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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实证观察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实证观察，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否形成价格上涨，还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比重、劳动

生产率变化、供给者利润弹性和流通环节利润弹性等。 

 一层过滤，劳动力成本传导系数 

在其他情况不变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15%，农产品价格上涨4.1%，

工业品价格上涨 1.29%，服务价格上涨 3.12％，对物价综合影响约

2.98％。 

 二层过滤，劳动力生产率增长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按农业总产出增长速度保守预计，可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

的 1/3。经过二层过滤后，劳动力成本上升 15%对物价的影响可下降

到 2.0％。 

 三层过滤，供给者利润弹性 

在供给者利润率被挤压而下降 15%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 15%

对物价影响可进一步下降到 1.78％。 

 四层过滤，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影响 

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影响价格传导。如果流通环节利润率被挤压，物流

成本下降 15％，劳动力成本上升 15%对物价的影响可进一步降低至

0.89%。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中值约1.94% 

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年劳动力成本上升 15%，CPI 上涨中值约 1.94%。

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 15%而 CPI 幅度高于 1.94%，则 CPI 变化可能是

由货币、需求、其他成本推动或预期等因素造成的。当前形势下，不

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表：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的关系 

  人工成本涨幅 
10% 15% 20% 

成本构成   

一层过滤：劳动力成本比重 1.99 2.98 3.96 

二层过滤：劳动生产率提高 1.33 1.99 2.64 

三层过滤：供给者利润弹性 1.19 1.78 2.37 

四层过滤：流通环节利润弹性 0.59 0.89 1.18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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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静态测算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15%，我国CPI上涨2.98%；经劳动生产率提高、

市场竞争供给者利润弹性和流通环节利润弹性三层因素的过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

影响将低于2.98%，极限值可达0.89％。当前形势下，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

价的影响。 

一、劳动力成本与物价的四层过滤模型 

实证观察，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上升

能否形成价格上涨，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变化、供给者利润弹性和流通环节利润弹性等。 

（一）实证观察我国劳动力成本与物价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1985-1989年和1992-199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均超过劳动力成本平均增速，

单位产品劳动成本持续下降，但物价持续上涨；1998-2002 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显著

低于劳动力成本平均增速，单位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但物价持续下跌。可见，我国劳动力

成本与物价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表 1：1979 年以来各时期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 

  
平均工资年均增长(%)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平均工资年均增长(%) 
CPI 年均上

涨(%) 
名义 实际 名义 实际 名义 实际 

1979-2009 13.7 7.3 13.3  7.6  -0.4  0.3  5.5 

1985-1989 14.7 1.7 15.5  6.8  0.8  5.1  11.9 

1992-1996 21.6 5.8 25.4  11.3  3.8  5.5  13.9 

1998-2009 14.5 12.3 11.9  8.8  -2.6  -3.5  1.3 

1998-2002 13.9 12.4 7.6  7.1  -6.3  -5.3  -0.4 

2003-2009 14.8 12.2 15.1  10.1  0.3  -2.1  2.6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图 1： 1978 年以来各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的关系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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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平均增速均高于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品劳动成本持续

上升，但物价也并不总是上涨的，2005 年和 2006 年持续两年回落，2009 年甚至是下跌。

可见，从年度考察，我国劳动力成本与物价也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图 2： 2003 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的关系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二）劳动力成本与物价的四层过滤模型 

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过劳动力成本比重变化、劳动生产率变化、供给者市场竞争和流通

环节利润弹性变化四层过滤，才传导到最终价格。名义工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产品价格上

涨。 

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下降，价格上

涨压力就不大。如，近年来我国汽车、计算机和部分家电产品价格不仅没有上涨，还有较

大幅度的下跌。 

图 3：劳动力成本与物价的四层过滤模型 

 

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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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供给者市场竞争程度也是影响产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完全竞争市场，如

我国大多数农产品市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利润率低，利润弹性大，价格不易上涨。相

反，如果市场存在一定的垄断因素，如我国大部分公共产品市场，利润率高，利润弹性小，

成本上升会很容易传导到下游价格。 

还有，流通环节利润弹性也会影响产品价格。如我国蔬菜市场，流通环节利润刚性往

往使零售菜价高出批发价数倍，又如我国汽油市场，相同的原油价格和生产技术，我国成

品油价格比美国高出不少，其中原因就是流通环节利润弹性较小，利润刚性强。 

二、一层过滤，劳动力成本传导系数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而只考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成本在不同产

品成本中的比重不同，而对产品成本具有不同的影响。测算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

的传导系数约 20％。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食品价格的传导系数约 27％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在生产种植环节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幅

度及其占种植（养殖）成本的比重。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约 41％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2002-2007年全国三种粮食每亩人工成本

比重平均为40.8%，2007年为39.9%，全国二种油料2002-2007年每亩人工成本比重平均为

49.2%，2007年为48.3%， 

以三种粮食每亩人工成本比重40%计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成本上涨

15%，粮食种植成本上升6%。以二种油料每亩人工成本比重50%计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人工成本上涨15%，粮食种植成本上升7.5%。 

按2002-2009年粮食与油料种植面积平均比例88.5:11.5计算，人工成本上涨15%，粮食

和油料种植成本上涨6.17%。 

表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粮食（含二种油料）价格的影响（％） 

  
人 工 成 本

涨幅 
0 5% 10% 15% 20% 25% 

成本构成   

种植成本 100 102.06  104.12  106.17  108.23  110.29  

人工 41.15  43.21  45.27  47.32  49.38  51.44  

物质与服务费用 58.85 58.85 58.85 58.85 58.85 58.85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宏观研究/深度报告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宏观研究报告 6 

图 4：粮食（含油料）价格涨幅低于人工成本上升幅度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的传导系数约 40％ 

我国人工成本占蔬菜种植成本的4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成本上涨10%、

20%和30%，蔬菜价格分别上涨4%、8%和12%。 

表 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人工成本涨幅 
0 10% 20% 30% 50% 

成本构成   

种植成本 100 104 108 112 120 

人工 40 44 48 52 60 

其他 60 60 60 60 60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图 5：菜价涨幅大幅低于人工成本上升幅度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在蔬菜生产种植环节，当前大部分仍局限在家庭种植上，规模种植很少，外雇劳动力

只在农忙时节，平时绝大多数是自我雇佣。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的影响并不

是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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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肉类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 10％ 

据统计，2008年，全国每头生猪总成本为1290.18元（规模户1263.88元，散养户1316.17

元），其中：物质成本与服务费用1160.45元，占总成本的89.9%（规模户1192.13元，占94.3%；

散养户1128.68元，占85.8%）；人工成本128.59元，占9.97%（规模户69.83元，占5.53%；

散养户187.13元，占14.2%）。 

据农业部2008年调查《每只鸡农民获利1.1 元，其他环节获利近6 元》；一只鸡养殖

成本24.74元，其中人工费0.73元，鸡苗、饲料、防疫、煤电等直接费用23.56元，鸡舍折

旧和维修等间接费用0.44元，土地费用0.01元。人工费比重仅有2.95%，不足3%。这样，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肉鸡养殖成本的影响远低于生猪。 

因此，我们取人工成本占猪禽养殖成本比重10%计算，人工成本每上涨10%，猪禽成

本上升1%。 

表 4：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猪禽价格的影响（％） 

  
人 工 成 本

涨幅 
0 10% 15% 20% 25% 30% 

成本构成   

养殖成本 100 101.0  101.5  102.0  102.5  103.0  

人工 10 11.0  11.5  12.0  12.5  13.0  

物质与服务费用 90 90 90 90 90 90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图 6：肉禽养殖成本涨幅大幅低于人工成本上升幅度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其他肉类养殖如牛、羊等的养殖，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也较低，一般不超过生猪养殖

成本的10%，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肉禽蛋奶价格的影响不大。 

4、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食品价格的传导系数约 27％ 

将粮食、肉类和蔬菜价格加权平均，得到劳动力成本每上升 10％，食品价格上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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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食品产品价格的影响 

  
人工成本涨

幅 权数 10% 15% 20% 25% 30% 

成本构成   

食品   100 2.73  4.10  5.47  6.84  8.20  

粮食 33.5 4.12  6.17  8.23  10.29  12.35  

肉类 43.5 1.0  1.5  2.0  2.5  3.0  

蔬菜 23.0  4.0  6.0  8.0  10.0  12.0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 10％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工业品价格影响小 

从 2007 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间使用部分)数据看，劳动者报酬在工业品成本构

成中的比重非常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业的比重为 8.6%，资本密集型的炼焦和石化

业的比重仅为 5.5%。 

表 6：劳动力成本在工业品成本构成中的比重低 

  
食品、饮

料、烟草 

纺织、服装、

皮革 

其他制

造业 

电力、热力

及水 

炼焦、燃气及石

油加工 

化学

工业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金属

产品 

机械

设备 

中间投入 75.6  79.3  69.2  71.4  82.1  79.7  72.5  80.2  80.8  

增加值 24.4  20.7  30.8  28.6  17.9  20.3  27.5  19.8  19.2  

 劳动者报酬 7.4  8.6  8.3  7.2  5.4  6.1  9.6  5.5  6.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民生证券研究所 

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 10%，工业制成品的出厂价格上涨幅度均不超过 1%，最高的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约 0.96%，纺织服装业上涨约 0.86%，炼焦和石化业上涨 0.54%。 

表 7：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纺织服装业产品价格影响小 

  人工成本涨幅 
0 5% 10% 15% 20% 25% 30% 

成本构成   

纺织服装业成本 100 100.43  100.86  101.29  101.72  102.15  102.58  

人工 8.6 9.0  9.5  9.9  10.3  10.8  11.2  

除人工外的其他 91.4 91.4 91.4 91.4 91.4 91.4 91.4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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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纺织服装业产品价格涨幅大幅低于人工成本上升幅度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的传导系数约 21％ 

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影响较小 

从 2007 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的数据看，竞争性服务业如建筑、运输、商业、餐饮、

住宿等劳动者报酬在成本构成中比重较低，一般在 15%以下，金融业因薪酬较高，比重达

17.9%；非竞争性行业如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行业比重更高，为 32.9%。 

表 8：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产品成本构成中的比重低 

  建筑业 
运输、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 

批发零售贸易、

住宿和餐饮 

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 
金融 其他服务 

中间投入 76.9  50.5  47.5  39.3  31.1  51.1  

增加值 23.1  49.5  52.5  60.7  68.9  48.9  

劳动者报酬 11.8  12.2  13.1  10.0  17.9  3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民生证券研究所 

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 10%，除其他服务业服务价格上涨幅度达到 3.3%外，其他第三

产业服务品价格上涨幅度均不超过 2%。 

表 9：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的影响 

 
建筑业 

运输、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 

批发零售贸易、

住宿和餐饮 

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 
金融 其他服务 

劳动者报酬比重 11.8  12.2  13.1  10.0  17.9  32.9  

劳动力成本上升 
      

10% 101.2  101.2  101.3  101.0  101.8  103.3  

15% 101.8  101.8  102.0  101.5  102.7  104.9  

20% 102.4  102.4  102.6  102.0  103.6  106.6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2、服务价格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幅度较低 

按照 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各行业就业人数权数，计算出以上服务业成本构成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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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报酬比重平均为 20.8%。 

表 10：服务业劳动者报酬比重 

行业 就业人员(万人) 比重(%) 劳动者报酬行业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全部的比重(%) 

建筑业 2792.6 13 11.8 1.5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01.5 3.7 12.2 0.4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38.6 1.1 12.2 0.13  

批发和零售业 1382.5 6.4 13.1 0.84  

住宿和餐饮业 429.3 2 13.1 0.26  

金融业 374.7 1.7 17.9 0.30  

房地产业 396.3 1.8 10.0 0.1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48.3 2.1 10.0 0.2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 
326.4 1.5 32.9 0.4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4.0 0.9 32.9 0.3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36.1 0.6 32.9 0.20  

教育 1521.8 7.1 32.9 2.34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 
550.1 2.6 32.9 0.8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47.4 0.7 32.9 0.23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925.2 9.0 32.9 2.96  

合计 11654.8 54.2 20.8  11.28 

资源来源：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中国统计年鉴 2010》 

这样，劳动力成本上升 15%，服务价格上涨 3.12%。 

表 1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的影响 

  人工成本涨幅 
0 5% 10% 15% 20% 25% 30% 

成本构成   

服务业成本 100 101.04  102.08  103.12  104.16  105.20  106.24  

人工 20.8 21.8  22.9  23.9  25.0  26.0  27.0  

除人工外的其他 79.2 79.2 79.2 79.2 79.2 79.2 79.2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图 8：服务业成本涨幅低于人工成本上升幅度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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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传导系数约 20％ 

经测算，在其他情况不变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 10％、15％和 20％，我国 CPI 将

分别上涨 1.99、2.98 和 3.98 个百分点。  

表 12：我国 CPI 预测情景模拟 
 

人工成本涨幅 
权数 5% 10% 15% 20% 25% 30% 

价格项目   

CPI 
 

100 0.99  1.99  2.98  3.98  4.97  5.97  

食品 
 

32.7 1.37  2.73  4.10  5.47  6.84  8.20  

工业品 25.0  0.43  0.86  1.29  1.72  2.15  2.58  

服务 42.3 1.04 2.08 3.12 4.16 5.20 6.24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三、二层过滤，劳动生产率提高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价
格约 1/3 的影响 

（一）劳动用工有较大的节省空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保平的研究，在稻谷种植成本上，我国劳动力使用数量有

很大的节约空间，每亩用工量，从1978年的28.6个，减少为1997年的13.5个，减少了52.8％；

只是劳动日工价由0.8元升为10元，才使得用工作价上升。 

又如，2010年江苏小麦生产成本构成为，物质与服务费用316.84元，占74.18%，人工

成本110.27元，占25.82%。缘于免耕技术和机械化作业，江苏小麦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由

2001年的78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27元，占比呈下降趋势。 

2003年后，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持续增长，但就业人数持续减少，8年累

计减少8100多万人，2010年比2002年减少22％。可见劳动用工有很大的节约空间。 

图 9：2003 年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民生证券研究所 

（二）劳动生产率提高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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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品劳动成本持续下降，可以在相当程度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

对价格的影响。2007－2010年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算术平均）均为7.7％，

第三产业平均为8.4％，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15％，则超过50％的劳动力成本对物价的影

响就会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抑制。 

即在只考虑劳动力成本比重、不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劳动力成本上升15％对物价

的影响为2.98％，在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格影响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

影响不超过1.5％。 

以第一产业总产出增长衡量，抑制约1/3的物价上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建

立在就业人数持续减少的基础上的，总产出增长并不快。因此，应该以农产品产出增长速

度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2007-2009年三年农林牧渔业总

产出平均增长速度约4.7%，相当于劳动力成本上升15%的1/3，在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对

价格影响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不超过2.0％。 

四、三层过滤，供给者利润弹性影响 

（一）过度竞争抑制工业品供给者利润空间 

我国制造业产品价格受产能过剩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众多，

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即使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也绝大多数是小企业。但大中型企业与

小企业相比，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人均营业收入并无多大差异。这就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产

品具有利润弹性大、价格弹性低的特点，即使制造业产品价格出现微小上涨，众多企业短

期内供给大量增加也会使价格降下来。 

这就不难理解，自 2002 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但家电、计算机、纺织服

装、汽车、食品、家具等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计算机、汽车和家电产品价格还有所下跌。 

图 10：2009 年大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非常接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民生证券研究所 

（二）农业补贴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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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库存是抑制粮食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04年起，国家连年稳步提高粮食最低

收购价格。目前我国粮食近40%的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国际公认17%-18%的警戒线。2008

年世界粮食危机的时候，国际粮价约是国内粮价的2倍；2010年，国内外粮食市场价格形

势与2008年情形相反，我国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价格普遍高于国际粮价，降低了国

际涨价传导到国内的可能。 

图 11：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所 

农业补贴抑制粮价上涨。2004年起，我国相继取消了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等

“四税”及各种附加，每年全国农民减负约1250亿元；逐步推行直补、良种等补贴政策，

力度逐年加大。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四项补贴1230.8亿元，水稻、小麦、玉米、棉花良

种补贴实现全覆盖。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农民的四项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

良种补贴、农机具购臵补贴）支出1334.9亿元，比2010年预算增长12.8%。农业补贴已成

为农民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可部分抵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价格的冲击，抑制农产品价格

上涨。 

（三）利润率被挤压下降 15%劳动力成本上升 15%对物价影响降

至 1.78% 

根据 2007 年投入产出表，各产业（行业）平均营业盈余比重（利润率）为 9.8％，邮

政业为－6.6％，农林牧渔业为 0，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 0.02％，燃气 2.33%，供水 2.63%，

废品废料最高为 78.7％，金融业次之为 42.3％，再次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7.5％。 

如果是过度竞争行业，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为保住市场份

额，产品价格难以上涨，只能挤压利润，利润率下降 10％－20％是可能的。 

2007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总产出）比重为 13.44％，如果供给者利润率

下降 15%，即利润率到 8.33%，相当于劳动者报酬比重下调 10.9％，可以抑制约 10.9％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价格的影响。 

因此，考虑供给者利润弹性后，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 15％，物价涨幅最低可以达到

1.78％。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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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层过滤，流通环节利润弹性 

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各产业（行业）平均广义税率为4.7％，其中批发零售业最

高，为14.6％，房地产业（12.8％）、石油开采业（12.3％）、和金融业（7.8％）较高，制

造业基本位于平均水平，农业较低，仅有0.98%。 

批发和零售业一般纳税人税率是17%，小规模纳税人是销售收入的3%。在农产品批

发零售业，大量的是小商贩，流通环节费用高，利润刚性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影响不及流通环节 

蔬菜价格“贵”在流通环节。调查显示，菜农得到的地头收购价仅为零售价的20%―30%

左右，批发价则约为零售价的一半，终端零售是获利最大的流通环节。 

在种植成本、批发和零售占最终价格的30%、20%、50%的情况下，如果省去批发环

节，则菜价将会下跌20%。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影响不及流通环节。 

表 1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人工成本涨幅 
0 10% 20% 30% 10% 20% 30% 

成本构成   

种植成本 30 31.2 32.4 33.6 31.2 32.4 33.6 

批发 20 20.8 21.6 22.4 0 0 0 

零售 50 52 54 56 52 54 56 

最终价格 100 104 108 112 83.2 86.4 89.6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所 

（二）物流成本高昂，下降空间大 

中国收费路段和车辆通行费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14万公里，其

中10万公里在中国，约占70%。而在美国，总里程为9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中，只有8 .8%

为收费路段。据世界银行2007年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GDP比

例超过2%，居世界首位。在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中，二级收费公路里程和收费站(点)均占

总量的60%左右 

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耿书海在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指出，中国各种

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应大幅降低。 

（三）物流成本降低 10％相当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价格影响的 1/3  

据发改委网站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为7万亿元，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GDP的比率2005年的18.3%，2010年为18%左右。如果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

至发达国家10%的水平，则可节省物流成本31000亿元。 

如果物流费用降低10％，约0.7万亿元，约相当于2010年劳动者报酬增加的1/3。这就

意味着，如果物流成本下降10％，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可进一步降低到1.19％。

如果物流成本下降20％，达到占新增GDP的15％左右，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可进

一步降低到0.59%左右。 

目前，农林牧渔业和许多制造业行业生产环节完全竞争，利润率低且弹性很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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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反而积聚了较大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

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对抑制蔬菜价格上涨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另外，我

国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远高于其他国家，集贸市场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也持续上涨，

都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1月19日召开的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透露，交通部正在

研究公路收费标准和体系，现行收费公路最高收费年限的30年标准可能会延长，同时收费

的标准将下降。我们认为流通环节利润率下降，物流成本下降15%，进一步抑制劳动力成

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是可能的。流通环节成本下降15%，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15%对CPI

的影响进一步降低到0.89%。 

六、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中值约 1.94%  

综上所述，每年劳动力成本上升15%对物价的影响在0.89%-2.98%之间，具体取决于

劳动生产率变化、行业竞争和流通环节利润弹性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物价的影响越小。过度竞争行业，企业利润弹性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较

小；垄断性行业，企业利润刚性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影响较大。流通环节利润弹性

大则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较小，流通环节利润刚性大则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

影响较大。 

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年劳动力成本上升15%，CPI上涨中值约1.94%。如果劳动力成本

上升15%而CPI幅度高于1.94%，则CPI变化可能是由货币、需求、其他成本推动或预期等

因素造成的。 

在当前形势下，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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