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曳渊简称叶劳动合同

法曳冤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

过袁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遥在此之前袁我国关于

劳动保护的法律是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曳渊简称

叶劳动法曳冤袁该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遥制定与

实施叶劳动合同法曳的目的是增强叶劳动法曳的执行力

度袁完善劳动合同制度袁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袁构建和发展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遥

与叶劳动法曳相比袁叶劳动合同法曳为增强劳动规

制执行力度袁主要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新规定院1.
对于所有企业袁 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遥 2.劳动者仅需满足以下三个情形之一即可

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院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满十年的曰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

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袁 劳动者在该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的曰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再续订的遥
此外袁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袁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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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遥 3.对劳动合同应具备条款的

新规定袁除了叶劳动法曳中所要求的劳动合同期限尧工
作内容尧劳动报酬等袁新增两个内容院工作时间和休

息休假尧社会保险遥 4.对经济补偿进行了详细规定袁
用人单位违反叶劳动合同法曳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袁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袁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行曰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袁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遥
从内容上看袁叶劳动合同法曳 规定了一个更强更

统一的劳动规制执行标准遥 关于订立书面合同以及

违反规定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的相关规定袁 理论上

会使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提高曰 关于订立无固

定期限合同的相关规定袁 理论上会使工人签订无固

定期限合同的比例提高遥然而袁在现实中企业可能会

采取措施规避叶劳动合同法曳的这些要求袁这使得叶劳
动合同法曳的实施效果可能不符合预期遥 譬如野华为

门冶事件袁华为公司于 2007 年 9 月通过了鼓励员工

辞职方案袁辞职员工随后即可以竞聘上岗袁职位和待

遇基本不变袁 唯一的变化就是再次签署的劳动合同

和工龄袁并且必须在叶劳动合同法曳实施之前完成遥共
计将有超过 7000 名工作超过 8 年的老员工袁需要逐

步完成野先辞职再竞岗冶袁与华为公司签订新的劳动

合同遥 野华为门冶事件显然是以规避叶劳动合同法曳中
关于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为目的袁 这无疑会

减少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比例袁 并且也使工

人的劳动合同期限更容易发生变化渊是指在无合同尧
短期合同尧 长期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之间的变

化冤遥因此袁叶劳动合同法曳施行后袁工人签订合同的比

例渊包括短期合同尧长期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冤既
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袁并且叶劳动合同法曳的施

行使得工人在叶劳动合同法曳施行前后的劳动合同期

限变化程度比未施行前的时期更大遥
本文将利用工人在叶劳动合同法曳施行前后的劳

动合同期限变化比未施行前的时期更大这一事实袁
来识别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工人的一系列影响遥 具

体而言袁1. 本文利用 2007-200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

查数据渊CHIP冤对城镇住户样本中受雇佣样本的研

究发现袁相比于无合同工人袁签订无固定期限或长期

合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工作收入尧更低的工作时间尧
更不可能想找新工作以及更高的幸福感袁 而签订短

期合同的工人与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曰2. 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中的部分独特面板数据袁研
究发现相比于合同期限没有发生变化的工人袁 合同

期限变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其工作时间和想找

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下降袁幸福感显著提高袁而对其

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由无合同或短期

合同变为长期合同的工人其幸福感显著提高袁 而对

其工作收入尧 工作时间以及想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没

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变为无固定期限或者长期合

同对工人的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袁 说明企业主与

工人签订合同时可能存在野补偿性等价冶袁即企业主

如果给工人提供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保障时袁使
工人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环境袁 作为补偿企业主不

需要给工人再提供更高的工资遥 合同期限由无固定

期限合同变为无合同尧 短期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人

其工作收入和幸福感显著下降袁 想找新工作的可能

性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曰合同期

限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的工人其想找

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

间及幸福感均没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在无合同和

短期合同之间变化的工人袁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及

幸福感没有显著变化遥
本文创新点是利用 CHIP 2007-2008 年独特的

个人面板数据袁 从工人角度考察劳动合同期限变化

对工人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

福感的因果影响效应袁为考察叶劳动合同法曳影响后

果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遥

二尧文献综述

既有的关于叶劳动合同法曳影响后果的研究主要

是基于企业视角袁 由于难以衡量劳动规制强度以及

难以将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剥离袁这些研究均

无法较为准确地识别叶劳动合同法曳的影响[1][2][3][4]遥 与

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院 一支是考察劳动规制

对企业影响后果的文献曰 另一支是考察 叶劳动合同

法曳和劳动合同期限对工人影响后果的文献遥

渊一冤劳动规制对企业影响后果的文献

关于劳动规制影响后果的文献在理论和经验研

究上已较为成熟遥在理论研究方面袁劳动规制对企业

可能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袁 它给工人提供了就业

保障袁然而也使雇主更不想雇佣工人袁使得劳动力市

场缺乏灵活性 袁 导致潜在的低就业和低工资 遥
Hopenhayn and Rogerson渊1993冤指出袁劳动规制增强

使得解雇成本增加袁这将会降低企业雇佣和生产率[5]遥
而 Bentolila and Bertola 渊1990冤 发现解雇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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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在经济好的时候会降低雇佣渊雇佣的边际成本上

升冤袁而在经济差时会减少解雇渊因为解雇员工的成本

更高冤[6]遥 MacLeod and Nakavachara渊2007冤则认为劳

动规制对企业可能具有正面的影响袁 他们构建了一

个考虑专业性技能投资的模型袁 发现当对雇主解雇

员工的行为进行限制时袁 会激励员工进行更多的与

企业相关的特定投资袁 并且利用美国各州数据也表

明相比于随意雇佣法案袁 默认契约以及正当解雇的

实行会使员工进行更高的专业性技能投资[7]遥
关于劳动规制影响后果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劳动

规制对企业的影响是一把野双刃剑冶遥 大多数经验研

究发现劳动规制对企业的产出尧 雇佣数量和生产率

有负向影响遥Holmes渊1998冤对美国各州的研究表明袁
那些亲雇主法案的州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更多 [8]遥
Bert-rand and Kramarz渊2002冤利用分区董事会批准上

时间和地区的差异袁 发现准入规制会阻碍法国零售

部门雇佣数量增长[9]遥 Autor et al.渊2006冤采用 1978-
1999 年美国人口调查渊CPS冤的月度数据渊各州雇佣

数量和个人收入数据冤袁 估计了过去 30 年美国各州

法院采用的不正当解雇保护法渊wrongtul-disc-harge
protections冤对雇佣数量和工资的影响袁结果发现不

正当解雇法的采用 渊默认契约 袁implied-contract
exception冤 会使该州的就业率下降 0.8%-1.7%[10]遥
Autor et al.渊2007冤发现不正当解雇保护法会降低雇

佣流入尧企业进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袁并且会使企

业更致力于资本深化以及改变生产技术[11]遥 Bird and
Knopf渊2009冤利用 1977-1999 年美国各州法院采用

不正当解雇法的不同时点袁 通过将近 18000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发现袁 采用不正当解雇法会显著提高

劳工成本袁 并且对企业总利润和生产率有显著负向

影响[12]遥
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倾向于是负

向的遥 Besley and Burgess渊2004冤利用印度各州对劳

资争议法案渊Industrial Disputes Act冤修改方向的不

同袁考察 1958-1992 年印度各州劳资关系环境对制造

业增长模式的影响[13]遥 发现相比于实行亲雇主渊pro-
employer冤或者中性渊neutral冤劳动规制法案的州袁那
些实行亲劳工渊pro-worker冤劳动规制法案的州袁其正

规制造业部门的企业产出尧雇佣数量尧投资和生产率

更低袁并且伴随着城市贫困的上升袁说明亲劳工的劳

动规制可能最终会伤害到穷者遥 Almeida and Carne-
iro渊2009冤对于巴西城市的研究发现更严格的劳动

规制会限制企业的规模袁并增加失业[14]遥
虽然多数文献都认为严格的劳动规制 渊即阻止

雇主与员工谈判或终止合同冤是无效率且僵化的袁然
而这些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劳动规制的事后无效率结

果渊ex post inefficient outcomes冤袁对于劳动规制的事

前激励效应渊ex ante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冤的研究

还很少遥 关于事前激励效应的相关研究表明劳动规

制对企业表现具有正向影响遥 Acharya et al.渊2010冤
从事前激励效应角度进行研究袁 他们认为较强的劳

动规制可能是合意的袁 因为这使雇主承诺不会惩罚

短期失败的行为袁 将会激励员工进行有利于企业长

期价值最大化的活动渊如创新活动冤[15]遥 例如袁不正当

解雇保护法会限制雇主在研发成功后对研发人员敲

竹杠的能力袁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创新精神遥 Acharya
et al.渊2010冤利用五个国家的企业数据袁采用专利及

被引次数作为创新的代理指标袁研究发现袁严格的劳

动规制渊特别是关于不正当解雇保护的规定冤促进了

企业创新[15]遥 类似地袁Acharya et al.渊2014冤利用1971-
1999 年美国各州的数据袁采用 Autor et al.渊2006冤构
造的美国各州不正当解雇法 渊wrongful discharge
laws冤 指标袁 研究发现不正当解雇法会刺激企业创

新袁并且会使企业扩张[16]遥
我国叶劳动合同法曳施行之后袁也有一批文献考

察其对企业的影响后果袁 多数文献发现 叶劳动合同

法曳施行对企业有负向影响袁譬如提高企业人工成本

粘性尧降低企业经营弹性尧使企业出现投资不足以及

影响企业雇佣数量等[1][2][3][17]曰然而也有相关文献表明

叶劳动合同法曳的施行具有正向影响袁譬如提高企业

生产率和促进企业创新[4][18]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由于叶劳
动合同法曳是全国施行的袁难于找到衡量各地区或各

企业面临的劳动规制强度指标袁并且难于将叶劳动合

同法曳对企业的影响与 2008 年 10 月受到的全球经济

危机的影响区分开袁因此袁以上关于我国企业的研究

均无法较为准确地识别叶劳动合同法曳的影响遥

渊二冤叶劳动合同法曳和劳动合同期限对工人影响

后果的文献

关于叶劳动合同法曳对工人影响后果的研究袁既
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其对工人签订合同概率以

及社保参与率的影响遥 Becker and Elfstrom渊2010冤对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考察发现袁在叶劳动合同法曳
施行之后袁签订合同的工人比例上升袁且有工伤保险

的比例有所增加袁 并且对年轻工人的影响更大 [19]遥
Freeman and Li渊2013冤利用叶劳动合同法曳生效前后

对珠三角 9 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袁研究发现叶劳动合

同法曳的施行提高了农民工的书面合同签订率袁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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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合同的签订也会进一步提升其社会保险覆盖率袁
此外还降低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发生率袁农民工工作

企业的工会覆盖率也有所上升[20]遥 但是 Freeman and
Li 将 2008 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作为 叶劳动合同

法曳实行效果的依据并不合适袁他们没有考虑到劳动

规制实行强度的问题袁也低估了 2008 年全球经济危

机的影响遥Gao et al.渊2012冤利用 CHIP 2007-2008 年

移民工人数据袁研究发现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渊特
别是长期合同冤袁其社保参与率显著提高袁并且当移

民工人的合同期限由短期合同变为长期合同时袁这
种影响更大[21]遥 然而袁这支文献与本文关注的焦点并

不相同遥
关于劳动合同期限对工人影响后果的研究文献

则相对较少遥 孙睿君和李子奈 渊2010冤 利用 CHIP
2002 年数据研究发现袁在排除特征因素和选择性因

素后袁 长期劳动合同工的工资比短期劳动合同工低

42.84%袁比无劳动合同员工高 29.6 %袁长期劳动合

同与短期劳动合同的工资差异符合补偿性工资差别

理论袁 企业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存在工资歧

视[22]遥 陈祎和刘阳阳渊2010冤利用野在京进城务工人员

收入和社会网络状况调查冶数据袁考察叶劳动合同法曳
施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袁 利用干预效应

模型解决选择性偏误后袁发现相比于无合同的工人袁
签订合同的工人月收入提高约 14.0%-14.9%袁 小时

收入提高约 18.2%-21.5%[23]遥 这支文献与本文研究

较为接近袁然而由于这支文献均使用截面数据袁无法

考察个体劳动合同期限发生变化后的影响袁 并且对

劳动合同期限仅划分为无合同与有合同 渊或者无合

同尧短期合同和长期合同冤遥 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使

用 CHIP 2007-2008 年独特的个人面板数据袁 考察

个体劳动合同期限发生变化的因果影响效应袁 并且

本文将劳动合同期限细分为无合同尧短期合同尧长期

合同尧无固定期限合同遥

三尧数据与识别策略

渊一冤数据尧变量与统计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2007 和 2008 年中国

家庭收入调查中的城镇住户样本数据渊CHIP 2007-
2008冤袁并且仅保留调查时被雇佣的受访者渊年龄限

定为 16-60 岁冤袁即剔除家庭帮工尧自我经营和打零

工的受访者袁因为虽然家庭帮工尧自我经营和打零工

的受访者其回答一般是野没有签订合同冶袁然而这与

没有签订合同的被雇佣的受访者有本质区别 遥

CHIP 2007 和 2008 年数据均包含 5000 个流动人口

家庭尧8000 个农村家庭和 5000 个城镇家庭样本袁城
镇和农村样本来自北京尧浙江尧河南尧四川等 17 个省

区袁 流动人口样本来自出现在城镇和农村调查中的

9 个省份 15 个城市袁CHIP 2007 和 2008 年的大部

分数据可形成面板数据遥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有四个院1. 月工作收入

渊Month_Inc冤袁取自然对数袁包括工资尧奖金尧津贴和

实物折现袁并且我们利用消费物价指数将 2008 年工

作收入调整为以 2007 年为基准的水平曰2. 周工作小

时 渊Work_Hour冤袁 是指该工作平均每周工作多少小

时曰3.是否想找新工作渊Seek冤袁是指目前是否还在积极

寻找另一份工作袁是为 1 否为 0曰4.幸福感渊Happy冤袁
是指考虑到生活各个方面受访者的总体幸福水平袁
值越高表示越幸福渊范围 1-4冤遥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两类院 一类是工人

的劳动合同期限袁包括院1.无固定期限合同渊Porma-
nent冤袁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

的劳动合同袁即固定工曰2.长期合同渊Long_Term冤袁是
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所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为一年

及以上曰3.短期合同渊Short_Term冤袁是指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所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为一年以下曰4. 无合同

渊No_Contract冤袁是指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遥另一类是 2007-2008 年间工人劳动合同期限的变

化情况袁包括院1.合同期限没有变化渊No _Change冤曰2.
由无合同尧 短期或长期合同变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渊To_Perm冤曰3. 由无合同或短期合同变为长期合同

渊To_long冤曰4.由无固定期限合同变为无合同尧短期合

同或长期合同渊Lose_Perm冤曰5.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

同或短期合同渊Lose_long冤曰6.在无合同和短期合同

之间的变化渊Between_S_N冤遥
本文控制变量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尧 社保参

与情况尧工人职业尧受雇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受雇企业

所在行业遥 表 1 给出了 CHIP 2007 和 2008 年数据

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譹訛袁可见 CHIP 2007-2008 年城镇

样本的 5000 个个体中袁 有将近 4950 个个体是面板

追踪样本遥 以 2008 年为例袁受访者平均每月工作收

入为 2605 元袁平均每周工作 42.40 小时袁想找新工

作的受访者比重约为 10.5%袁 平均幸福感水平为

3.27渊范围为 1-4袁值越高越幸福冤遥 在劳动合同方

面袁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 37.4%袁签订长期

合同的比例为 52.4%袁 签订短期合同的比例为

3.4%袁没有签订合同的比例为 6.8%遥 其他变量指标

也具有良好的统计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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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渊2007-2008 面板冤

表 2 给出了 2007-2008 年工人劳动合同期限

的变化情况袁 其中合同期限没有变化的工人比重为

67.1%袁由无合同尧短期或长期合同变为无固定期限

合同的工人比重为 9.7%袁由无合同或短期合同变为

长期合同的工人比重为 6.7%袁由无固定期限合同变

为无合同尧 短期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人比重为

11.1%袁 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的工人

比重为 3.8%袁在无合同和短期合同之间的变化的工

人比重为 1.5%遥

表 2 合同期限变化情况渊2007-2008 面板冤

渊二冤识别策略

本文的识别策略分为两步遥 首先袁 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的混合截面数据特征袁 考察工人

劳动合同期限与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

工作以及幸福感的相关性曰其次袁利用 CHIP 2007-
2008 年数据的面板数据特征袁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

限变化对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

及幸福感的影响遥
估计模型渊1冤是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

的混合截面数据特征的估计袁Yict 代表本文关注的四

个被解释变量袁分别为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

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曰Contract'ict 为工人的劳动合同

期限袁包含无固定期限合同尧长期合同尧短期合同和

无合同袁 以无合同为参照组曰T 为年份虚拟变量

渊2008 年为 1袁2007 年为 0冤曰Z'ict 是一系列控制变

量袁包含人口学特征尧社保参与情况尧工人职业尧受雇

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受雇企业所在行业曰啄c 是城市固

定效应曰着ict 是随机扰动项曰下标 i尧c尧t 分别表示受访

工人尧所在城市以及受访年份遥这一模型中本文关心

的估计系数是 茁o遥
估计模型渊2冤是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

的面板特征的估计袁 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

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

的影响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估计模型渊2冤仅利用 CHIP
2008 年数据进行估计袁与估计模型渊1冤的不同之处

在于在模型中加入了工人 2007-2008 年间劳动合

同期限变化的变量渊即 V'ic冤袁包含合同期限没有变

化渊No_Change冤曰由无合同尧短期或长期合同变为无

固定期限合同渊To_Perm冤曰由无合同或短期合同变

为长期合同渊To_Long冤曰由无固定期限合同变为无合

同尧短期合同或长期合同渊Lose_Perm冤曰由长期合同

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渊Lose_Long冤以及在无合同

和短期合同之间的变化渊Between_S_N冤遥以合同期限

没有变化为参照组袁并且控制了工人 2007 年的劳动

合同期限渊即 Contract'ic,2007冤遥 Z'ic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袁
包含人口学特征尧社保参与情况尧工人职业尧受雇企

业所有制类型和受雇企业所在行业曰啄c 是城市固定

效应袁着ic 是随机扰动项袁下标 i尧c 分别表示受访工人

和所在城市遥这一模型中本文关心的估计系数是 渍遥
Yict=琢0+Contract'ict窑茁0+酌窑T+Z'ict窑兹0+啄c+着ict 渊1冤
Yic=琢1+Contract'ict,2007窑茁1+V'ic窑渍+Z'ic窑兹1+啄c+着ic 渊2冤
此外袁在两个估计模型中袁我们均采用两种系数

估计稳健标准误袁一种是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袁
另一种是聚类到家庭层面的标准误袁 这是由于有些

受访个体生活于同一个家庭曰 对于被解释变量为是

否想找新工作渊Seek冤时袁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遥

变量名 定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No_Change 合同期限没有变化 4945 0.671 0.470
To_Perm 由无合同尧短期或长期合同变为无固定期

限合同
4945 0.097 0.297

To_Long 由无合同或短期合同变为长期合同 4945 0.067 0.251
Lose_Perm 由无固定期限合同变为无合同尧短期合同

或长期合同
4945 0.111 0.314

Lose_Long 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 4945 0.038 0.191
Between_S_N 在无合同和短期合同之间的变化 4945 0.015 0.123

变量名 定义
2007 2008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Month_Inc 月工作收入 4943 2334 1944 4939 2605 2816
Work_Hour 周工作小时 4939 42.598 9.252 4936 42.400 8.698

Seek 是否想找新工作 4942 0.117 0.322 4939 0.105 0.307
Happy 幸福感 2929 3.294 0.592 2959 3.269 0.553

Permanent 无固定期限合同 4950 0.391 0.488 4945 0.374 0.484
Long_Term 长期合同 4950 0.479 0.500 4945 0.524 0.499
Short_Term 短期合同 4950 0.062 0.241 4945 0.034 0.181
No_Contract 无合同 4950 0.068 0.252 4945 0.068 0.252

Age 年龄 4950 39.406 9.309 4945 39.348 9.271
Male 是否男性 4950 0.581 0.493 4945 0.580 0.494

Elementary 小学及以下 4923 0.017 0.128 4944 0.017 0.129
Junior 初中 4923 0.157 0.364 4944 0.154 0.361
Senior 高中 4923 0.248 0.432 4944 0.245 0.430

Vocational 专科 4923 0.374 0.484 4944 0.365 0.482
College 本科及以上 4923 0.205 0.404 4944 0.219 0.414
Han 是否汉族 4949 0.990 0.099 4945 0.991 0.093

Unmarry 是否未婚 4939 0.134 0.341 4942 0.118 0.323
Hukou 是否非农户口 4921 0.971 0.169 4939 0.971 0.167
Health 健康水平 4950 3.950 0.696 4945 3.830 0.680
Pop 家庭人口数 4950 3.155 0.843 4945 3.204 0.884

Medical_Ins 医疗保险 4950 0.890 0.313 4942 0.939 0.239
Unemp_Ins 失业保险 4831 0.684 0.465 4805 0.739 0.439
Pension_Ins 养老保险 4915 0.862 0.345 4906 0.881 0.323
Injury_Ins 工伤保险 4686 0.612 0.487 4635 0.663 0.473

House_Fund 住房公积金 4890 0.599 0.490 4870 0.624 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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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所有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169*** 3.698*** 2.056*** 2.627*** 6.169*** 3.698*** 2.056*** 2.627***
(0.166) (0.084) (0.418) (0.193) (0.174) (0.103) (0.548) (0.245)

观测数 10758 10735 10746 6344 10758 10735 10746 6344
调整后 R2 0.438 0.051 0.100 0.114 0.438 0.051 0.100 0.114
聚类组数 18 18 18 18 3973 3967 3971 3196

四尧估计结果

渊一冤利用 CHIP 2007-2008 混合截面数据特

征的估计结果

表 3 给出了利用 CHIP 2007-2008 混合截面数

据特征的估计结果袁 旨在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限与

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

的相关性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 当被解释变量为工作小

时尧是否想找新工作和幸福感时袁我们在估计模型中

控制其工作收入变量遥

表 3 利用混合截面数据特征的估计结果

注院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估计值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袁渊1冤-
渊4冤栏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袁渊5冤-渊8冤栏标准误聚类到家

庭层面曰***尧**尧* 分别表示 1%尧5%尧10%显著水平遥

由表 3 可以看出袁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与聚

类到家庭层面对估计结果影响不大袁 由于聚类到城

市层面更为严格袁本文以表 3 第渊1冤-渊4冤列对回归

结果进行说明遥
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收入时袁 无固定期限合同变

量系数估计值为 0.310袁在 1%水平上显著袁长期合

同变量系数估计值为 0.191袁 在 1%水平上显著袁而
短期合同变量系数估计不显著遥 这表明相比于无合

同工人袁 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人的

工作收入更高袁 并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收

入高的更多袁 而签订短期合同的工人的工作收入与

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时间时袁 无固定期限合同变

量系数估计值为-0.064袁在 1%水平上显著袁长期合

同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036袁 在 5%水平上显著袁而
短期合同变量系数估计不显著遥 这表明相比于无合

同工人袁 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人的

工作时间更短袁 并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的

工作时间短更多袁 而签订短期合同的工人的工作收

入与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想找新工作时袁 无固定期限

合同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560袁 在 1%水平上显著袁
长期合同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264袁在 1%水平上显

著袁而短期合同变量系数估计不显著遥这表明相比于

无合同工人袁 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

人想找新工作的意愿更低袁 并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

同的工人的低更多袁 而签订短期合同的工人的工作

收入与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被解释变量是为幸福感时袁 无固定期限合同变

量系数估计值为 0.138袁在 1%水平上显著袁长期合

同变量系数估计值为 0.099袁 在 1%水平上显著袁而
短期合同变量系数估计不显著遥 这表明相比于无合

同工人袁 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人的

的幸福感更高袁 并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幸

(1) (2) (3) (4) (5) (6) (7) (8)
Month_Inc Work_Hour Seek Happy Month_Inc Work_Hour Seek Happy

Permanent 0.310*** -0.064*** -0.560*** 0.138*** 0.310*** -0.064*** -0.560*** 0.138***
(0.037) (0.014) (0.097) (0.034) (0.027) (0.018) (0.077) (0.035)

Long_Term 0.191*** -0.036** -0.264*** 0.099*** 0.191*** -0.036** -0.264*** 0.099***
(0.035) (0.014) (0.069) (0.031) (0.024) (0.015) (0.063) (0.032)

Short_Term 0.037 -0.005 0.033 0.025 0.037 -0.005 0.033 0.025
(0.026) (0.016) (0.090) (0.044) (0.029) (0.017) (0.081) (0.043)

Year_Dum 0.084*** -0.010 -0.052 -0.006 0.084*** -0.010 -0.052 -0.006
(0.016) (0.013) (0.050) (0.018) (0.009) (0.006) (0.039) (0.014)

ln Month_Inc 0.018* -0.253*** 0.058** 0.018** -0.253*** 0.058***
(0.010) (0.041) (0.023) (0.009) (0.040) (0.016)

Age 0.027*** 0.006 0.007 -0.023*** 0.027*** 0.006 0.007 -0.023***
(0.008) (0.004) (0.020) (0.007) (0.006) (0.003) (0.019) (0.008)

Age2 -0.003*** -0.001* -0.003 0.002** -0.003*** -0.001* -0.003 0.002**
(0.001) (0.000) (0.003) (0.001) (0.001) (0.000) (0.002) (0.001)

Male 0.220*** 0.029*** 0.111*** -0.035 0.220*** 0.029*** 0.111*** -0.035**
(0.011) (0.006) (0.023) (0.021) (0.011) (0.005) (0.033) (0.014)

Junior 0.036 0.004 0.042 -0.025 0.036 0.004 0.042 -0.025
(0.058) (0.035) (0.119) (0.066) (0.047) (0.030) (0.129) (0.059)

Senior 0.116* -0.025 0.089 0.008 0.116** -0.025 0.089 0.008
(0.066) (0.037) (0.108) (0.065) (0.048) (0.031) (0.129) (0.059)

Vocational 0.330*** -0.032 0.126 0.004 0.330*** -0.032 0.126 0.004
(0.072) (0.036) (0.100) (0.069) (0.049) (0.031) (0.132) (0.060)

College 0.529*** -0.047 0.118 0.014 0.529*** -0.047 0.118 0.014
(0.078) (0.036) (0.136) (0.070) (0.052) (0.031) (0.142) (0.064)

Han 0.027 -0.017 -0.372* 0.050 0.027 -0.017 -0.372** 0.050
(0.057) (0.032) (0.198) (0.083) (0.059) (0.028) (0.178) (0.084)

Unmarry -0.123*** 0.002 0.090 -0.126*** -0.123*** 0.002 0.090 -0.126***
(0.027) (0.014) (0.056) (0.029) (0.026) (0.012) (0.070) (0.036)

Hukou -0.029 -0.058*** -0.097 -0.066 -0.029 -0.058*** -0.097 -0.066
(0.064) (0.018) (0.107) (0.050) (0.036) (0.018) (0.101) (0.045)

Health 0.023** 0.002 -0.079*** 0.204*** 0.023*** 0.002 -0.079*** 0.204***
(0.009) (0.008) (0.030) (0.012) (0.009) (0.006) (0.030) (0.012)

Pop -0.042*** 0.003 0.030 0.029** -0.042*** 0.003 0.030 0.029**
(0.011) (0.004) (0.031) (0.011) (0.009) (0.004) (0.025) (0.011)

Medical_Ins 0.107*** 0.017 -0.011 0.031 0.107*** 0.017 -0.011 0.031
(0.028) (0.015) (0.080) (0.036) (0.022) (0.014) (0.068) (0.031)

Unemp_Ins -0.064** -0.003 0.043 -0.054*** -0.064*** -0.003 0.043 -0.054**
(0.028) (0.009) (0.057) (0.016) (0.018) (0.011) (0.059) (0.025)

Pension_Ins -0.064** -0.015 0.030 -0.021 -0.064*** -0.015 0.030 -0.021
(0.024) (0.011) (0.086) (0.020) (0.020) (0.013) (0.067) (0.026)

Injury_Ins 0.028 -0.013 -0.032 0.047** 0.028* -0.013 -0.032 0.047**
(0.025) (0.010) (0.087) (0.017) (0.016) (0.008) (0.054) (0.022)

House_Fund 0.214*** -0.008 -0.154*** 0.046** 0.214*** -0.008 -0.154*** 0.046**
(0.026) (0.011) (0.049) (0.017) (0.016) (0.009) (0.051)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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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高的更多袁 而签订短期合同的工人的工作收入

与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接下来袁本文考察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遥年份虚

拟变量渊Year Dum冤仅在被解释变量为工作收入时

显著为正袁其余均不显著袁这说明平均而言袁相比于

2007 年袁2008 年工人仅在工作收入上有显著提高袁
而对于工作时间尧 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的变

化不大曰年龄与工作收入的关系具有倒野U冶型曲线

特征袁而与幸福感的关系具有野U冶型曲线特征曰相比

于女性袁男性在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以及是否想找新

工作方面更加看重袁而幸福感水平却低于女性曰在学

历方面袁高中尧专科与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更高的收入曰
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四个指标中差异不大曰相比于已婚

人口袁未婚人口具有更低的收入和幸福感水平遥此外袁
参与不同社会保险对工作收入有正负两种影响遥

渊二冤利用 CHIP 2007-2008 面板数据特征的

估计结果

表 4 给出了利用 CHIP 2007-2008 面板数据特

征的估计结果袁 旨在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

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

的影响遥

表 4 利用面板数据特征的估计结果

注院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估计值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袁渊1冤-
渊4冤栏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袁渊5冤-渊8冤栏标准误聚类到家

庭层面曰***尧**尧* 分别表示 1%尧5%尧10%显著水平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 我们在方程中控制了受访者在

2007 年的劳动合同期限尧2007 年的工作收入以及受

访者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袁 这些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受访者的能力水平袁 将其控制后我们能够估计

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工人的因果影响效应遥
此外袁当被解释变量为工作小时尧是否想找新工

作和幸福感时袁我们在估计模型中控制其在 2008 年

的工作收入变量遥由表 4 可以看出袁标准误聚类到城

市层面与聚类到家庭层面对估计结果影响不大袁由
于聚类到城市层面更为严格袁 本文以表 4 第 渊1冤-
渊4冤列对回归结果进行说明遥

表 4 的估计结果表明袁 相比于合同期限没有发

生变化的工人袁 合同期限变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

人其工作时间和想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下降袁幸
福感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曰合同

期限由无合同或短期合同变为长期合同的工人其幸

(1) (2) (3) (4) (5) (6) (7) (8)
Month_Inc Work_Hour Seek Happy Month_Inc Work_Hour Seek Happy

To_Perm 0.038 -0.058** -0.351** 0.084* 0.038 -0.058** -0.351*** 0.084**
(0.023) (0.026) (0.137) (0.048) (0.025) (0.028) (0.118) (0.039)

To_Long 0.055 -0.040 -0.091 0.199*** 0.055 -0.040 -0.091 0.199***
(0.038) (0.037) (0.127) (0.054) (0.040) (0.033) (0.154) (0.065)

Lose_Perm -0.070** -0.012 0.361*** -0.086** -0.070*** -0.012 0.361*** -0.086**
(0.027) (0.030) (0.111) (0.035) (0.025) (0.019) (0.117) (0.040)

Lose_Long -0.062 0.008 0.209* -0.031 -0.062** 0.008 0.209 -0.031
(0.039) (0.024) (0.119) (0.073) (0.031) (0.023) (0.134) (0.063)

Between_S_N -0.012 -0.050 0.210 -0.031 -0.012 -0.050 0.210 -0.031
(0.042) (0.054) (0.242) (0.091) (0.059) (0.064) (0.204) (0.095)

ln Month_Inc07 0.529*** 0.014 -0.048 0.019 0.529*** 0.014 -0.048 0.019
(0.034) (0.013) (0.045) (0.037) (0.036) (0.010) (0.063) (0.028)

Permanent07 0.106*** -0.054* -0.705*** 0.257*** 0.106*** -0.054* -0.705*** 0.257***
(0.031) (0.029) (0.186) (0.058) (0.039) (0.032) (0.164) (0.062)

Long_Term07 0.038* -0.022 -0.288*** 0.210*** 0.038 -0.022 -0.288** 0.210***
(0.021) (0.030) (0.111) (0.052) (0.035) (0.034) (0.138) (0.054)

Short_Term07 -0.091* -0.041 0.078 -0.017 -0.091** -0.041 0.078 -0.017
(0.043) (0.031) (0.178) (0.047) (0.037) (0.031) (0.141) (0.062)

ln Month_Inc08 -0.000 -0.281*** 0.043 -0.000 -0.281*** 0.043*
(0.013) (0.083) (0.030) (0.011) (0.073) (0.026)

Age 0.024*** 0.004 0.003 -0.026** 0.024*** 0.004 0.003 -0.026**
(0.006) (0.004) (0.033) (0.012) (0.007) (0.005) (0.031) (0.012)

Age2 -0.003*** -0.001 -0.001 0.003*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0) (0.004) (0.002) (0.001) (0.001) (0.004) (0.001)

Male 0.101*** 0.027*** 0.151*** -0.031 0.101*** 0.027*** 0.151*** -0.031
(0.013) (0.006) (0.032) (0.027) (0.013) (0.007) (0.055) (0.019)

Junior 0.080 0.063 0.066 -0.036 0.080 0.063 0.066 -0.036
(0.048) (0.038) (0.160) (0.078) (0.049) (0.049) (0.232) (0.082)

Senior 0.113** 0.028 0.087 0.018 0.113** 0.028 0.087 0.018
(0.048) (0.037) (0.182) (0.075) (0.048) (0.049) (0.235) (0.082)

Vocational 0.227*** 0.033 0.233 0.021 0.227*** 0.033 0.233 0.021
(0.049) (0.040) (0.204) (0.075) (0.050) (0.049) (0.238) (0.084)

College 0.326*** 0.011 0.297 0.007 0.326*** 0.011 0.297 0.007
(0.043) (0.039) (0.231) (0.085) (0.055) (0.052) (0.252) (0.089)

Han 0.022 0.010 -0.651** -0.043 0.022 0.010 -0.651*** -0.043
(0.052) (0.063) (0.279) (0.125) (0.056) (0.053) (0.252) (0.123)

Unmarry 0.011 0.017 0.151* -0.183*** 0.011 0.017 0.151 -0.183***
(0.027) (0.015) (0.091) (0.063) (0.031) (0.018) (0.114) (0.051)

Hukou 0.004 -0.045* -0.156 -0.142* 0.004 -0.045 -0.156 -0.142**
(0.053) (0.025) (0.163) (0.079) (0.039) (0.032) (0.171) (0.061)

Health 0.023* -0.006 -0.078* 0.202*** 0.023** -0.006 -0.078* 0.202***
(0.012) (0.010) (0.042) (0.020) (0.010) (0.007) (0.047) (0.017)

Pop -0.003 0.007 0.063* 0.032* -0.003 0.007 0.063* 0.032*
(0.012) (0.005) (0.036) (0.018) (0.011) (0.005) (0.036) (0.017)

Medical_Ins 0.069** -0.021 -0.112 0.066 0.069** -0.021 -0.112 0.066
(0.028) (0.024) (0.112) (0.040) (0.031) (0.026) (0.118) (0.051)

Unemp_Ins -0.041 -0.018 -0.017 -0.081** -0.041** -0.018 -0.017 -0.081**
(0.028) (0.013) (0.078) (0.036) (0.019) (0.019) (0.090) (0.037)

Pension_Ins -0.024 -0.005 -0.049 -0.033 -0.024 -0.005 -0.049 -0.033
(0.027) (0.014) (0.091) (0.031) (0.025) (0.019) (0.108) (0.042)

Injury_Ins 0.032 -0.005 0.122 0.057** 0.032* -0.005 0.122 0.057*
(0.030) (0.017) (0.085) (0.024) (0.018) (0.013) (0.080) (0.032)

House_Fund 0.114*** -0.009 -0.101 0.032 0.114*** -0.009 -0.101 0.032
(0.029) (0.012) (0.092) (0.033) (0.020) (0.014) (0.080) (0.032)

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所有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421*** 3.713*** 2.200*** 2.681*** 2.421*** 3.713*** 2.200** 2.681***
(0.256) (0.135) (0.736) (0.327) (0.264) (0.146) (0.928) (0.370)

观测数 4493 4486 4488 2698 4493 4486 4488 2698
调整后 R2 0.645 0.061 0.121 0.134 0.645 0.061 0.121 0.134
聚类组数 18 18 18 18 2921 2916 2917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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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以及想找

新工作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变为无固

定期限或者长期合同对工人的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

响袁说明企业主与工人签订合同时可能存在野补偿性

等价冶袁即企业主如果给工人提供长期或无固定期限

合同保障时袁工人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环境袁作为补

偿企业主不需要给工人再提供更高的工资遥 合同期

限由无固定期限合同变为无合同尧 短期合同或长期

合同的工人其工作收入和幸福感显著下降袁 想找新

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袁 而对其工作时间没有显著

影响曰 合同期限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

的工人其想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

收入尧工作时间及幸福感均没有显著影响曰合同期限

在无合同和短期合同之间变化渊Between_S_N冤的工

人袁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及幸福感与合同期限没有

发生变化的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五尧结 论

利用 CHIP 2007-2008 年独特的城镇样本面板

数据袁 本文从工人角度考察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工

人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

的因果影响效应袁为考察叶劳动合同法曳影响后果的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遥
首先袁 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的混合截

面数据特征袁 本文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限与其工作

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的相关

性袁发现相比于无合同工人袁签订无固定期限或长期

合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工作收入尧更低的工作时间尧
更不可能想找新工作以及更高的幸福感袁 而签订短

期合同的工人与无合同工人没有显著差异遥
其次袁 利用 CHIP 2007-2008 年数据独特的面

板数据特征袁 本文考察工人劳动合同期限变化对其

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尧是否想找新工作以及幸福感的

影响袁 研究发现相比于合同期限没有发生变化的工

人袁 合同期限变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其工作时

间和想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下降袁 幸福感显著提

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曰合同期限由无合

同或短期合同变为长期合同的工人其幸福感显著提

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以及想找新工作的可

能性没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变为无固定期限或者

长期合同对工人的工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袁 说明企

业主与工人签订合同时可能存在 野补偿性等价冶袁即
企业主如果给工人提供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保障

时袁工人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环境袁作为补偿企业主

不需要给工人再提供更高的工资遥 合同期限由无固

定期限合同变为无合同尧 短期合同或长期合同的工

人其工作收入和幸福感显著下降袁 想找新工作的可

能性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曰合同

期限由长期合同变为无合同或短期合同的工人其想

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袁而对其工作收入尧工作

时间及幸福感均没有显著影响曰 合同期限在无合同

和短期合同之间变化的工人袁其工作收入尧工作时间

及幸福感与合同期限没有发生变化的工人没有显著

差异遥

注院
譹訛 对于混合截面的数据渊CHIP2007 和 2008 年冤袁各变量的统

计特征与面板数据的相近袁未列出曰工人职业尧受雇企业

所有制类型和受雇企业所在行业的统计描述未列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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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Term of Labor
Contracts on the Workers: Evidence from the Unique

Panel of CHIP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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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urban sample of the unique panel data of CHIP 2007-2008,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impact of changes of labor contracts on workers爷 earnings, working hours, likelihood of looking for a new job
and their emotional well-be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ecline in working hours and likelihood
of seeking a new job, and remarkable increase in emotional well -being among workers whose contracts have
changed to open-ended contracts than those whose contract terms do not change, and that the change of contract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arnings. Change from no contracts or short-term contracts to long-term
contracts greatly increases workers爷 emotional well-being,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arnings, working
hours, and the likelihood to look for a new job. However, there is remarkable decline in earnings and happiness, and
higher likelihood of looking for a new job among those who lose open-ended contracts, but this change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rking hours. Loss of long-term contracts makes workers more likely to look for a new job,
but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their earnings, working hour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Worker without contracts or
short-term contracts se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earnings, working hour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The
finding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mpact of Labor Contrac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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