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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正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占据竞争

优势，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势必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在跨期迭代动

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者、数字化资本和企业数字税等变量，能

够有效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者内部收入不平等。通过理论模型分析

与数值仿真模拟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岗位替代效应和涟漪效应

的传导路径加剧收入不平等，在进行适当的参数校准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剧

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为了缓解由数字化引致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政

府应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力度，提

高劳动岗位适配度；加快数字税收体系建设，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劳动市场数

字信息平台建设，提高供需双方对接效率。

关键词：数字化资本；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溢价；数字税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７－５４０６（２０２５）０１－

０１３７－０２０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收入不平等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

７３１

DOI:10.15944/j.cnki.33-1010/d.2025.01.006



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①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

需要探索减少收入不平等、构建“橄榄型”社会的有效途径，以更均衡、更健康的发展方

式推动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

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重要任务并作出周密部署，既为持续推进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根本遵循，也为尽快破题起势、释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

效动能提出新任务，展现新期待。② 以人工智能、５Ｇ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各经

济领域，在加速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引致就业需求以及劳动力配置的变化。尽管数字

化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存在加剧收入差距的风险。在过去的几十年，人

们一直在担心数字化资本会取代人类所做的工作，现有的研究也对该观点进行了验证。③

从异质性人力资本劳动者的视角分析，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迅猛发展，许多劳动密集型

岗位以及部分认知任务型岗位可以实现部分自动化甚至完全自动化，导致低人力资本岗

位较多的农业和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另一方面，复杂度较高的工作需要劳动者具有逻

辑思维、创新能力、决策能力，数字资本与高人力资本劳动者之间的替代率较低。然而，

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让人们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对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的职

业，如财务规划师、医生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也可以通过采用当前最新的数字技术实现自

动化。因此，数字化进程不仅缩减了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规模，也加速了高技能岗位的

数字化替代。但研究显示，数字技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产品成本，可能带动劳动

者实际收入增加。④数字化的发展也会推动劳动力市场结构变革、创造更多新型劳动岗

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劳动者的雇佣规模。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逐渐融入社会各个领域，正在逐步改变着个人的生

活方式、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及政府的治理方式。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化的发展

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进而对收入不平等造成影响？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劳动结构近十年变化显著，第三产业占比稳步上升，由

２０１３年的３８.４％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４７.１％，年均增长率为２.２９％；基尼系数在０.４６～０.４８

区间波动。⑤ 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企业信息化（每百人计算机数量）和软件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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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收入、嵌入式系统软件）同样呈现上升趋势，年

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７.２％与 １５％。为此，企业数字化在劳动收入分配中究竟扮演何种角

色？企业数字化的发展是否会对异质性劳动者的雇佣规模、工资水平与收入差距产生影

响？又是通过哪些经济渠道产生影响的呢？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手段对企业内部劳动收

入不平等进行治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较为丰富，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涉及生

产技术、企业战略、企业管理等多个方面。一类文献主要从数字要素的投入角度来界定

企业数字化转型。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等、Ｃｈａｎｉａｓ等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应用新兴的数

字技术推动企业创新，以此提高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水平。① 这类文献重点关注企业数

字要素的投入，即对数据要素的利用过程均可视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类文献主要

从管理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例如，Ｌｉｕ等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对既

有管理模式和数字化技术进行整合的管理模式改革。②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和 Ｔｕｃｋｅｒ认为数字化转

型是企业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提升企业内部协调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管理效率。③刘淑

春等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由“工业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转变的过

程。④对比两类文献可以发现，企业数字化管理也离不开数字要素的投入，因此二者本质

上并没有区别，均是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使得企业更加智能化和数字化，进而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内涵是指企业顺应新一代数字科技革

命趋势，不断深化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大数字要素投入力

度，激发数字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经营效率，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

展的过程。

现有文献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有三条理论分支。第一条是技能

偏向理论，强调数字要素具有技能偏向性，其与高技能劳动者呈互补关系，与低技能劳动

者呈替代关系。⑤数字要素与高技能劳动者的协同联动能够显著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使

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数字要素的替代效应会挤出低技能劳动者，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⑥ Ｌａｎｋｉｓｃｈ等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数字化抑制低技能劳工的工资水平，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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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①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何勤通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增

加管理层等非常规人员工资，致使异质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② 王林辉等提出就业

极化使得高、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同时增加，但是技能溢价又使得两者之间的劳动收入

差距扩大。③ 第二条是常规任务偏向性理论，该理论从工作任务的常规属性角度考虑，认

为那些重复性较高、规则性较强、危险性较大和体力占比较多的工作岗位更容易被数字

资本所替代。④ Ｆｒｅｙ和 Ｏｓｂｏｒｎｅ采用高斯分类模型评估美国 ７０２个职业被自动化替代的

风险，研究表明可编码且可重复的常规型职业自动化风险相对更高。⑤ 余玲铮等基于

２０１８年广东省制造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机器的使用会导致非常规任务工

资水平高于常规任务。因此，数字化的发展会替代常规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岗位，进而加

剧劳动收入不平等。⑥ 第三条是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数字要素的冲击下，由于技

能水平与资本的互补性增强，市场会增大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导致人力资本差异引

发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数字技术通过三重制约加剧劳动者收入分化：首先，低技能

群体因岗位胜任力不足陷入收入增长瓶颈；其次，异质性劳动者间的认知鸿沟削弱其技

能提升动力；此外，技术迭代速度与技能习得速率的失衡导致该群体持续边缘化。数字

资本依托人力资本效能差异，系统性重构生产资料分配格局，低技能劳动者在技术适配

中渐失竞争力，而高技能者通过数字赋能强化优势，致使收入差距扩大。⑧ 不仅如此，部

分学者还发现数字技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代际传递性，并且在行业和区域层面存在

异质性。⑨

现有研究多聚焦传导机理的定性探讨，却鲜有构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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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理论模型，致使相关政策建议缺乏学理支撑。本文突破性地采用数理建模与仿真

模拟，深度解构数字化传导机制，为收入分配优化提供新的方法论视角。因此，本文通过

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者、数字化资本和企业数字税的跨期迭代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全面

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传导机理，并且通过在理论模型中嵌入数字

税收和教育技能培训研究缓解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

三、模型机制及理论分析

本部分构建包含企业数字化、生存概率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两期迭代（ＯＬＧ）动态一

般均衡模型，经济体由理性行为人、代表性厂商和政府构成。行为人通过选择消费、储蓄

和老年期工作时间最大化终生效用，厂商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追求最大利润水平，

政府通过调整税收制度使得财政收支体系平衡。

（一）基本模型构建

１．个人。采用两期生命周期框架，个体 ｉ在工作期（ｔ）提供一单位标准化劳动要素，

退休期（ｔ＋１）退出生产活动，且满足同质化个体假设。假设劳动者根据人力资本水平分

为高人力资本劳动者和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分别用 ｈ和 ｌ进行表示，ｉ∈｛ｈ，ｌ｝。将劳动者

数量单位化，并且用 η和 １－η分别表示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和高人力资本劳动者所占比

重。个体 ｉ在工作期通过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ｗｉｔ，并将其用于消费（Ｃ
ｉ
ｙ，ｔ）与储蓄（Ｓ

ｉ
ｔ）；

个体在退休期的消费（Ｃｉｏ，ｔ＋１）主要通过工作期的储蓄满足。因此得到个体 ｉ的预算约束

条件为：

Ｃｉｙ，ｔ＋Ｓ
ｉ
ｔ＝ｗ

ｉ
ｔ （１）

Ｃｉｏ，ｔ＋１＝（１＋ｒｔ＋１）Ｓ
ｉ
ｔ （２）

式中，ｒｔ＋１代表 ｔ＋１期的资本价格。假设理性行为人的效用由工作期消费（Ｃ
ｉ
ｙ，ｔ）和退

休期消费（Ｃｉｏ，ｔ＋１）所决定，并且假设效应函数为对数形式，则行为人一生效用函数为：

Ｕｉｔ＝ｌｏｇＣ
ｉ
ｙ，ｔ＋βｌｏｇＣ

ｉ
ｏ，ｔ＋１ （３）

式中，β代表折算因子，衡量行为人对老年期消费效用的偏好程度。通过式（３）对储

蓄求一阶导，可得

Ｃｉｏ，ｔ＋１
Ｃｉｙ，ｔ

＝β（１＋ｒｔ＋１） （４）

结合式（１）和式（２），得到最优的子女储蓄为：

Ｓｉｔ＝
βｗｉｔ
１＋β

（５）

２．企业。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一系列同质企业，在 ｔ时期分别投入高人力资本

劳动要素 ｈｔ、低人力资本劳动要素 ｌｔ、传统物质资本 ｋｔ（装配线、厂房等）和数字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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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数字化资本包括企业在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领

域的投入。传统资本是劳动要素的非完全替代品，数字资本是劳动要素的完全替代品。①

本文参照 Ｄａｒｉｏ和 Ｋｌａｕｓ的思路构建生产模型。②

ｙｔ＝Ａｋ
ψ
ｔ［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 （６）

式中 Ａ代表全要素生产率；ψ代表资本产出因子；λ代表劳动产出因子；σ代表异质

性劳动者之间的替代弹性，根据相关经济理论及已有研究可知 σ∈（０，１），低技能工人和

高技能工人在一定程度可以相互替代；φ代表数字化资本相对于低人力资本劳动要素的

生产效率；Ｂｌ和 Ｂｈ分别表示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增进型技术效率。低人力资本劳动者、

高人力资本劳动者、传统物质资本和数字化资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ｙｌ，ｔ＝ＡＢｌｋ
ψ
ｔ［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１（１－ψ）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 （７）

ｙｈ，ｔ＝ＡＢｈｋ
ψ
ｔ［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１（１－ψ）（１－λ）（Ｂｈｈｔ）

σ－１ （８）

ｙｋ，ｔ＝ψＡｋ
ψ－１
ｔ ［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 （９）

ｙｐ，ｔ＝φｙｌ，ｔ （１０）

本文假设资本的折旧率为 １，即资本在当期会全部用完。在利率 Ｒｔ和工资率 ｗｔ给

定的条件下，企业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实现利润最大化，人均产品的利润函数形

式如下：

πｔ＝ｙｔ－ｗ
ｌ
ｔｌｔ－ｗ

ｈ
ｔｈｔ－Ｒｋ，ｔｋｔ－Ｒｐ，ｔｐｔ （１１）

式中，ｗｌｔ和 ｗ
ｈ
ｔ分别代表低人力资本和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工资水平；Ｒｋ，ｔ和 Ｒｐ，ｔ分

别代表传统物质资本和数字化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对式（１１）求一阶导函数可得：

ｙｋ，ｔ＝Ｒｋ，ｔ （１２）

φｙｌ，ｔ＝Ｒｐ，ｔ （１３）

公式（１２）、（１３）的经济含义分别表示传统物质资本与数字化资本的边际产品与其

边际成本相等。假设所有企业处在无套利的经济市场中，因此传统物质资本与数字化资

本具有相同的投资回报率，即 Ｒｋ，ｔ＝Ｒｐ，ｔ＝１＋ｒｔ。联立公式（７）（９）（１２）（１３）可得：

ｋｔ＝
ψ
１－ψ
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λφＢｌ（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

（１４）

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假设传统物质资本与数字化资本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折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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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等的做法，①假设劳动者工资由纳什议价理论决定，即劳动者的工资占边际产品的

一定比例，该比例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γ）所决定：

ｗｉｔ＝γｙｉ，ｔ （１５）

（二）一般均衡分析

宏观均衡表示代表性行为人的行为变量｛Ｃｉｙ，ｔ、Ｃ
ｉ
ｏ，ｔ＋１、Ｓ

ｉ
ｔ｝、厂商的投入变量｛ｋｔ、ｐｔ、ｌｔ、

ｈｔ｝和要素价格｛Ｒｋ，ｔ、Ｒｐ，ｔ、ｗｔ｝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１．在要素价格｛Ｒｋ，ｔ、Ｒｐ，ｔ、ｗｔ｝给定的条件下，理性行为人通过调节｛Ｃ
ｉ
ｙ，ｔ、Ｃ

ｉ
ｏ，ｔ＋１、Ｓ

ｉ
ｔ｝实

现一生效用最大化。

２．在要素价格｛Ｒｋ，ｔ、Ｒｐ，ｔ、ｗｔ｝给定的条件下，企业通过调节要素投入｛ｋｔ、ｐｔ、ｌｔ、ｈｔ｝实

现利润最大化。

３．劳动市场达到均衡，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等于企业生产的劳动需求，所有劳动者均

有与自己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应的工作岗位，则 ｌｔ＝η，ｈｔ＝１－η。

４．资本市场达到均衡，社会总储蓄全部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

ｋｔ＋１＋ｐｔ＋１＝Ｓ
ｌ
ｔη＋Ｓ

ｈ
ｔ（１－η） （１６）

将公式（５）、（１４）代入稳态方程可以得到稳态系统方程：

ｐ＋ｋ＝
（１－ψ）βγＡ
１＋β

ｋψｔ［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１

*［λＢｌ（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η＋Ｂｈ（１－λ）（Ｂｈｈｔ）

（σ－１）（１－η）］ （１７）

由于本文将劳动者分为高人力资本和低人力资本两种类型，收入分配分别为 ｗｈｔ（占

１－η）和 ｗｌｔ（占 η），平均收入为：

�ｗｔ＝ｗ
ｌ
ｔη＋（１－η）ｗ

ｈ
ｔ＝γＡｋ

ψ
ｔ［λ（Ｂｌｌｔ＋φｐｔ）

σ＋（１－λ）（Ｂｈｈｔ）
σ］

１－ψ
σ－１（１－ψ）［ηλＢｌ（Ｂｌｌｔ＋

φｐｔ）
σ－１＋Ｂｈ（１－η）（１－λ）（Ｂｈｈｔ）

σ－１］ （１８）

由（７）、（８）、（１５）可得异质性劳动者的技能溢价为：

θ＝
ｗｈｔ
ｗｌｔ
＝
Ｂｈ（１－λ）［Ｂｈ（１－η）］

σ－１

Ｂｌλ（Ｂｌη＋φｐｔ）
σ－１

（１９）

通过数理分析可知劳动者之间工资水平的平均差等于 η（１－η）（ｗｈｔ－ｗ
ｌ
ｔ），由此可得

基尼系数：

Ｇｔ＝
η（１－η）［Ｂｈ（１－λ）［Ｂｈ（１－η）］

σ－１－λＢｌ（Ｂｌη＋φｐｔ）
σ－１］

Ｂｈ（１－η）（１－λ）［Ｂｈ（１－η）］
σ－１＋ηλＢｌ（Ｂｌη＋φｐｔ）

σ－１
（２０）

通过基尼系数对数字化资本求一阶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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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Ｇｔ
δｐｔ
＝
－φηλ（σ－１）（１－η）（１－λ）［Ｂｈ（１－η）］

σ－１（Ｂｌη＋φｐｔ）
σ－２

［Ｂｈ（１－η）（１－λ）［Ｂｈ（１－η）］
σ－１＋ηλＢｌ（Ｂｌη＋φｐｔ）

σ－１］２
（２１）

由参数设置可知，
δＧｔ
δｐｔ
＞０，即数字化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导致低技能劳动者与高技能劳

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１：数字化资本的投入会加剧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传导机制分析

通过经济机理分析发现，生产率效应、岗位替代效应和涟漪效应是数字化资本加剧

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１．生产率效应。数字化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取决于数字化过程的劳动生产效

率如何，从长远来看，生产效率会提高工资水平。设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增进型生产效

率之比 χ＝Ｂｈ／Ｂｌ，通过公式变换可得基尼系数的表达式：

Ｇｔ＝
η（１－η）［χ（１－λ）［χ（１－η）］σ－１－λ（η＋

φｐｔ
Ｂｌ
）σ
－１］

（１－η）χ（１－λ）［χ（１－η）］σ－１＋ηλ（η＋
φｐｔ
Ｂｌ
）σ
－１

（２２）

人工智能通过增加对数字化资本的需求，在短期内提高资本的价格，同时导致劳动

所获得的潜在生产率收益减少。① 数字化资本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生产率和收入，却使

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保持不变。数字化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并不影响可替

代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导致该种类型的劳动力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数字技

术的进步而下降。因此，数字化过程中低技能工人生产效率 Ｂｌ保持不变，高技能劳动者

生产效率 Ｂｈ逐渐增大，导致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增进型生产效率之比 Ｂｈ／Ｂｌ为递增函

数，即一阶导满足：

δＢｌ
δｐｔ
＝０ （２３）

δＢｈ
δｐｔ
＞０ （２４）

δχ

δｐｔ
＞０ （２５）

在满足式（２３）（２４）（２５）的条件下，通过数理推导可得
δＧｔ
δχ
＞０，结合方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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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Ｇｔ
δχ
*
δχ

δｐｔ
＞０ （２６）

由公式（２６）可知，在生产率效应的传导机制下，数字化转型会加剧异质性劳动者收

入不平等。当劳动力供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受益于技术进步，工资以总

产出增长的速度增长。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多的数字化设备被用于生产，高技能工人的

工资相对于低技能工人有所增加。① 至于推动技能需求的基本经济力量，一系列研究强

调技术的作用，并表明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对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

需求。当有更多的高人力资本工人时，高技术的技术市场就会更大，因此将产生更多的

数字技术，新数字技术将成为技能的补充。当人力资本溢价增加时，技能密集型部门的

创新和研发将变得更有利可图。高人力资本工人在经济中的比例越大，生产率越高于低

技能劳动者。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创新出更多的数字化产品，使得数字化资

本与高技能劳动者互补关系增强。因此，高技能劳动者占比增加与获得技能成本的降低

将加剧工资不平等。

２．岗位替代效应。传统物质资本是劳动要素的非完全替代品，但是数字化资本属于

劳动要素的完全替代品。由于传统资本提高企业生产中的机器强度，进而提高工人生产

效率，因此，传统实物资本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者工资率。相比之下，数字化资本与低技

能工人存在密切竞争关系，数字化资本的增加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因此，数字化资本存

量的增加并不会提高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所衡量的生产率，而是使低人力资本工人被自

动化设备所替代。② 数字化资本能够取代从事日常技术职责的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如簿

记、行政任务和制造过程；同时，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效率。③ 低技能劳动力和数字

化资本之间的完全替代与数字化产生的收入用来补偿资本所有者意味着若数字化资本

存量增加，则会导致资本份额增加和劳动力份额减少。本文参照胡晟明等的做法，用异

质性劳动者投入份额之比 Γ＝η／（１－η）作为衡量岗位替代效应的参数，当 Γ增加时，表

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率增加；当 Γ降低时，表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率减少。④ 由于

数字化资本相对于低技能劳动的生产效率为 φ。因此，技能溢价函数可以变换为：

θ＝
Ｂｈ（１－λ）
Ｂｌλ

（
Ｂｈ

（１＋Ｂｌ）Γ
）σ
－１ （２７）

通过对式（２７）求关于 Γ的一阶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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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θ
δΓ
＝
Ｂｈ（１－λ）（１－σ）

ＢｌλＢｈ
１－σ

（（１＋Ｂｌ）Γ）
－σ （２８）

由此参数设置条件可知 δθ／δΓ＞０。Γ对数字化资本 ｐｔ的一阶导数（δΓ／δｐｔ）的取值
方向取决于被替代的岗位和创造的新岗位的多少，若创造的新岗位数量大于被替代的岗

位数量，则 δΓ／δｐｔ＞０，即数字化会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率，则：
δθ
δΓ
*
δΓ
δｐｔ
＞０ （２９）

数字化设备的普及可能取代部分劳动力，但两种机制可防止大规模失业。首先，支

出可能转向人类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创造新的就业机会。① 数字化创新也催生新岗位，低

技能劳动力可转移到这些岗位，如工程、编辑、数据分析等。数字化资本增加被视为新岗

位的发展，替代一个岗位可能创造更多新岗位。② 其次，数字化资本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

价格，增加需求，可能弥补部分就业损失。数字化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模糊，因替

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并存。尽管创造更多岗位，但低技能岗位待遇和稳定性下降，高技能

岗位需求增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③ 数字化资本的积累加剧低技能劳动力的市场紧张

程度，并减缓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紧张程度，导致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上升，高技能工人

的失业率下降，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

３．涟漪效应。由数字化转型引起的岗位替代效应也会产生涟漪反应，即数字化转型
在替代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同时也会导致低技能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水平转入高技

能劳动岗位，导致高技能劳动者被替代。Ｇｒａｅｔｚ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通过使用按国家划分的行业
数据发现，数字化不会改变总体的劳动需求，但是会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促使低人力

资本劳动力从低技能岗转向高技能岗。④ 数字化资本投入通过双重效应重塑经济生态：

在供给侧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管理效能，驱动企业利润增长及劳动者薪酬提升；在

需求侧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惠及消费者与下游厂商，形成消费扩张与生产规模增长的良性

循环，最终实现市场供需的乘数效应优化。因此，尽管岗位替代效应导致劳动者雇佣数

量降低，但是生产规模效应增加劳动要素投入，低技能劳动者雇佣份额将减少，高技能劳

动者雇佣份额将增加，总雇佣劳动人数不会受到显著影响。因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

步，低技能工人将重新分配到不容易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工作中———即需要创造性和社会

智力的任务。低人力资本劳动力转向高技能岗位过程中也必将通过认知能力、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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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交能力等技能的提升转为高人力资本劳动者。① 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由于低技能劳动

者的转入而愈发紧张，进而导致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水平下降，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

差距减小。

低人力资本工人和高人力资本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在涟漪效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将技能溢价对劳动者替代弹性求一阶导可得：

δθ
δσ
＝
Ｂｈ（１－λ）
Ｂｌλ

（
Ｂｈ（１－η）
Ｂｌη＋φｐｔ

）σ
－１ｌｎ（

Ｂｈ（１－η）
Ｂｌη＋φｐｔ

） （３０）

由上式可知，当高技能劳动者投入份额大于低技能劳动者投入份额与数字化资本份

额之和时，即 Ｂｈ（１－η）＞Ｂｌη＋φｐｔ，则 δθ／δσ＜０；当高技能劳动者投入份额大于低技能劳

动者投入份额与数字化资本份额之和时，即 Ｂｈ（１－η）＜Ｂｌη＋δｐｔ，则 δθ／δσ＞０。随着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高技能劳动者与高技能自动化逐渐由互补关系转为替代关系，高技能自

动化取代高技能劳动力，导致高技能劳动者在其他岗位中与低技能劳动力竞争。因此，

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替代弹性随着数字化水平的发展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即 δσ／δｐｔ＞０。

由此可得：

δθ
δｐｔ
＞０，Ｂｈ（１－η）＜Ｂｌη＋φｐｔ；

δθ
δｐｔ
＝０，Ｂｈ（１－η）＝Ｂｌη＋φｐｔ；

δθ
δｐｔ
＜０，Ｂｈ（１－η）＞Ｂｌη＋φｐｔ；

■

■

■

|
|
|
|

|
|
|
|

（３１）

因此，涟漪效应的作用效果取决于高技能劳动者投入份额和低技能劳动者投入份额

与数字化资本投入份额的占比。两种类型的劳动者之间替代率越高，数字化资本越容易

在经济中提高有效劳动力的数量，也就越容易将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转化为可积累的生

产要素。因此，数字化资本对高技能工人的影响将取决于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之间

的替代弹性。对于高替代弹性，面对数字化资本，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存在下降的可

能。② 其原因在于数字化提升了高技能密集型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在该部门产生

了企业生产的内生效应。这一转变促使劳动力需求从低技能密集型产品转向高技能密

集型产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数字化可能给高技能工人工资带来的潜在负面影

响。尽管数字化资本通过替代效应有能力降低工人的工资，但如果低人力资本工人和数

字化资本对高人力资本工人的替代率较高，那么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仍然可能会受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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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不利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２Ａ：在生产率效应的传导机制下，数字化转型会扩大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
假设２Ｂ：在岗位替代效应的传导机制下，数字化转型会扩大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
假设２Ｃ：在涟漪效应的传导机制下，数字化转型会缩小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

四、数值模拟

（一）参数校准

为避免模拟过程中参数选取的主观性，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赋值，进而提高拟合结果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１．资本产出因子 ψ。贾洪波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求得资
本对城镇产出的弹性系数为０．３１。① 于也雯和龚六堂将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设定为０．
３５。② 贾俊雪等将其设定为 ０．５。③ 郭凯明等通过收入法确定资本的收入份额在 ０．５左
右，将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设定为 ０．５。④ 综合考虑之后，本文设定资本产出弹性ψ为０．５。

２．生产函数的技术效率参数 Ａ。借鉴汪伟和王文鹏的做法，将技术效率参数标准化
为 １０。⑤

３．低人力资本与高人力资本的弹性参数 σ。根据在生产过程中用低熟练工人替代
高技能工人的难度，高技能工人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低熟练工人，

因此，带有技能偏见的技术变革就会扩大工资差距。参考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和 Ｐｅｒｉ的设定，将

σ设为 ０．５。⑥

４．劳动产出因子。借鉴 Ｚｈａｎｇ等的设定，将劳动收入份额参数设定为 ０．４２７。⑦

５．老年期消费重视程度的时间贴现因子 β。β表示行为人对老年期消费的重视程
度。郭凯明和颜色将其设定为 ０．８５，汪伟和咸金坤将其设定为 ０．７８。考虑到当前我国居
民对老年期消费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高，本文将其设定为 ０．９，后文还将对该参数进行敏
感性分析。⑧

６．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占比 η。本文根据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和 Ｓｔｒｕｌｉｋ有无接受高等教育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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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也雯、龚六堂：《生育政策、生育率与家庭养老》，《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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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Ｇ．Ｉ．Ｐ．ａｎｄＰｅｒｉＧ．，“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ａｇ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０，ｎｏ．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ｐｐ．１５２－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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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明、颜色：《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汪伟、咸金坤：《人口老龄化、教育
融资模式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１２期。



者进行划分，即专科及以上学历劳动者为高人力资本劳动者。①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２０２２）》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我国劳动者中，专科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占比 ２３％，因

此，本文将 η设定为 ７７％。

７．数字化资本相对于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生产率。数字化资本被认为是低人力资

本劳动力的完美替代品，对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一种不完美的替代品。参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本文对 φ取值 ３．１５。②

８．劳动者议价指数 γ。衡量劳动者边际产出中用于工资支付的比例，参照 Ｚｈａｎｇ等

的做法，将 γ设置为 ０．５。③

９．数字税税率 τ。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数字税对缓解收入差距的效果，本文参照已

有国家（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做法，分别将数字税税率设为 １％、２％和 ３％。

１０．劳动者生产效率 Ｂｌ和 Ｂｈ。参照袁礼和欧阳峣的做法，利用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

以得到高技能劳动者技术效率 Ｂｈ＝
Ｓｈｔ
λ

１－ψ
σ

（
Ｙｔ
ｈｔ
），低技能劳动者技术效率 Ｂｌ＝（

１－Ｓｈｔ
１－λ

）
１－ψ
σ（
Ｙｔ
ｌｔ
），

其中，式中 Ｓｈｔ为高技能劳动报酬占比。利用高技能劳动者工资与劳动总报酬之比衡量

Ｓｈｔ，利用产值衡量 Ｙｔ，利用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分别表示 ｈｔ、ｌｔ。从而测算出

Ｂｈ、Ｂｌ，相比得出 Ｂｈ／Ｂｌ＝１．５４，因此，本文设 Ｂｌ＝１，Ｂｈ＝１．５４。敏感性分析部分，研究异质

性劳动者相对生产效率之比，对 Ｂｈ分别降低和提高 ０．３。④

（二）基准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软件，在参数校准的条件下，分别对低人力资本工资水平、高人

力资本工资水平、基尼系数和人力资本溢价进行仿真模拟，模拟结果如图 １、表 １所示。

为了研究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替代弹性的影响，在模拟过程中对替代弹性进行差异化处

理，并在图中用点虚线、实线、长虚线分别代表弹性系数取 ０．３、０．５、０．８的情况。

由图 １可知，数字化资本通过岗位替代、生产率和涟漪效应降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工

资，且替代率越大，降幅越小。而对高人力资本劳动者而言，由于互补关系的存在，数字

化资本在综合效应的作用下会提高其工资水平，且异质性人力资本劳动者之间的替代率

越大，工资提高水平越低。随着企业数字化资本投入的增加，基尼系数呈现增大趋势，说

明人力资本差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假设 １得到论证。图 １中显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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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之间的替代率会降低基尼系数，因为替代率增强涟漪效应，使低技能劳动者更容

易转入高技能岗位，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替代性，从而降低高技能劳动者工资，缩小收

入差距。反之，降低替代率会削弱涟漪效应，增加低技能劳动者转入高技能岗位的难度，

减少替代性，导致高技能劳动者工资上升，收入差距扩大。此外，企业数字化资本与人力

资本溢价呈正相关，数字化资本投入增加会提升人力资本溢价水平。

图 １　不同数字化资本下模拟仿真结果

注：图中点虚线、实线和长虚线分别代表弹性系数取 ０．３、０．５、０．８的模拟结果。

表 １　模拟仿真结果

数字化资本 ０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１

低技能劳动者

工资水平

σ＝０．３ ０．７４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５８
σ＝０．５ ０．７９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７１ ０．７ ０．６９
σ＝０．８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３

高技能劳动者

工资水平

σ＝０．３ ２．３ ３．１８ ３．９ ４．５３ ５．１１ ５．６５
σ＝０．５ １．９４ ２．４７ ２．８９ ３．２４ ３．５５ ３．８４
σ＝０．８ １．４９ １．６５ １．７６ １．８５ １．９２ １．９９

人力资本溢价

σ＝０．３ ３．１３ ４．７５ ６．１６ ７．４５ ８．６４ ９．７７
σ＝０．５ ２．４６ ３．３１ ３．９９ ４．５６ ５．０８ ５．５４
σ＝０．８ １．７１ １．９３ ２．０７ ２．１９ ２．２８ ２．３７

基尼系数

σ＝０．３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１
σ＝０．５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３９
σ＝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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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敏感性分析
为验证基准模型模拟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将通过调整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占比 η和

数字化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 φ，即在不改变其他参数的前提下，将参数 η
由初设值０．７７分别调高为０．８７、调低为０．６７，参数φ由初设值３．１５分别调高为４、调低为
２，观测模拟结果会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表 ２中列出在参数不同取值条件下，基尼系数的
变化情况。

表 ２　模拟仿真结果
数字化资本 ０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１

基尼系数

η＝０．６７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６
η＝０．７７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９
η＝０．８７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３８ ０．４

基尼系数

φ＝２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５
φ＝３．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９
φ＝４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４２

　　由表 ２可知，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调节的取值并不会改变数字化资本对基尼

系数影响的总体趋势，但是影响程度会存在一定差异。当提高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占比和

数字化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的取值，基尼系数呈上涨趋势。低人力资本劳

动者占比过高导致劳动力结构的低技能化，低技能岗位与数字化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关

系，低技能化的劳动结构引起低技能劳动力失业率增大，基尼系数提高。数字化资本相

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商品的价格，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从而增加劳动者实际

收入，称之为收入效应。①生产效率提高也会对低人力资本劳动者产生岗位替代效应，当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基尼系数提高。

（四）传导机制检验

１．生产率效应

由理论部分的分析可知，高技能劳动者增进型技术效率对数字要素投入的一阶导大

于零，低技能劳动者增进型技术效率对数字要素投入的一阶导等于零，即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Ｂｈ为关于 ｐｔ的递增函数，Ｂｌ为常数。因此，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增进型技

术效率之比 χ取决于 Ｂｈ的变化。本文模拟了在不同技术效率水平之下基尼系数的变

化，模拟结果如图 ２ａ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技术效率之比 χ的增加，基尼系数呈现上升

趋势，由此印证理论部分提出的
δＧｔ
δχ
＞０。数据要素通过三种方式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生

产效率：要素增值、信息支持与信息共享。（１）要素增值：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协同

产生乘数效应，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质生产力。（２）信息支持：数据

要素帮助企业精准分析市场和组织信息，优化决策，提升产品和服务针对性，从而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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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３）信息共享：数据要素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使企业能获取创新活动信息，最大化创

新投入效用。数据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多为高技能劳动者，他们也将成为主要获益者。

数据要素的投入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和产能，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在生产

率效应的作用下，基尼系数逐渐增加，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假设２Ａ得证。

２．岗位替代效应

异质性劳动者投入份额之比Γ，Γ衡量了低技能劳动者被替代情况和岗位创造情况。

若 Γ上升，说明数字化过程中创造的岗位数量大于被替代的劳动者数量；若 Γ下降，则说

明替代效应强度较大，被数字要素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无法被创造效应创造的工作岗位

所完全覆盖。技能溢价 θ是衡量劳动者工资差距的重要指标，技能溢价上升，说明异质

性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反之反是。本文对技能溢价关于 Γ的一阶导进行仿真模拟，根

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３》的数据计算当前我国 Γ等于 ３．３５，因此在模拟过程中将 Γ的取

值范围设定为［０，４］，模拟结果如图 ２ｂ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δθ
δΓ
为大于零的递增函数，

δ２θ
δΓ２
为递减函数，说明在替代效应作用下，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主要原因是

数字化创造的新型岗位（如外卖员、滴滴司机、电商主播）待遇和稳定性低于被替代岗

位，导致收入下降；而高技能岗位（如数据分析师、数字程序维护员）需要较高人力资本，

对低技能劳动者需求少，推高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扩大收入差距。因此，替代效应使基尼

系数上升，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假设 ２Ｂ得证。

３．涟漪效应

异质性劳动者替代弹性 σ是衡量涟漪效应的重要参数。σ越大说明低技能劳动者

转入高技能工作岗位越容易，则涟漪效应越强。本文模拟了在 σ的不同取值下，随着数

字要素的变化，技能溢价 θ对替代弹性一阶导
δθ
δσ
的变化情况。由图 ２ｃ可知，

δθ
δσ
的数字

始终为负，并且随着替代弹性的增加呈下降趋势。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在当前的参数设

定条件下满足：Ｂｈ（１－η）＜Ｂｌη＋φｐｔ，
δθ
δσ
*
δσ
δｐｔ
＞０，即在涟漪效应的作用下，企业数字化转型

能够有效缩小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假设 ２Ｃ得证。

（五）拓展模型分析

企业数字化使得低技能劳动者系统性失业风险增加，而《劳动法》的目的是为了保

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政府通过数字税收政策抵抗失业风险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措施。数字税收政策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裁员成本，增加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

的话语权，提高其工资水平，从而缩小与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低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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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学历水平较低、劳动技能有限，面临的失业风险较高，并且再就业的难度较大，应

将处于劳动结构底层的劳动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因此，政府应将数字税收以失业救助

金、技能培训费等形式转移给劳动者，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压力，为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提

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提高失业者的再就业率。

图 ２　传导机制检验图

注：ａ图中实线、点虚线和长虚线分别代表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增进型技术效率之比 χ分别取

１.２４、１.５４、１.８４的模拟结果。

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要素生产效率。低技能劳动者与数字化资本之间存在

替代关系，数字化并不能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而高技能劳动者与数字化资本

的协同联动效应能够显著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因此，数字化资本提高了高技

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要素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为数字化资本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数据来源。低技能劳动者为数据要素的收集、汇总和存储付出一定的劳动力，使

得数据要素具有一定价值，如滴滴司机、外卖员收集的用户数据。但是，低技能劳动者并

没有从这部分劳动中获得相应的报酬。数字企业通过对“数据＋算法＋算力”的控制，剥

削低技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造成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分配失衡。为了有效缓解与数字要

素有关的收入差距问题，本文提出技能培训补贴、数字税的政策措施。政府按照一定比

率（τ）对企业数字化资本征收数字税，并且将征税所得全部用于低人力资本的技能培训

补贴 ｅｌｔ，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以构建与当前数字化资本发展相适配的劳动力结构。

τｙｐ，ｔ＝ｎｌ，ｔｅ
ｌ
ｔ （３２）

Ｃｉｙ，ｔ＋Ｓ
ｉ
ｔ＝ｗ

ｉ
ｔ＋ｅ

ｉ （３３）

由于技能培训补贴仅发放于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因此，若 ｉ＝ｌ，则 ｅｉ＞０；若 ｉ＝ｈ，则 ｅｉ

＝０。根据前文的思路可得引入技能培训补贴和数字税的基尼系数表达式：

Ｇｔ＝
η（１－η）［γ（１－λ）（１－η）σ－１－λ（ηγ＋τφ）（η＋φｐｔ）

σ－１］

［γ（１－λ）（１－η）σ＋λ（ηγ＋τφ）（η＋φｐｔ）
σ－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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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数字税和技能培训的本质是为了改变传统企业的税收规则，构建数字经济下剩

余价值的分配机制。马克思提出“税收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恩格斯提出“资本家与劳动

者的交易创造出以租金形式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总剩余价值”。① 因此，从本源性

来看，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来源。企业并不参与劳动，只参与生产要素创造的剩余价

值的分配，但是企业获得剩余价值的比例过高，且无需为数字要素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纳

税，而低技能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的投入被忽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法

律制度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身份不明确，再加上数字要素

价值创造体系不够完善，无法对数字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精确测量，从而导致低技能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已有部分国家实施数字税政策，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如英国从 ２０２０

年 ４月开始对一些提供数字化服务且年收入超过 ５亿英镑的企业按照 ２％的税率征收数

字税；法国对线上销售收入、广告收入和在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 ３％的税率征税；印度对

在国内提供数字服务的国外企业征收 ２％的数字税。②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数字税对缓

解收入差距的效果，本文参照已有国家的做法，分别将数字税税率设为 １％、２％和 ３％，对

嵌入数字税和技能培训的理论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仿真结果如图 ３所示。当数字税依次

递增为 １％、２％、３％时，基尼曲线整体下移，说明引入技能培训补贴与数字税政策之后，

基尼系数出现下降趋势，且随着数字税税率的增加，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越大，收入不平等

在一定程度得到有效缓解。

图 ３　数字税的政策效果

注：图中点虚线、实线和长虚线分别代表数字税率分别取 １％、２％、３％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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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加剧收入不平等，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者、数字化资

本和企业数字税的跨期迭代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理论模型与理论分析发现，企业数字

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岗位替代效应和涟漪效应的传导路径加剧收入不平等。通过仿真

模拟发现，在进行参数校准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剧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

为了缓解由数字化引致的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构建嵌入数字税和技能培训补贴的跨期

迭代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税能够有效缓解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与现有文献相

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和仿真模拟检验的方法对数字化影响异质性劳

动者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度研究。但是本文仍有研究不足之处，缺少企业层面数

据的实证研究，这也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综合全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从企业层面考虑，应从多角度出发缓解内部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

企业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缓解企业内部员工收入差距的扩

大。第一，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明确企业薪酬策略和目标，确保薪酬体系能够支持企

业的战略目标。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吸引和保留核心员工、激励员工提升绩效、促进

员工收入分配公平合理。进行市场薪酬调研，收集同行业、同地区、同岗位的薪酬数据，

了解市场薪酬水平和结构，为制定薪酬策略提供参考。设计多元化的薪酬结构，包括基

本薪酬、绩效薪酬、福利和奖励等，以平衡不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提供培训与

发展机会。为员工提供培训与发展机会，帮助低技能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使员工有机

会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鼓励低技能劳动者积极参与企业

内部培训、外部培训、技能进修课程等，提高专业素质与市场竞争力，从而缩小与高技能

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第三，加强交流与透明度。企业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与低收入员

工保持定期交流，为其详细解释薪酬体系构成，分析薪酬差距产生的原因，使员工了解企

业的薪酬政策与决策过程。增加薪酬体系的透明度，向员工公开企业薪酬标准与薪酬结

构，进而减少低收入员工对薪酬差距产生的负面情绪。

（二）从政府层面考虑，应从多方面入手缩小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

政府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缩小异质性劳动者收入差距。第

一，政府应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数字化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在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教育公平是推动社会公平的核心动能。

在当前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背景下，要不断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公平优质、资源

共享的教育体系，铸就优质均衡的教育格局。为此，政府应出台相应教育政策，增加高校

在数字技术方面的教育投入，重视数字要素知识与技能相结合的培养，推动理论教育与

实践教育的协同均衡发展、制定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技能培训方案，为劳动者奠定稳固

的技能学习基础，从初始阶段缩小劳动者之间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本差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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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与数字化岗位适配度；政府在劳动结构转型

的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对数字技术的劳动需求作出准确分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出

台相应的技能培训政策，优化市场整体劳动结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匹配的优质

劳动力。针对失业劳动力建立相关的再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力争让失业劳动者获得与数

字要素相匹配的劳动技能，使其重返劳动岗位。政府要积极引导低技能劳动者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主动参与政府与企业的相关培训项目，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从而缩小与高技能

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第三，加快数字税收体系建设，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以应对数字经济

发展对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实现劳动力结构转型的平稳过渡。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显著变化，对政府财政收支产生巨大影响。政府为扶持数字

创新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财政收入，同时劳动力结构转型中，低技能劳动者的

技能培训等费用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为平衡财政收支，数字税成为必要的解决方案。

本文提出两条数字税收建设路径：一是改进现有税收体系，构建数字税法，优化数字经济

相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针对数字要素特殊性，细致划分课税对象，将数字税作

为新型税种征收，如数字服务税、社保增值税等。第四，加强劳动市场数字信息平台建

设，提高劳动供需双方对接效率。由于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学历水平较低，缺少文化教育，

使其现实生活中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受限，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发生。政府应当根据中国

劳动者供需现状，分层、分类、分区统筹构建劳动力市场就业数字信息平台。一是分层，

从省、市、县层级层层推进整理汇总就业市场信息数据库，各层级相通互联，保障就业信

息高效流通。二是分类，对劳动供给方的教育背景、预期薪资、在职经历、工作技能和技

能证书进行分类归档，对劳动需求方的岗位特征、岗位薪资和技能需求做出详细分类，以

此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三是分区，各层级政府、就业服务中心等可以根据就业信

息平台中的信息主动联系相匹配的劳动供需方，协助对现代信息技术使用能力较低的低

技能劳动者寻找相适配的工作岗位。由此，可以有效提高供需双方匹配率，缩短失业者

再就业的过渡期，减少双方的搜寻成本。□
（责任编辑：游　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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