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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全球工资报告 
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 
 
 
最近的趋势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各地实际工资的增长放慢很多。《2010/11 年全球工

资报告》根据 1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国家统计，估算出平均实际月工资增幅从危机

前 2007 年的 2.8%降至 2008 年的 1.5%和 2009 年的 1.6%。若排除中国（其官方统计只

包括与国家有关的“城镇单位”），本报告计算的实际工资则从 2007 年的 2.2%下降至

2008 年的 0.8%和 2009 年的 0.7%。虽然工资增长率几乎在所有国家均已放慢，但是，

工资增长为负数的国家和地区在 2008 年的抽样中占四分之一以上，而在 2009 年的抽

样中占五分之一。 
 
 

图 1     2006–09 年全球工资增长 

（年同比变化，按实际价格计算，以百分比为单位） 

 
注：全球工资增长的计算方法是对实际月平均工资的年同比实际或估算增长进行加权平均，包括

115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世界所有雇员的 94%。覆盖范围和方法见《2010/11 年全球工资报告》

技术附件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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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长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别（见图 2）。本报告估算，在发达国家，危机前

一直以每年约 0.8%速度增长的实际工资，在危机爆发时的 2008 年下降了 -0.5%, 继而

在 2009 年增长 0.6%。在东欧和中亚，实际工资增长从 2007 年(那时的工资自从转轨初

期崩溃后依然还处在恢复中)的平均约 17.0%下降至 2008 年的 10.6%和 2009 年的-
2.2%。1 在中欧和东欧，实际工资从 2007 年的 6.6%下降至 2008 年的 4.6% 和 2009 年

的-0.1%。在亚洲，实际工资增长在 2006-09 年期间超过 7%，2007 年为 7.2%，2008 年

为 7.1%，2009 年为 8.0%。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际工资增长据估算从 2007 年的

3.3%减至 2008 年的 1.9%和 2009 年的 2.2%。至于非洲，我们的初步估算显示，月实际

工资的增长率在 2007 年为 1.4%，2008 年下降至 0.5%，2009 年反弹至 2.4%。在中

东，由于迄今为止报告其工资数据的国家为数太少，对 2008 和 2009 年的工资增长即

使作初步的估算也为时尚早。然而，可获得的先前年份的数据表明，中东的工人（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工人）工资即使在危机前也未快速增加。 

 
图 2     2000-09 年区域工资增长（按年均百分比计算） 

          
— —  初步估算 (基于约 75%的覆盖面)。 

         ------ 暂定估算 (基于约40–60%的覆盖面)。 

                                                 
1正如《2008/09年全球工资报告》所强调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各国工资在危机前的快速增长,

实属 90年代初经济转轨早期经历崩溃后复苏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

此外，危机前独联体国家的就业增长相对疲弱，因此，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率的提

升所驱动，进而带动工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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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的危机与工资政策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本次危机对平均工资产生的短期影响，应该放在危机前工资在 GDP
中的份额长期下降和工资的持久节制这一背景下来认识。表 1 的数据以更广的视野展

现 2000 年以来十年的工资演变情况（以 1999 年为基准年）。该表显示全球平均工资

在该时期几乎上升四分之一。上升的动力源自 1999 年以来工资几乎翻番的发展中区

域，如亚洲，和工资几乎增加两倍（这部分反映 90 年代工资下滑的程度）的东欧和中

亚国家。与此相比，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在整个十年只增加 5%，反映出这是一个工资

节制的时期。 

表 1     1999 年以来各地区累计工资增长（1999 年=100） 

 1999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先进国家 100 104.2 105.0 104.5 105.2 
中欧和东欧 100 144.8 154.4 161.4 161.3 

东欧和中亚 100 264.1 308.9 341.6 334.1 

亚洲 100 168.8 180.9 193.8 209.3* 

拉美和加勒比 100 106.7 110.3 112.4 114.8 

非洲 100 111.2* 112.8* 113.4** 116.1** 

中东 100 101.9* 102.4* … … 

世界 100 115.6 118.9 120.7 122.6 

* 初步估算 (基于约75%的覆盖面)。                  
 ** 暂定估算 (基于约40-60%的覆盖面)。 
 … 无估算。 

注：覆盖范围和方法见《2010/11 年全球工资报告》技术附件一。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本报告还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三分之二以上有数据的国家中，

低工资—定义为低于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 — 人群的比例已经上升。这包括阿根廷、

中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大韩民国、波兰和西班牙等国。在这些国家以及

低工资比例很高或日益增加的其它国家，存在着大批人会被抛在后面的风险。进入报

酬更好岗位的机率很低，而深陷低报酬岗位的风险却很高。这进而会增加社会紧张，

特别是如果某些群体认为自己在危机期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却未能均衡分享到先前扩

张期 — 以及可能未来的复苏 — 的好处。我们的报告还指出，持续存在的低报酬和工

资差距含有强烈的歧视成分。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报酬工人通常是青年，

不成比例地多为女性，并更有可能是弱势少数民族、种族或移民群体成员。这些特征

集中在低报酬工人身上，导致其工作价值被低估。 



 
 

另一正在出现的担心是危机前的工资停滞实际上可能促成了危机，同时削弱了经

济迅速复苏的能力。虽然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引发牵涉到许多其它因素，但有一种

观点认为，本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危机前总需求的下降。将工资转化为利润、从

中等工资收入者转向高工资收入者的再分配，使收入从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个人转移至

储蓄更多的人，进而减少了总需求。在危机前，有的国家能够通过增加负债来维持家

庭消费，而有的国家则主要使经济基于出口来维持。然而这种模式证明难以为继。未

来，各国可能会认为，更为强劲的家庭消费，那种由挣得的收入而不是由增加债务所

支撑的家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会符合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报告提出，工资政策可以为建立一个更为持续的经济社会模式作出积极贡

献。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均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平衡、更公正的复苏，因为这会确保低

工资的工人家庭和住户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中获得公平份额的成果。《2008/09
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在集体谈判覆盖 30%以上雇员的国家，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

联系更为有力，最低工资可以减少工资分配下半部分的不均等。我们目前的报告显示

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也有助于减少低工资工人的比例。 

然而，工会在向弱势工人努力伸出援手和建立有效最低工资制度方面，依然同时

面临相当的挑战。除了改进工资决定机制外，本报告强调需采取政策措施，以减少低

工资者陷入贫困的风险。诸如税款抵减等工作中享有的待遇，特别是辅之以有效的工

资底线管理，肯定是于事有补的。在那些由于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工作中的待遇不

是可行选项的国家，需要考虑向贫困家庭提供更为直接的收入资助（如现金转移）。

因此，工资和收入政策应该放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框架内制定，不同的政策要素在该框

架中得以审慎和连贯一致的确定。在危机时期和复苏时期，为弱势工人家庭确保“最

低收入”，其重要性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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