20755元。而 15个典型垄断行业职工

合计的平均工资的平均数达到了 38496元,其中国有单位职

工工资的平均值达到了 34963元, 城镇集体单位的平均值达

到了 18845元,其他单位的平均值达到了 46459(具体情况见

表 2)。典型垄断行业的这四个指标分别是全国的 1183倍、

11 58倍、11 45倍和 21 24倍, 远远超过全国的一般水平。

表 2 2006年典型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情况    单位: 元

垄断行业名称 合计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烟草制品业
航空运输业
银行业

新闻出版业
管道运输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铁路运输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加工业

地质勘查业
证券业
保险业
邮政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平均值

46725
60387
39096
38482
39263
34262
40242
31179
28640
28596
24971
85522
31774
24290
24018
38496

49737
47041
38629
38381
36905
34007
33947
31649
28528
27624
24131
63741
24344
23434
22347
34963

25246
14599
22134
21498
37497
17240
25869
20397
11915
14751
17592
6351
13157
17810
16617
18845

32068
74609
59071
44377
44891
34712
50240
30729
37046
30286
58046
91364
34525
48530
26397
46459

资料来源: 5中国统计年鉴6,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另一方面, 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也远远快 于全国整体水平。下面笔者以金融业为例, 将典型垄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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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金融业国有职工 1989年到 2006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与全国国有职工整体平均工资的相比较, 用环比增长率来说

明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水平与全国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差异。

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6 ( 2004、2005、2006、2007)刊载的数据,

绘制出如下折线图 (见图 1):

图 1 999) 2005年全国及国有金融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环比增长率比较

从以上折线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实线 (金融业国有职工

平均工资环比增长率走势 )的位置基本上都处于虚线 (全国

国有职工平均工资环比增长率走势 )的上方, 这说明从 1990

年到 2005年, 金融业国有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基本上都

快于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 其中, 金融业国

有职工 1992年、1993年和 1994年这三年平均工资的增长速

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另

外 ,我们还可以从 1990) 2006年两者 17年间平均工资环比

增长率的平均值的差异中看出这一点。 1990年到 2006年,

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环比增长率的平均值为

1417% ,而金融业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环比增长率的平

均值为 2012%。

(二 )典型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低收入行业职工平均工

资之间的比较分析

首先, 本文通过比较 15个典型垄断行业与排名后 10位

的低收入行业的 2006年平均工资水平, 从静态角度来分析

典型垄断行业与低收入行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

5中国统计年鉴6的统计资料数据表明, 我国 2006年行

业职工平均工资排名后 10位的行业分别为林业、农业、畜牧

业、木材加工及木竹棕藤草制品业、纺织业、渔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和非金属矿采

选业。这 10个行业职工合计年平均工资的平均数为 11508

元 (具体情况见表 3)。而 15个典型垄断行业的职工合计年

平均工资是平均数为 38496元, 两者之间的比为 1B3135, 也

就是说 15个典型垄断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平均数是职

工工资排名后 10位的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平均数的 3倍

多。

在典型垄断行业中, 证券业职工 2006年合计年平均工

资最高, 为 85522元, 而非垄断行业中, 林业合计年平均工资

最低, 为 8254元。证券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最低的林业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 101 36倍多,即极值比为 10136。

表 3 2006年职工平均工资排名后 10位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情况    单位: 元

行业名称 合计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林业
农业
畜牧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棕藤草制品业
纺织业
渔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平均值

8254
8610
8760
11213
11964
12415
12942
13334
13539
14053
11508

8205
8576
7865
10155
10453
11586
10524
14328
13825
14888
11041

10950
7820
10994
7074
9610
9893
9431
9942
10116
11241
9707

10402
10447
14441
12205
12306
14726
13481
13540
13146
14232
1289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其次, 笔者将通过分析 1995) 2006年 5个收入最高的

典型垄断行业与收入最低的 5个非垄断收入行业的合计平

均工资水平情况, 从动态角度来分析典型垄断行业与低收入

行业职工之间收入状况的变动趋势。在分析过程中, 笔者主

要采用行业职工工资极值比 (差 )、垄断高收入与非垄断低收

入行业职工工资加权比、标准差系数等指标。通过对来源于

5中国统计年鉴6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的相关数据资料的处

理, 得到表 4:

表 4 典型垄断行业与收入最低的非垄断行业平均工资的动态比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极值比
极值差

R

3. 86
9739
2. 31

3. 69
10462
2. 51

4. 02
12650
2. 61

4. 03
13093
2. 45

4. 50
15363
2. 40

5. 03
18789
2. 41

5. 56
22446
2. 76

5. 74
25304
2. 95

6. 93
36443
4. 67

7. 52
43811
4. 98

7. 78
49168
5. 09

10. 36
77268
5. 71

资料来源: 主要数据根据各年5中国统计年鉴 6刊载的数据计算而成, 部分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 [ 2]。

  从表 4反映贫富两极化程度的极值比 (差 )可以看出,典

型垄断高收入行业与非垄断低收入行业的差距明显, 而且二

者的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 极值比由 1995年的

31 86扩大到 2006年的 101 36, 极值差由 1995年的 9739元,

扩大到 2006年的 77268元。无论是从极值比还是极值差来

看, 典型垄断高收入行业与非垄断低收入行业的收入差距近

年来有加速的趋势。再从收入最高 5类典型垄断行业与收

入最低 5类非垄断行业的加权平均收入比 R来看, 典型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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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差距同样也在不断扩大, 城镇典型

垄断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垄断

低收入行业, 2000年之后高低收入行业之间平均工资差距呈

现出明显加速的趋势, 到 2006年已经扩大到 5171倍, 比 10

年前的 1995年翻了两倍多。

上面分析仅基于职工工资角度, 也就是名义收入角度,

实际上, 我国当前职工收入中除了包括工资、奖金等名义收

入外, 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类似于住房福利、医疗福利、实

物工资、各种补贴、公款消费等隐性收入。而垄断行业特别

是典型垄断行业这部分的隐性收入名目更多、数目更大。垄

断行业工资外收入过高是导致当前行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

要因素, 也是导致公众反感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现象的一个重

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典型垄断行业职工的

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 其工资增长速

度也要远远快于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 同时, 典型垄断

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以及增长速度更是远远高于低收入行

业; 另外,垄断行业的工资外收入也要高于其他行业, 职工工

资外收入的高低与行业垄断程度密切相关。以上就是笔者

对于当前我国垄断行业收入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

三、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原因分析

导致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是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 15个典型垄断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烟草

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原料加工业;银行业;证券业;保

险业; 地质勘查业; 新闻出版业这 8个行业都属于行政垄断

行业, 其垄断壁垒完全是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设置的, 这类

行业具有不可突破的行业进入障碍。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铁路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

运输业;邮政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这 7个行业都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垄断性行业,这些行业的进入障碍一

部分是由本身的自然因素 (如首期投资规模巨大、存在大量

的沉淀资本等 )所生成的,但这些 /自然进入障碍 0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而变得容易突破, 因此, 一个国家为了保证这类

行业的规模经济的延续, 实现资源的所谓优化配置 ,常采用

行政手段来维持这些行业的独家经营或少数几家经营的局

面。不过, 近年来,国外发达国家开始对这类自然垄断性行

业实施放松管制, 引入竞争,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我国

政府对这类行业仍采用严格的政府管制, 采用政府审批制来

制造这类行业非常高的进入壁垒,以保证这类行业的独家国

有企业经营或极少数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所以

说,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实际上是行政垄断性行业 ,这也意

味着, 这 15个典型垄断性行业都是行政垄断性行业。

行政垄断对典型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的影响主要有四个

方面:

1.典型垄断行业源自行政垄断的高额垄断利润为其职

工收入提高创造了条件。经过近 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

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 这些行业除非有重

大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 否则就无法获得超额利润。

而这些典型垄断性行业由于长期以来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

它们构筑起了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从而保证了这类行业长

期以来能维持独家经营或极少数几家垄断经营,从而形成垄

断利润; 也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则是依靠行政命令垄断了相关

的重要资源, 从而保证高额垄断利润的长期存在。这些垄断

利润为这类行业职工高收入创造了条件。

2.典型垄断性行业在利益分配上有更强的向个人倾斜

的倾向。对于竞争性的行业, 由于其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

较大, 因此相对于国有经济来说, 它们的产权界定比较清晰,

在利益分配中 ,劳、资双方力量可以互相制衡 ,从而使得职工

工资增长的冲动得到有效抑制。而垄断行业则不同, 其行业

内部国有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而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 /所有者缺位 0的经济。即使现在有不少国有企业

进行了公司制度的改造,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以及

相关制度短缺 ,在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公司治理结构失

衡和 /内部人控制0现象。这样一来, 在利益分配中, 本应代

表 /资方0 (国家 )利益的单位法人, 往往不是从 /资方0利益

出发, 而是异化为 /劳方0 (职工 )利益代言人。 /内部人 0通

过与 /雇员0合谋, 尽量减少向所有者 (国家 )的上缴和企业

积累的份额, 增加向个人分配的份额, 甚至出现企业亏损而

职工工资收入反而增加的现象,比如中国邮政过去就存在这

种怪现象。加上行业内的所有制单一, 集中程度相对较高,

行业内几乎没有竞争压力,更加重了这一趋势。因此, 不但

效益好的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偏高,就连一些整体亏损的垄断

性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往往也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和全社会

的平均工资水平。

(三 )典型垄断性行业更容易转嫁因增加工资带来的成

本压力。高度竞争性行业的单个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

竞争形成的价格。因此, 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增加工资

带来的成本压力无法转嫁给市场, 而只能在企业内部消化。

所以, 职工工资能否上涨取决于企业的成本空间和内部消化

能力, 企业成本约束制约着职工工资的快速提高。而垄断性

行业则不同, 它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 而是在很

大程度上操纵市场。虽然, 政府对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

价格也采取审批或听证制度来管制,由于垄断企业作为一个

小的利益集团常常在与社会公众这个大利益集团博弈的过

程中, 常常能更容易说服政府、成功地 /俘虏0政府, 垄断产品

的价格确定与变动最后总是有利于这些垄断企业的, 这样垄

断企业能将增加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顺利转嫁到公众身上。

(四 )留存于垄断性行业的应属于国家所有的利润常被

滥用于单位福利。电信、金融、石油化工等垄断部门利用政

府手段制造的壁垒而能够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作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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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经济单位, 其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均应属于国

家 (全民的代理者 ), 但是, 我国当前的政策是国有企业所获

利润均不用上交政府, 而是留存于企业。这些留存于国企的

本属于国有资产的增值部分常常被一些企业采取各种手段

变为单位福利, 用于提高本单位职工收入和其他方面福利支

出。这不仅使应归国家所有的利润流失, 分配秩序紊乱, 而

且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四、解决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对策建议

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

趋势, 导致了社会不公平和机会的不均等, 必须采取措施解

决典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

(一 )逐步破除行政垄断, 创建行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行

政垄断是导致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因

此, 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带来的

负面问题, 就必须破除由政府行为所设置的行业垄断壁垒。

这就要求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消除不合理收入的体

制基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实行政企分开,打破政企合一、

官商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状态, 对垄断行业进行必要的分割,

削弱其垄断地位, 消除阻碍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制度 ,同时要

创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引入和扶植新的竞争实体, 建立

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格局, 逐步破除垄断行为, 缩小行业垄断

利润。实际上, 我国过去对电信业就作过相关的改革, 且效

果不错。

(二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监管。要想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消除行政垄断,完美解决垄断行业特别

是典型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采

取渐进改革方式来实现。首先要逐步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

企分开, 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运行机制和监管

体制, 使政府从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一方面, 放松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将自然垄断行业中的非自

然垄断业务剥离出来,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让更多厂商

参与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业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使是

自然垄断业务, 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拍卖, 使其具有一

定的竞争性, 通过竞争促进自然垄断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提

高;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依法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督,既

包括加强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等的管制, 也包括对垄断企业

经营目标和收入分配进行严格管制。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

共产品和服务价格方面, 实施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 ,维护消

费者的正当权益和社会公平公正。虽然世界各国在反垄断

过程中对自然垄断行业都 /网开一面0, 但资源性公共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高低, 涉及国家、公众和企业三方利益的分配,因

此这类产品价格的调整或管制,既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

和利用也要考虑民生民情。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防止

公共资源部门化或企业化。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必须贯彻

按要素分配原则;根据行业实际生产率确定垄断行业的管理

成本和工资增长率, 凡属于国有资产投资的收入, 用于维护

稀缺资源的收入,不能作为垄断企业收入分配的依据, 成为

垄断行业高工资和高福利的盛宴。

(三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宏观调控政策。第一, 理顺工

资管理体制, 整顿分配秩序。对行政垄断性极强的典型垄断

部门的职工工资收入, 应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 加强直接管

理, 工资总量继续由国家实行双重控制 ,即用工效挂钩等办

法控制应提效益工资,用工资指导线等办法控制实发工资水

平, 各部门不得自行出台增资政策。第二, 改革对高收入行

业的工资收入调控办法 ,从紧控制其收入增长。对继续实行

工效挂钩的行业,要建立科学的效益评价体系, 切实剔除国

家投资、垄断经营、特许经营和特殊政策带来的超额利润,同

时严格控制挂钩的浮动比例; 对不适合实行挂钩的行业, 由

政府根据其平均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工作责任、劳动条

件等因素, 参照竞争行业的工资水平, 直接以指令性的工资

指导线来确定其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第三 ,积极推行工资

指导线制度。政府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物

价水平、就业状况和平均工资收入等因素, 每年制定颁布工

资增长上线、基准线和下线, 指导行业和企业合理确定年度

工资增长比例。第四, 加强对非工资性收入的综合治理, 提

高收入透明度 ,要将工资以外的收入逐步纳入工资总额使职

工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

(四 )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加大对垄断暴利的整治力

度。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必然要求能够反映市场发展规律

的法律制度及时出台,从而保证市场经济能够在法制的轨道

上健康发展。时至今日, 我国虽出台了许多市场法规, 但是

保证市场参与者平等竞争的法规, 如 5反垄断法6、5反暴利

法6等,仍迟迟没有出台,反垄断、反暴利因此缺乏相应的法

律依据。这是造成垄断企业凭借其地位采取不正当手段获

取暴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出台 5反垄断法6、5反暴利

法6也是解决垄断行业特别是典型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一个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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