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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建设交通强国是党的十

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1年 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提

出：“交通运输发展有效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生产力布局优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服务性作用，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高

铁里程已突破 3万公里，建设与运营规模已居世界

第一，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重

要支撑。那么，高铁大面积开通后带来最直接的经

济效应是什么呢？取得了哪些成效？率先探索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其中发展铁路交通是必经

之路。本文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高铁在推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成效的微观量化方式，

实证分析为有效发展铁路交通，推动城市规划和建

设提供建议支持和理论支撑。

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绩效一直是学界研究的

重要课题。比如，彭小辉和王静怡（2019）利用宏观层

面的数据研究了高铁网络带来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张梦婷等（2018）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考

察了高铁带来的企业综合效率的提高。崔琳昊等

（2021）以“人才—岗位”匹配的供需两侧为视角，发

现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和市场规模扩大

两条途径提高城市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陈九生

（2023）提出，高速铁路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具有

多维性，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通过产业集聚所体现

出来的中介效应。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研究劳

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王雄元和黄玉

菁（2017）利用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

整体上增加了职工收入份额，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

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

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龚星宇和余进

韬，2023）。赵春明等（2023）则认为，数字化对于劳动

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

此外，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郭凯明，2019）、服务业开放（盛斌和

朱鹏洲，2023）、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杜延庆，2021）

角度给出了影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

的一些解释。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与现有研究关注制造

业对外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本文发现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人力资本

价值实现，为高铁带来的人才“溢出效应”和“虹吸效

应”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两

者之间的传导作用机制。有别于现有研究，本文采用

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更精确地评估了不同

地区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二、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

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高铁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人员流动

性，也提高了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

更加广泛地流动和配置，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十二五”规划开始，规

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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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明确了要积极推进高铁建设，且提出要建成“四纵

四横”客运专线，并突出了加快高速铁路成网这一重

点。到“十四五”时期，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构建快速网，基本贯通“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5.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

业里程 4.2万公里。新时代十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增长 58.6%、高铁里程增长 351.4%，建成世界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铁路网。高铁的开通带来了明

显的时空压缩效应，提升了区域可达性和地区之间

的产业转移，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更加广

泛的流动和配置，弱化了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不仅

促进了居民就业，高铁建设水平也通过推拉力因素

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二）理论分析

高铁投入运营以来，促进了时空压缩，全民出

行效率和舒适度得到提升，各项生产要素在城市之

间加速流动。其中，人力资本要素集聚迅速，导致人

力资本价值攀升。人力资本价值是指员工所具备的

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等方面的资本，也指企业维

护人力资本再生产所必要花费的一切费用。教育是

人力资本概念的关键特征，本文选择以员工学历测

度人力资本价值。罗长远和陈琳（2012）认为，企业倾

向于减少劳动雇用或降低工资水平，从而对劳动收

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的，高铁开通会促使企

业调整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比例，从而提高普通

职工工资，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已有研究

也表明，个体教育回报率随着教育水平升高而呈递

增趋势（Chen和 Hamori，2019）。王娟和王毅（2016）

提出，拥有高学历员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企业

员工学历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企业创新绩效越

高。如果员工整体学历提高，即自身专业技能提升，

企业为了维护人力资本的能动性必然要向人力资本

进行一定比例的支付倾斜，从而通过人力资本结构

升级提升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郭健等，2023）。

另外，本文选择以公式分解的方式探究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影响渠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进一

步分解为企业劳动报酬总额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或

企业人均工资水平在企业人均营业收入中的占比。

企业劳动报酬总额、企业人均工资水平以及营业收

入、企业人均营业收入不同程度的提升或下降均可

能成为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影响机制。高

铁开通能够降低要素流动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促进

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企业或行业生产效率，进而

推动企业劳动报酬总额和企业人均工资水平的增

长。董艳梅和朱英明（2016）已证明高铁建设对高铁

城市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

本文将从企业劳动报酬总额、营业收入、企业人均工

资水平、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四方面展开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三、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

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关键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样本为 2007-2021

年所有 A股上市公司，高铁相关数据来自中国铁路

总公司、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铁道年鉴》发布的公

开数据并进行手工整理，员工学历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本文

对研究样本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及房地产企

业样本；（2）剔除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或小于 0的异

常值；（3）删除样本期间经营异常样本；（4）对连续变

量在前后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减少极端值影响）。

1.被解释变量。（1）劳动收入份额：借鉴白重恩

和钱震杰（2010）、方军雄（2011）等研究，将劳动收入

份额定义为企业员工支付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并

进行 Logistic 对数转换。借鉴方军雄(2011）的研

究，工业增加值计算公式为：工业增加值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员工支付 +固定资产折旧。

（2）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分项员工工资水平，计

算公式为(方军雄,2011）：员工工资水平 =（本年度

应付职工薪酬 -上一年度应付职工薪酬＋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员工人数。

2.解释变量。高铁开通（HSR）为虚拟变量，如果

企业所在地区当年属于高铁开通区，则 HSR取值为

1，否则为 0。

3.中介变量。员工学历（master）：员工受教育年

限，本文选用超高学历员工比例，即研究生及以上员

工 占 比 作 为 中 介 变 量 ； 员 工 学 历 增 长 率

（mastergrowth）：历年员工学历差分。

4.控制变量。借鉴以往文献的做法，本文控制

了以下企业特征变量：（1）企业规模（lsize），由资产

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2）资产负债率（lev），由企业

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相比得出；（3）盈利能力（roa），

为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4）企业年龄（lage），由企业成

立年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5）公司成长性

（growth），具体为企业总资产变动率；（6）独立董事占

比（indepedence），用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

衡量；（7）董事会规模（lboard），用董事会人数加 1

并取对数衡量；（8）股权集中度（top1），为最大股东

持股占比。

（二）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多时点 DID的估计方法，识别高铁开

通对于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模型构建

如下：

其中，LLIS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i企业 t年份的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HSR jt是用来替代常用交互项的

一个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处理变量，用于测度该企

业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表示企业所在地 j 在 t年
份是否开通高铁；CV it代表所有控制变量的集合；滋i

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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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固定效应；姿t为年份固定效应，兹j为行业固定

效应，酌c为省份固定效应，着it为随机干扰项。

四、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经过极端值修正后的统计结果表明（详见表 1）：

从劳动收入份额来看，中值水平在 -1.338（取对数前

为 28.97%），说明整体上占比不高，资本收入仍占据

较大份额。高铁开通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值水平为

0.633，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已在样本时段

开通高铁或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在高铁已开通地区设

立公司。工资水平最大值、最小值相差约为 3.2，中

位水平为 11.52。由此可知，其差距和离散程度较

小。硕士人员占比（员工学历）最大值、最小值的差距

超过 80%，且员工学历增长率最小值为 -57.2%，最大

值为 81.79%，中位数为 13.1%。这说明样本上市公司

中员工学历差距较大，大多数公司员工学历在样本

时间段内得到提升。

（二）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按照已有文献将政策实施时

期缩尾为 13期，并将政策执行前 1期作为基期。与
基期相比，处理组企业相较于控制组的劳动收入份

额变化，结果如图 1所示。上市企业所在地区高铁开

通之前，相较于参照期，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相对时间

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政策执行前，企业所在

地区为高铁开通和未开通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趋势一样，处理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

势假设。高铁开通初期，处理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显著高于参照组，然后逐步增强。在政策时点之后，

高铁开通后对所在地区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

效应持续增长。总体来说，高铁开通使所在地区上市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约 14%。

进一步从动态效应来看，在政策实施后当年，

试点政策短暂产生效应但还未稳定，试点政策推行

1年后，高铁开通政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不断

提升，表明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提升，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样

本上市公司根据选择的混杂因素进行匹配，此处选

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企业年龄、公司

成长性、独立董事占比、董事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等

作为特征变量进行近邻匹配。通过让处理组和对照

组的控制变量尽量相似来达到控制这些偏差的目

的，得到类似随机对照研究的效果。从图 2可看出，

匹配以后，满足严格意义上的平衡性检验条件，即%

bias的绝对值应小于 10%的要求。

3.基准回归及截面 PSM-DID结果。基准回归结

果如表 2所示，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这

表明高铁开通有助于所在地区企业提高劳动收入份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图 3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分布情况

图 2 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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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使用频数加权回归后，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条件

下，高铁开通对所在地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的影响为 7.09%，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高铁开通

在五个回归中均显著为正，且第（3）-（5）列 HSR系数

值大小与第（2）列相差不大，这说明在考虑选择偏

差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只要样本的

权重不为空，就代表该样本参与了匹配，可以将

这些样本代入到 DID 回归模型中进行参数估计，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准回归中存在的选择偏差问

题，还可以进一步与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比较以检验

其稳健性（第（3）列）。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

的研究，直接选择满足共同支撑假说的样本代入到

DID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如第（4）列。无论是使用

权重不为空的样本还是使用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

样本进行回归，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被

匹配的控制组样本可能作为多个处理组样本的匹

配对象，因此不同权重的控制组样本在总体的控制

组样本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一样的。权重越大，说

明被匹配上的次数越多，参与回归时越应该被重视。

因此，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权重来复制控制组中

被匹配上的样本，也就是所谓的频数加权回归（第

（5）列）。

4.更换被解释变量。现金流量表是与货币资金

相关的项目，不计入与货币资金不相关的部分。考

虑到企业除去以现金支付的部分，受到企业经营状

况和员工福利的影响，企业根据当年实际支付给员

工的工资金额，应付职工薪

酬会在往来账款中产生贷方

影响，其中包括离退休人员

的各项费用和支付给在建工

程人员的工资等。所以，以加

入应付职工薪酬贷方发生额

部分的方式更为谨慎地重

新测度被解释变量，并加入

剔除高管薪酬的普通员工

收入份额和董监高收入份

额作进一步分析。借鉴方军雄（2011）的研究，计

算公式如下所示：

（1）企业员工支付加入应付职工薪酬贷方发生

额部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NLIS）=（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 -期

初应付职工薪酬）/（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劳

动收入 +固定资产折旧）

（2）普通员工收入份额：普通员工收入份额

（LOLIS）=（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 -期初应付职工薪酬 -高管

薪酬总额）/（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固定资产折旧）

（3）董监高收入份额：董监高收入份额（LRLIS）

=高管薪酬总额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支

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固定资产折旧）

更换被解释变量为加入应付职工薪酬贷方发

生额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普通员工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和董监高收入份额后，虚拟变量系数分别

为 0.064、0.063 和 0.090（详见表 3），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模型稳健。

5.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设定各地区高铁开通

的实施时间和随机选择高铁开通地区两个方法随机

构造实验组，并模拟测试 500次。前文显著结论的潜

在威胁包括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是由于其他随机因

素而非政策导致的，重复随机实验结果回归系数在

表 2 基准回归及截面 PSM-DID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稳健性检验

图 4 核密度图（随机抽取实验组、对照组） 图 5 核密度图（随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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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附近，达成此实验排除其他随机变量造成的经

济后果的目的（详见图 4、图 5）。

五、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

机制分析
1.机制分析。选取人力资本价值为中介变量进

行机制分析，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大多为高学

历员工，为长期稳定持有这种“高学历员工”人力资

本，与从事重复性工作的普通劳动力相比，企业需要

付出更高的成本。高铁开通后，所在地区企业硕士学

历员工占比（master）增加 128.9%，硕士学历员工增

幅增速（mastergrowth）达到 7.6%。根据表 4，高铁开

通对所在地区企业硕士学历员工占比（master）及硕

士学历员工增幅增速（mastergrowth）的拟合系数均

为正向显著，验证了高铁开通为人力资本增值带来

的积极影响。肖吴（2020）、肖土盛等（2022）则对提高

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给出了解

释。因此，借鉴江艇（2022）的研究，本文只进行中介

效应三步法的前两步。

2.劳动收入份额因式分解。依据欧拉方程分解，

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由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可

进一步分解为企业劳动报酬总额 /营业收入。根据

表 5回归结果表明：作为分子的工资水平、人均工资

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分别为

11.1%和 9.4%；作为分母的营业收入、人均营业收入

作为被解释变量，系数都不显著，特别是人均营业收

入不升反降，此时的人力成本增长速度超过了企业

业绩增长速度。所以，高铁开通对所在地区上市企业

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渠道只能是通过分子（工

资水平）来实现，进一步佐证了高铁开通带来的人力

资本价值提升影响。

六、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

异质性分析
企业所处地区（东、中、西部）及企业规模（大、

中、小型企业）是引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或减少

程度的干扰因素，那么，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可能会在规模不同或所处地区不同的

企业中有所差异。经以上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够

促进区域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但影响存在

着非均衡效应。

（一）地区异质性

表 6表明：东部地区所在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

份额受益于高铁开通最甚，约为 9.7%；中、西部地区

则影响不显著，推测其由于受原发自然地理环境及

经济基础影响，天然的地理可达性差，因此劳动力流

通受高铁开通影响微小。

（二）企业规模异质性

根据员工人数，将样本数据分成大型企业、中

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三组。大型企业和小型由于其规

模过大或过小，对于高铁开通带来的劳资水平变化

难以做出及时、实时调整，受到地区层面外部冲击政

策的影响弱于中型企业。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

述理论分析，由表 7可以看出：高铁开通对于大、小

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6.8%和 6.5%；而高铁开通对于

中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则为 11.5%，说

明高铁开通对于中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影响

大于对大型和小型企业。

表 4 人力资本价值机制分析

表 5 因式分解机制分析

表 6 地区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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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选取我国 2007-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

据，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所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存在正向显著且持续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企

业规模上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中型企业中表现更

明显；高铁开通对企业带来不可忽视的外部冲击作

用，进而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劳资待遇，影响企

业内部收入分配。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如下

建议：

1.推进资源配置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应

注重改善企业要素报酬分配，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

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完善

分配制度才能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更好

发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在我国，中小企

业对于就业岗位和税收的贡献是建设高质量共同富

裕社会的重要保障。大力支持创办中小企业，增强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破除隐性的社会经济壁垒，确

保生产要素得以在良性市场运作机制下自由流动，

让各地共享发展成果，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初次分配”阶段的和谐优化。

2.科学规划高铁线路，完善网络，优化车次。我

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体现了国家实力，提升了民生福

祉，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缓解了信

息不对称情况，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高铁已

逐渐成为中国基建水平的一大名片，通过科技研发

和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科学规划高铁路线有助于改

善和解决区域间的人力资源错配问题，高铁网络建

设加快信息与人力资本要素流动，改变了社会经济

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打造未来国内高速铁路“八

横八纵”的格局，需综合考虑时间距离、速度安全、质

量规模和盈利成本问题，优化线路布局，减少重复建

设，深入研究部分超前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具备

条件时可纳入规划。同时，科学利用大数据为高铁的

运营管理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减少人为错误因

素，提高运行效率。

3.注重沿线生态防治，设施服务合作共享。只

有良好的高铁沿线生态环境蕴含的经济价值，才能

够为沿线城市经济繁荣和居民持续增收奠定基础。

随着高铁建设向纵深发展，客流、资金流、信息流不

断传递和增强使得经济效益显著，但对于生态和安

全的要求愈高，高铁深入山脉河流、穿越城市城区甚

至不减速穿越机场的技术空白亟待填补。如何在不

打破生态屏障的前提下，提出满足沿线经济发展、运

营安全的线路方案，需要深化环保理念和加大科研

投入，按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以节能减排、

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进行高铁沿线生态建设。例如，

隧道口网格化种草对山坡进行复绿、处理污水废水

充分循环利用、采用先进工艺工装提高施工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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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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