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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一轮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强国战略与国家大数据战略的

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

合，促使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当前，

我国处于已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1]，不仅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

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

领和创造新需求”，而且要以共同富裕为方向，“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人工智能作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引领

者，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语音识别、搜索引擎、计

算机软件等领域，不仅有效推动了创新在各领域的

应用，还对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替代效应

与创造效应，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更为深刻的

影响。

当前，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势必会对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人工智能

将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何种影响，其内在作用机

制是什么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 2005-
2018年中国 287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深

入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

基于人工智能可能通过替代劳动力进而引起就

业极化和收入极化的担忧，大量学者针对人工智能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研究，但已有结论存在争

议。当前，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2个方面。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人工智能将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导致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由于人工智能的相关机器设备

将取代先前由人工执行的工作，实现自动化生产，在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

与就业率，造成劳动密集度下降，致使工人工资与其

单位产出不相关，进而使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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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也随之下降[24]。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

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能够通过就业技能结构高级

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化2个渠道来降低劳动收入份

额，对西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区以及高劳动收入份额

的抑制作用更大(钞小静等，2021)[5]。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超过对工资的提升作

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惠炜等，2020)[6]。人工智

能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生产效率，这有利

于提高资本收入，进而推进新一轮资本积累的实现，

因此，布莱恩杰尔夫森(Brynjolfsson，2014)[7]认为，人

工智能能提高资本收入份额，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

额。程虹等(2021)基于中国企业综合调查数据研究

发现，使用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未能实现同步提

升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8]。而余玲

铮等(2019)利用广东省企业调查数据发现，机器人的

使用会同时推动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

前者增长幅度小于后者，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9]。

由于资本通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更多的劳动力依

旧依靠提供劳动获取收益，人工智能为资本带来的

积极效应只有少数人受益，因此，人工智能对劳动和

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带来的异质性不利于要素间收入

的公平分配(江永红等，2021)[10]。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就业创

造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相较于不使用信

息技术的企业，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更高。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够提高增加值，

更能大幅提高平均劳动报酬，致使初次分配更加偏

向劳动(申广军等，2018)[11]。金陈飞等(2021)利用浙

江省“机器换人”分行业试点企业名单的微观企业面

板数据与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研究发现，人工

智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尤其对劳动密

集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 [12]。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

展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滞后于工资，使得劳动

收入份额提升。布莱恩杰尔夫森(Brynjolfsson，2017)
等认为，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时具有较长

的时滞，随着新就业岗位的不断涌现与劳动生产率

的不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会逐渐稳定或提升[13]。

综上所述，学者对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除去人工智能通过就业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影响路径外，已有研究分歧主

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此，本

文着重探讨人工智能所导致的索洛悖论将对劳动收

入份额产生何种影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

工业革命正逐渐由导入期开始转入拓展期(谢伏瞻，

2019)[14]，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却显著

放缓，图1所显示的结果与20世纪80年代的“索洛悖

论”相类似。索洛悖论指出，信息技术能够带来经济

增长，但是对同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却非常有限。

戈登(Gordon，2018)认为，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增

长、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第三

图1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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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主要集中在 1994-
2004年，远滞后于此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时期。人工

智能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量已经增长了几十年，但

是近年来生产率增长速度却有所放缓[15]。在人工智

能、5G、互联网等新一轮信息技术崛起的时代，如何

克服“索洛悖论”，保就业、提效率，进而提升劳动收

入份额，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推演人工智能

对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合索洛悖论，定

量评估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工资、劳动生产率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人工智能与劳动

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作计量模型、数据与

实证分析，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影响劳动

收入份额，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可分解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

比，因此，人工智能可通过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

相对变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如果人工智能对平均

工资的提升作用超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那

么人工智能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如果人工智能对平均工资的提升作用小于对劳动生

产率的提升作用，那么人工智能发展不利于促进劳

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将深入考察人工

智能通过影响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作用机制。

(一)人工智能通过平均工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对工资存在以下 3种
影响机制，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首先，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部门与劳动力技能互

补，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有利于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工

资水平。除了在推动生产自动化、替代劳动力就业

外，在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非机器工作领域，人工

智能将创造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岗位，产生就业创

造效应 [16]。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个性

化、多样化、定制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加，服务业领

域催生的新业态、新岗位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为精确的服务，这些工作岗位

需要更多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且仅有人才具备的

特点，如灵活应变的沟通、明确需求的判断等。此

外，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的研发需要不断招收更多

的科学研究人员。因此，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部门产

生了就业创造效应，提升了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

其次，人工智能有利于促进企业规模扩张，产生

就业创造效应，提升工资水平。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竞争力，降低产品价

格，导致产品需求上升，带动企业产出规模的扩张，

进而增加企业对劳动要素投入的需求 (李磊等，

2021)[17]，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促进工资水平提升。

再次，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有利于在其

他企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提升工资水平。中国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扩散在 2016、2017年出现了增长拐

点，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长，成为扩散的爆发期(王
佰川等，2020)[18]，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以及“机

器换人”进程的推进，新技术扩散对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日益显著。人工智能在替代劳动、减少部分就业

岗位的同时，能通过创造效应增加部分就业岗位，从

而对替代效应形成抑制作用(彭莹莹等，2020)[19]。技

术扩散是智能化升级促进低技术密度部门就业人数

增加的重要途径，低技术密度部门受到高技术密度

部门技术扩散的影响，产生正向的就业效应(陈宗胜

等，2021)[20]，从而提升工资水平。

(二)人工智能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

份额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与趋于平缓的劳动生产率

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如同其他

新技术一样，存在“索洛悖论”[13]。

从短期看，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需要较

长时间，因此，短期内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较低。通常来说，一种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
pose technology)的扩散过程可分为识别阶段、导入阶

段、生产协同阶段与成熟阶段(程文，2021)[21]，也就是

新技术的研发、试验、应用与推广阶段。人工智能作

为一种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于 20世纪 50年代被提

出，但由于计算机数据处理方面的局限，使其在识别

阶段耗费了40余年，直至计算机在模式识别和预测

方面改进后再次进入飞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的识

别、导入阶段将会促使大量资源从生产部门转移出

来进行互补性投资 [22]，随后这一新技术会通过核心

产业不断向外围产业扩散，直至推广至可被应用的

各个产业，且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磨合，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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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

现。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引进，劳动力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学习、研究如何操作，这一阶段的企业对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间产品的研发部门均需要引进大

量的研发人员，并且新技术的学习促使中低端劳动

力向高端劳动力攀升，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在技术尚

未扩散之时并未被大量挤出。因此，短期内，人工智

能的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带动作用有限，同时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

从长期看，随着计算机算法的发展，人工智能这

一技术推广应用的中间产品数量与日俱增，新技术

与各产业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在“人工智能+制
造”的条件下，工业智能制造将带动人机交互方式的

升级，工业机器人与工人之间更高效、更灵活的协作

将大幅度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张车伟等，2020)[23]。新

技术通过中间产品这一产业逐渐扩散到外围产业，

因此，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广阶段将会提升劳动生

产率，且具有长期作用。因此，长期内，随着人工智

能发展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逐渐不再显著。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3个方面的研究假说。

假说1：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平均工资水

平，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假说2：短期内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

响；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提升劳动收入

份额。

假说 3：长期内人工智能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

率，对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

三、计量模型、数据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经济要素，在

创新能力、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故

本文将人工智能发展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创新

生产函数。考虑到各区域社会发展不均与资源分配

不均等因素所带来的异方差负面影响，本文将所有

变量取自然对数来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构建以下模型：

Laborshareit=α0+α1aipit+βX+θi+μt+εit (1)
本文对各市的人均GDP、就业人数、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科学、财政支出—教育、外商直接投资进

行控制。在式(1)中，Laborshareit表示城市 i在第 t年
的平均工资水平；aipit表示城市 i在第 t年的人工智能

发展程度；α1为人工智能发展程度的参数估计值；X
和β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及其参数估计值；θi、μt分别

表示市级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

差项。

(二)指标选取与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由于早

期的人工智能试图开发能够执行智力活动的机器智

能，目标是创造出真正的智能机器，但是事与愿违，

研究人员致力于人工一般智能的研究，但是大部分

的研究和商业用途都被称为狭义的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的重大突破来自于硬件与算法的进步，这些技

术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人工智能

复兴的核心就是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发展[24]。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

动力，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用机器不断感知、模拟人

类的思维过程，使其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 [25]。

已有相关研究关于人工智能的数据，一部分来自中

国专利数据库中“人工智能”相关词条的检索，一部

分来自国际机器人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简称 IFR)或中国企业综合调查中关于机器

人存量数据。对前者来说，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是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仅用“人工智能”作为检索专

利关键词，并不能涵盖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技术，故

不适用；对后者来说，机器人作为行业技术进步的代

表，不仅不能完全体现人工智能关于数据的深度挖

掘与数据专业化处理的内核，更不能体现我国各市

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故亦不合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主要包含人工智能

软件开发、智能消费相关设备制造与人工智能系统

服务，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包括基础软件开发、应用

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与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人

工智能核心技术产业白皮书》中，指出深度学习仍是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导线条，同时，深度学习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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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的结合成为学界探索的热点方向[26]。机器学

习是一种统计技术，能使计算机和算法无须通过编

程就能从大量数据中学习、预测与执行任务，而深度

学习则是使用多层程序的算法，包括用于改进机器

学习、统计推断与优化的神经网络等[24]。因此，本文

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以深度学习为核心、以机器学

习为技术手段的用于模拟人的思维过程与智能行为

的战略性新兴技术，是一种中性技术进步 [27]。基于

此，本文以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衡量人工智能的发

展状况，利用中国专利数据库，以机器学习与深度学

习为关键词搜索专利授权情况，找出21118条关于人

工智能发展的专利，剔除从未有过相关专利的城市，

将其整合为涵盖我国 287个市级的 2005-2018年的

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2.被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制造业劳

动收入份额与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分别用劳动报

酬占GDP的比例、第二产业工资总额占第二产业增

加值的比例、第三产业工资总额占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比例衡量①。

主要控制变量包括：(1)人均GDP。利用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2)就业人数。分

别用从业人员年末人数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第二产

业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第三产业占全市总人口比例

衡量。(3)金融规模。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例衡量。(4)财政支出—科学。各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例衡量。(5)财政支出—教育。各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

(6)外商直接投资。各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遵循可获得性、独立性和口

径统一等原则，剔除具有部分数据缺失的城市、以及

不易获取数据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

区，选取2005-2018年中国287个市的面板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检索统计数据。各变量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

表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本文考察人工智能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

率与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详见表2。为

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采用稳健标准差进行估计，模型

采用时间与地区固定的固定效应模型。人工智能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了总体与

服务业平均工资。按照上述分析，劳动生产率与平

均工资的反向变动应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基

准回归模型却得出人工智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结

论，这表明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仍旧存在索洛

悖论。

其次，本文研究人工智能影响总体、工业与服务

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归结果详见表 3。其中，第

(1)～(2)列是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

结果，第(3)～(4)列和第(5)～(6)列分别是人工智能发

展影响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与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回归结果。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

的发展均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劳动收入份

表1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人工智能
地区生产总值
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
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
人均GDP
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科学
财政支出—教育
外商直接投资

样本量
593
3951
3940
3924
3923
3943
3952
3959
3958
3960
3960
3960
3760

平均值
1.725
16.05
-2.152
-6.789
-6.374
10.34
3.432
2.644
2.839
15.87
9.538
12.55
9.781

标准差
1.608
1.037
0.540
0.696
0.533
0.786
0.822
1.024
0.794
1.223
1.731
1.026
1.901

最小值
0

12.76
-3.822
-9.870
-9.338
4.595
0.307
-0.844
-0.0834
12.53
-2.040
-0.994
1.099

极大值
7.768
19.60
1.985
-2.529
-2.434
15.68
6.649
6.062
6.524
20.37
15.53
17.09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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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每增加 1%，总体劳

动收入份额提升 0.060%，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0.032%，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近 0.087%。综合

表 2～3的实证结果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提

升平均工资，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假说 1得到

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更高的城市的劳动

收入份额更高；就业人数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工资报酬相对较高，进而体现为更高的劳动收入份

额；金融规模与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显著降低服务

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教育的财政支出显著降低工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

四、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本文经过上述分析初步得到结论，人工智能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结果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由于理论上可将劳动收入份额表

示为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那么人工智能可

通过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影响劳动收入

表2 基准模型：人工智能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分析

变量

人工智能

人均GDP
就业人数

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科学

财政支出—教育

外商直接投资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1)
-0.0202(0.0174)

-0.4528***(0.0894)
-0.6281***(0.0823)
0.2498***(0.0578)
0.1609***(0.0499)
0.2365***(0.0788)
-0.0486*(0.0294)

11.6947***(0.8936)
是

是

0.2829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2)
-0.0331*(0.0190)

-0.6040***(0.0977)
-0.9110***(0.0899)
0.2443***(0.0631)
0.1651***(0.0546)
0.3058***(0.0860)
0.0032(0.0321)

17.5590***(0.9696)
是

是

0.3353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3)
-0.0266*(0.0152)

-0.3425***(0.0781)
-0.1834**(0.0719)
0.1922***(0.0504)
0.1396***(0.0436)
0.1882***(0.0688)
0.0076(0.0256)

14.3561***(0.7753)
是

是

0.2408

工资

平均工资

(4)
0.0334***(0.0067)
0.1758***(0.0346)
0.8942***(0.0318)
0.1177***(0.0223)
0.0803***(0.0193)
0.1826***(0.0305)
0.0502***(0.0114)
3.3818***(0.3456)

是

是

0.9372

制造业平均工资

(5)
0.0143(0.0089)

0.2583***(0.0457)
1.2080***(0.0420)
0.1211***(0.0295)
0.0722***(0.0255)
0.1126***(0.0402)
-0.0024(0.0150)

2.0859***(0.4564)
是

是

0.9056

服务业平均工资

(6)
0.0677***(0.0093)
0.2818***(0.0477)
0.3505***(0.0439)
0.1625***(0.0308)
0.0899***(0.0267)
0.2362***(0.0421)
-0.0046(0.0157)

2.8547***(0.4771)
是

是

0.8924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3 基准模型：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变量

人工智能

人均GDP
就业人数

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

科学
财政支出—

教育

外商直接投资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总劳动收入份额
(1)

0.1185***(0.0109)
(0.0822)
(0.0829)
(0.0518)

(0.0414)

(0.0777)

(0.0270)
-1.9651***(0.0231)

是
是

0.2258

(2)
0.0602***(0.0150)

0.6035***
0.4570***
-0.0827
-0.0643

-0.0893

0.0090
-7.2986***(0.0290)

是
是

0.3865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
(3)

0.0909***(0.0098)
(0.0888)
(0.0586)
(0.0559)

(0.0447)

(0.0836)

(0.0292)
-6.4298***(0.0293)

是
是

0.2363

(4)
0.0321**(0.0129)

0.7172***
0.5896***
-0.0703
-0.0514

-0.1471*

-0.0381
-8.237***(0.8447)

是
是

0.4951

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
(5)

0.1436***(0.0129)
(0.0696)
(0.0696)
(0.0442)

(0.0349)

(0.0660)

(0.0229)
-6.4381***(0.0209)

是
是

0.1757

(6)
0.0867***(0.0164)

0.4500***
0.7131***
-0.0837*
-0.0765**

-0.0985

-0.0179
-10.1410***(0.6947)

是
是

0.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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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

进一步看，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劳动生产率与平

均工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详见表4。无论

是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与

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人工智能与平均工资在1%的

显著性水平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即从短期看，人

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无显著作用，因此，人工智能仅

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假说2得到

验证。

根据程文(2021)[21]的分析，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代表，依旧会产生索洛悖论。一般来说，

我国的一项专利的研发周期主要在2年以内，其中，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研发周期为“不超

过半年”与“半年到一年”，明显高于发明专利②；专利

从申请到批准，平均要经过18.5个月的时间，发明专

利申请时间为2～3年，加急也需要1年左右，从专利

公布到成果转化，再到实际投产所需要的时间周期

更长。故人工智能这一技术的发明对当前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甚至为负，但是如果存在索

洛悖论，从中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可能会由负转正。此外，如果专利无法在短期内

实际应用，则无法体现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价值，因

此，本文逐一考察人工智能的滞后期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 5的(1)～(15)列所示，人工智

能滞后 1期对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直至滞后 5
期，人工智能的发展在 5%、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分别影响总体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生产率与服务

业生产率。进一步考察发现，如表 5的(16)～(18)列
所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尽管在长期内显著提升

了劳动生产率，但其本质是提高了资本收入份额，同

时不再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本文假说 3得到验证。

因此，在不断发展新技术的过程中，更要坚持劳动报

酬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基本同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表4 机制分析：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变量

人工智能

劳动

生产率

工资

人均GDP

就业人数

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

—科学

财政支出

—教育

外商直接

投资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劳动收入

份额

(1)
0.0388***
(0.0050)

-0.9905***
(0.0164)

0.2369***
(0.0266)

-0.1199***
(0.0257)

0.1224***
(0.0170)

0.0690***
(0.0145)

0.1724***
(0.0228)
-0.0066
(0.0084)

3.4731***
(0.3194)

是

是

0.9558

制造业劳动

收入份额

(2)
0.0385***
(0.0050)

-1.0035***
(0.0150)

0.2304***
(0.0271)

-0.1291***
(0.0272)

0.1257***
(0.0169)

0.0711***
(0.0145)

0.1757***
(0.0230)
-0.0070
(0.0084)

3.6461***
(0.3679)

是

是

0.9692

服务业劳动

收入份额

(3)
0.0394***
(0.0050)

-0.9700***
(0.0187)

0.2428***
(0.0262)

-0.1204***
(0.0237)

0.1191***
(0.0168)

0.0664***
(0.0144)

0.1690***
(0.0227)
-0.0073
(0.0084)

3.1519***
(0.3700)

是

是

0.9379

劳动

收入份额

(4)
0.0261
(0.0174)

0.9787***
(0.1429)

0.5133***
(0.0894)

-0.3730**
(0.1502)

-0.2402***
(0.0580)

-0.1690***
(0.0493)

-0.2406***
(0.0800)
-0.0076
(0.0291)

-11.4205***
(0.9849)

是

是

0.4973

制造业劳动

收入份额

(5)
0.0577***
(0.0180)

0.9444***
(0.1158)

0.5930***
(0.0966)

-0.3560**
(0.1635)

-0.2326***
(0.0610)

-0.1625**
(0.0520)

-0.2357***
(0.0820)
-0.0072
(0.0302)

-16.0065***
(0.9500)

是

是

0.5966

服务业劳动

收入份额

(6)
0.0213
(0.0156)

1.1301***
(0.2394)

0.3928***
(0.0781)

-0.1693**
(0.0749)

-0.1723***
(0.0499)

-0.1272***
(0.0421)

-0.1660**
(0.0685)
-0.0116
(0.0243)

-12.6324***
(0.7816)

是

是

0.4724

劳动

收入份额

(7)
0.0206***
(0.0034)

-0.9539***
(0.0109)

0.5662***
(0.0282)

0.1539***
(0.0179)

-0.6032***
(0.0293)

0.0466***
(0.0117)
0.0177*
(0.0098)

0.0604***
(0.0159)

-0.0332***
(0.0057)

1.1301***
(0.2394)

是

是

0.9811

制造业劳动

收入份额

(8)
0.0360***
(0.0045)

-0.9623***
(0.0142)

0.2693***
(0.0304)

0.1858***
(0.0247)

-0.4169***
(0.0405)

0.0830***
(0.0158)

0.0449***
(0.0132)

0.1329***
(0.0210)
-0.0065
(0.0075)

2.3585***
(0.3587)

是

是

0.9746

服务业劳动

收入份额

(9)
0.0152***
(0.0039)

-09291***
(0.0138)

0.3738***
(0.0226)

0.1515***
(0.0198)

-0.2439***
(0.0187)

0.0505***
(0.0129)
0.0270**
(0.0107)

0.0731***
(0.0174)
-0.0059
(0.0061)

1.4967***
(0.2859)

是

是

0.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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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专利申请需要一定的周期，进而导致利用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程度存在

偏差，基于此，本文用人工智能数据专利公开数据替

代专利申请数据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实证结果

如表 6的第(1)～(3)列所示。与前文结果一致，人工

智能显著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制造业劳动收入

份额与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

考虑到直辖市作为与省、自治区同级别的行政

区划单位，与其他地级市相比，在高校、科研机构与

企业数量等方面存在集聚效应，专利申请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人工智能申请与公开数量明显高于其

余城市，因此，本文将直辖市相关数据剔除后进行稳

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6的第(4)～(6)列所示，与前

文结果一致，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利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与公开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内

生性问题：(1)遗漏变量问题。如果误差项中存在没

有被完全控制的影响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因

素，那么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估计结果将有

偏。(2)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

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劳动收入份额会对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产生影响。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于学

术研究、信息技术、软件开发等部门，导致这类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更高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较高

的劳动收入份额是由较高的平均工资造成的，更高

的收入会对研发人员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促使研

发人员申请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另一方面，由

表5 长期人工智能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变量

人工智能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变量

人工智能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变量

人工智能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滞后1期
劳动

生产率

(1)
-0.0014(0.0267)

是

是

是

0.3137
滞后3期

劳动

生产率

(7)
0.0230(0.0260)

是

是

是

0.2533
滞后5期

劳动生产率

(13)
0.0458**(0.0198)

是

是

是

0.4378

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

(2)
0.0076(0.0348)

是

是

是

0.2639

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

(8)
0.0658**(0.0294)

是

是

是

0.1968

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

(14)
0.0607***(0.0211)

是

是

是

0.4879

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

(3)
-0.0232(0.0344)

是

是

是

0.2631

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

(9)
0.0339(0.0286)

是

是

是

0.2473

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

(15)
0.0364*(0.0196)

是

是

是

0.3220

滞后2期
劳动

生产率

(4)
0.0067(0.0330)

是

是

是

0.4155
滞后4期

劳动生产率

(10)
0.0150(0.0246)

是

是

是

0.3425

劳动收入份额

(16)
-0.0032(0.0320)

是

是

是

0.5329

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

(5)
0.0305(0.0430)

是

是

是

0.3331

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

(11)
0.0555**(0.0276)

是

是

是

0.3630

制造业劳动收入

份额

(17)
-0.0269(0.0425)

是

是

是

0.4453

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

(6)
-0.0073(0.0378)

是

是

是

0.3780

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

(12)
0.0069(0.0249)

是

是

是

0.2528

服务业劳动收入

份额

(18)
0.0109(0.0369)

是

是

是

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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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是由更多的就业岗位导致

的，更多的就业人员显然会研发出更多的人工智能

专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

性问题，故选取人工智能专利授权数与劳均申请数

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详见表7。这两个工具变量

均通过过度识别、弱工具变量检验，且均与人工智能

发展程度高度相关，与误差项无关。实证结果依旧

稳健，即人工智能能够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 2005-2018年中国 287个地级市及以上

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以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数作为

衡量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

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深入分析人工

智能如何通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

额，并探讨在长短期情况下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

影响的异质性。本文的具体结论如下：(1)整体而言，

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

收入份额。(2)短期内，由于存在“索洛悖论”，人工智

能发展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无显著影响；提高工资水

平是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

(3)伴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通过

提高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果被

逐渐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导致长期内人工智

能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1.完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人工

智能产学研结合

人工智能发展并未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提

升工资水平反而有利于提高不同行业的劳动收入份

额，实现“创新”和“共享”双赢，因此，需要继续推动

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任何一项新技术从设计、研

发、到最终的量产推广，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

程，并且这一新技术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在量产之

前都是一个谜。因此，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

需更加注重推进基础研究，应对创新活动给予更多

的财政扶持与融资优惠政策，鼓励科学家勇于探索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优势，利

用市场倒逼技术发展，开发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技

术，同时保障知识产权不被侵犯，促进发明专利产业

化，以完备的创新激励制度全面推动产学研结合

发展。

2.建立完备的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提高劳动收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2.***、**、*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6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健性分析

变量

人工智能

人均GDP
就业人数

金融规模

财政支出—科学

财政支出—教育

外商直接投资

常数项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拟合优度

变量替换

劳动收入

份额

(1)
0.0488***(0.0159)
0.6418***(0.0845)
0.5143***(0.0787)
-0.1117**(0.0551)
-0.0717(0.0453)
-0.0546(0.0762)
0.0397(0.0283)
-8.2374***
(0.8447)

是

是

0.4337

制造业劳动

收入份额

(2)
0.0751***(0.0171)
0.7608***(0.0898)
0.6558***(0.0552)
-0.1078*(0.0582)
-0.0721(0.0480)
-0.0859(0.0805)
-0.0128(0.0300)
-13.2535***

(0.8993)
是

是

0.5567

服务业劳动

收入份额

(3)
0.0373***(0.0136)
0.5078***(0.0714)
0.6200***(0.0775)
-0.1051**(0.0465)
-0.0793**(0.0381)
-0.0690(0.0645)
-0.0150(0.0238)
-10.5285***

(0.7134)
是

是

0.4471

剔除直辖市

劳动收入

份额

(4)
0.0588***(0.0180)
0.6853***(0.0921)
0.5022***(0.0848)
-0.1250**(0.0596)
-0.0904*(0.0515)
-0.0618(0.0812)
0.0416(0.0303)
-8.1106***
(0.9211)

是

是

0.4189

制造业劳动

收入份额

(5)
0.0865***(0.0189)
0.8204***(0.0967)
0.6197***(0.0597)
-0.1202*(0.0623)
-0.0972*(0.0540)
-0.0955(0.0848)
-0.0121(0.0318)
-13.1255***

(0.9677)
是

是

0.5517

服务业劳动

收入份额

(6)
0.0516***(0.0151)
0.5479***(0.0767)
0.5047***(0.0937)
-0.1050**(0.0496)
-0.0872**(0.0428)
-0.0646(0.0678)
-0.0147(0.0251)
-10.4947***

(0.7657)
是

是

0.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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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份额

工资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而提升工

资水平是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

制，因此，一方面，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健全工

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最低工资制

度等劳动保护相关制度，保障劳动者同工同酬，通过

提升工资水平，提高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

另一方面，实现保就业、稳就业，建立包含中高等院

校和在职劳动力职业培训相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

使劳动力具有先进的技能水平与新技术岗位相契

合，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线上就业创业、居家办公等灵

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带动更多就业岗位。

3.健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技术应用保障体系，

加快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

短期内人工智能发展未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

说明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突破性创新技术，在实现

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机制障碍。因此，一方

面，需要缩短技术创新相关专利的申请周期，在保证

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的基础上，精简申请流程，同时

为可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产业化资金，政府补

贴或直接融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在创建

之初都会面临被大型企业“扼杀式并购”的风险，因

此，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要健全人工智能相

关专利技术的应用保障体系，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指标解释，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

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

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

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②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https://www.cni⁃
pa.gov.cn/module/download/down.jsp?i_ID=158969&colI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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