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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率的长工时现象为什么会存在？
——— 一项基于员工生产率非对称信息模型的研究

李亚玲

摘　要：现实中，工作时间超过制度工时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超

时工作有效率吗？本文建立了一个劳动合同的非对称信息模型，以解释

无效率的较长工作时间存在的原因。因为企业不能观察到劳动者真实的

生产率，他们就用较长的工作时间作为筛选机制来区分不同生产率类型

的劳动者。这一模型分析预测的结果表明：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倾

向于选择无效率的较长工作时间，而非雇主强制的结果。高生产率的劳

动者比低生产率的劳动者更可能经历过度雇佣。此外，过度雇佣的程度

与生产率正相关、与劳动的负效用负相关。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　劳动生产率　过度雇佣

一、引　言

工作时间制度简称工时制度，是国家关于职工在一定时间内日、周、

月、年劳动时间数量的规定，包括工作周及劳动日制度。标准工时制度，

也称为标准工作制度，是由立法确定一昼夜中工作时间长度，一周中工

作日天数，并要求各用人单位和一般职工普遍实行的基本工时制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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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玲，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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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时制是标准和基础，是其他特殊工时制度的计算依据和参照标准。

因此，标准工时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各国劳动立法中的重要内

容。根据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每日工

作８小时、每周工作４０小时的标准工时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

延长职工的工作时间。然而，在现实中工作时间超过制度工时的现象普

遍存在。当然，标准工时制中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

展，标准也在不断发展和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非

工作时间的延长体现着社会的进步，当然，工作时间的显著缩短，必须

以人工小时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为前提。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超制度工时

的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工时制度的缩短及有效实施的。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劳动者是通过在预算约束下的效用函数最大

化来决定他们的劳动供给的。他们根据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或者是闲暇

的效用）等于工资率这一原则来选择工作时间。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

意愿工作时间就等于实际工作时间。然而，国外一些研究的经验证据表

明，有一部分劳动者并没有按他们的意愿工作时间工作。换句话说，事

实上存在着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超过其意愿工作时间的状况，我们称

之为过度雇佣现象。而且这部分较长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无效率的。为什

么这种无效率的较长工作时间会存在呢？是企业强制的行为，还是工人

自愿的选择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在传统的经济模型分析中，劳动被假定是同质产品———即每个人拥

有的都是相同 “种类”的劳动，每工作小时提供的都是相同努力程度的

劳动量，显然，这一简化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在现实中，企业可能很难

确定它的雇员的才干和能力。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该市场

是信息严重不对称与不完全的，在就业市场上，求职者对于他自己的能

力总会比雇主具有更多的信息，而企业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这种信息

的不对称会给市场的有效运转带来很大的问题，产生效率的损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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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大师阿克洛夫 （Ａｋｅｒｌｏｆ）、斯宾塞 （Ｓｐｅｎｃｅ）与斯蒂格利茨

（Ｊ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等都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对劳动就业市场做过分析。

假定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可分为高 （Ｈ）与低 （Ｌ）两类。如果劳动力

市场是信息完全的，即企业都是了解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那么，通过

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工资标准可以达到按两类劳动力对企业

的贡献来支付有差别的工资，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问题在于，

企业在雇佣工人时，并不能观察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必须

借助于一些可信的信号来识别劳动者的能力。

哪些因素可以用来作为识别或者说筛选的信号呢？斯宾塞在１９７４年

提出了文凭的信号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根据劳动者的文凭高低来筛

选劳动力并支付不同的工资。［１］人才市场上之所以要讲究文凭、强调面

试，就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低效率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该模

型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一个人如果能干的话，则意味着其在升学、毕业

的竞争过程中也可轻而易举；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升学与毕业的竞争

过程中遭到淘汰，则说明这个人的能力有问题。因此，一个具有较高生

产率的人会选择攻读高学位作为信号，向雇主显示自己具有较高的生产

能力，使雇主对其支付较高的工资。如果这种较高等级的文凭确实代表

较高的生产能力，那当然不错。但是，即使高文凭并不一定会带来较高

的生产能力，即使高的教育程度对生产并没有实际的作用，文凭本身也

具有分离劳动力的作用，会改变劳动市场的配置。相似思想的筛选模型

还有罗森查德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与斯蒂格利茨在１９７６年发表的论文 《竞争

性保险市场的均衡：关于不完美信息的经济学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保

险政策的筛选模型，其目的是为保险公司设计出一种让投保人自我选择

的机制。［２］如此看来，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环境中，企业总可以利用一些

信号特征来区分不同能力的劳动者或者不同风险水平的客户。

在以后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又提出用工作时间的长短作为区分两种

类型劳动者的信号。

正如斯宾塞提出的文凭的信号模型中的假定一样，在真实世界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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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具有高生产率的个体也是努力工作的人。对这

种观点的一种行为解释是，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倾向于擅长去做它，反之

亦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可能不仅把工作时间作为分类不同类型劳

动者的方法，更主要的目的是用来筛选高生产率的员工。

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对此过度雇佣问题进行了解释，他在 Ａｋｅｒｌｏｆ

模型［３］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期间的非对称信息模型，此

模型提出：较长的工作时间对拥有较高生产能力 （具有较低的劳动负效

用）的劳动者而言，是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出现的。当作出提升决策时，

合伙人用雇员的工作时间作为实际劳动负效用的指示器。在均衡时，公

司建立了一个常识，即足够长的工作时间阻止了短工作时间类型的雇员

假称是长工作时间类型的雇员。结果，雇员偏好无效率的长工作时间。［４］

基于工作时间来筛选员工并不仅局限于提升的决策。实际上，许多

对潜在雇员有较长工作时间信号的投资银行和咨询行业公司的招募实践

证据揭示了，这样的选择过程也会在雇佣期间发生。比如说，大多数企

业预期中的雇员都想为一个有声誉的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虽然他

们已经预先就知道了这样的职位将联系到长的工作时间。这促使人们去

思索一个问题：雇佣期间筛选发生的原因是否和提升中的一样，都是为

了筛选努力工作的员工呢？

尽管已经发展了许多理论模型来解释过度雇佣的存在，但没有一个

推断了生产率和较长工作时间 （过度雇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

在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的非对称信息模型中，员工的小时生产率被假

定为常数，因为企业所用的收入份额计划产生的外部性，以及按工作时

间订合同的不可能性，他们宁愿去选择长工作时间的员工。结果，在均

衡时未涉及小时生产率和工作时间之间的任何相关性问题 （尽管总产出

和工作时间之间的相关性会自然产生）。

在Ｌａｚｅａｒ（１９８１）的长期合同代理模型中，生产率也没有在过度雇

佣的出现中扮演角色。［５］在诸如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１）［６］和 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７］的

具体的资本模型中，企业通过支付给高级工人以低于他们的边际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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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来补偿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样，变异的过度雇佣现象就发生了。

为了实现效率，雇员必须让工人在他的工作生命的每一点上工作有效率

的时间数量。因此，这些过度雇佣联系到了工人的年龄，而不是他们的

生产率。

过去常用来解释过度雇佣存在的其他模型还有工资刚性和错配模型。

在以前的案例中，工人和企业签订允许企业设定时间的固定工资合同。

当需求下降时，企业把工作时间减少到工人偏好的意愿工作时间数量以

下。Ｋａｈｎ和Ｌａｎｇ（１９９１）的研究表明，工作更少时间的愿望在短期时间

的工人中最为普遍，这表明，当企业面对低需求水平时，想工作更少时

间的工人们可以利用这一形势来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这样引发了对工

资刚性的质疑。［８］在错配模型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工人和企业之间关于

工资和时间合同的配置是不完美的，过度雇佣都会发生，Ａｌｔｏｎｉ和Ｐａｘｓｏｎ

（１９８８）、Ｋａｈｎ和Ｌａｎｇ（１９９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经验证据。［９］但无论是

工资刚性模型还是错配模型都没有预测过度雇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中，借鉴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６）的保险模型中的筛选／

分类观点，我们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非对称信息模型来解释过度

雇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这种更长工时的过度雇佣现象存

在的原因。根据我们的模型推导出：当生产率和员工的劳动负效用呈负

相关关系时，在招聘阶段，企业用工作时间作为选择高生产率员工的机

制。在他们试图雇佣高生产率的员工时，企业可能诱使高生产率的员工

工作无效率的较长时间。即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员工比低生产率的员工更

可能经历过度雇佣，过度雇佣的程度与生产率水平正相关，与劳动的负

效用负相关。

三、劳动合同的非对称信息模型

（一）劳动的效用函数

为了分析劳动合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劳动时间的均衡状态，我们首

先要建立一个劳动的效用函数模型。假定在一个经济体中拥有大量生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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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相同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根据劳动力生产能力的高

（Ｈ）、低 （Ｌ）把员工分为两类：Ｌ类型的员工占劳动力市场的份额为ｑ，

有一个较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 ｐＬ （Ｔ），Ｔ代表工作时间的数量；Ｈ类型

的员工，占劳动力市场 （１－ｑ）的份额，在所有时间内都比 Ｌ类型的员

工有一个较高的边际劳动生产率 ｐＨ （Ｔ），表示为：ｐＨ （Ｔ） ＞ｐＬ （Ｔ）。

这样，ｉ类型 （ｉ∈ ｛Ｈ，Ｌ｝）的员工工作Ｔｉ小时所生产的总产量为：

Ｑｉ（Ｔｉ） ＝∫
Ｔｉ

０
Ｐｉ（ｔ）ｄｔ （１）

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存在，两种类型员工的边际生产率都是

工作时间Ｔ的严格递减函数。

从１天２４小时中减去劳动时间Ｔ所余时间称为余暇时间，用Ｌ表示。

假定人们在一定期间内是以满意度，即效用的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的。在劳动供给时间的决策中，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工作时间 （劳动能够

带来收入）和余暇时间 （享受生活）的权衡，余暇时间越长，收入Ｙ越

高，人们的效用越可得到提升，假设效用水平为 Ｕ，则 Ｕ是 Ｌ与 Ｙ的函

数，即

Ｕ＝ｆ（Ｌ，Ｙ）

把工资率看作余暇时间的价格，即看作放弃收入 Ｙ而获得余暇时间

的机会成本；劳动的负效用则是放弃了余暇。

且两种类型的员工都有一个严格递增的劳动边际负效用ｄｉ（Ｔ），ｉ∈

｛Ｈ，Ｌ｝。由于一般情况下，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往往也擅长这份工作，我

们假定员工的劳动负效用和生产率负相关，即在所有时间内，低生产率

员工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均大于高生产率员工的劳动边际负效用，表示为：

ｄＬ （Ｔ） ＞ｄＨ （Ｔ）

这样，ｉ类型 （ｉ∈ ｛Ｈ，Ｌ｝）的员工工作 Ｔｉ小时的总的劳动负效

用为：

Ｄｉ（Ｔｉ） ＝∫
Ｔｉ

０
ｄｉ（ｔ）ｄｔ （２）

每一种类型员工劳动的总效用是根据他的工资和劳动负效用来决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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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

ＴＵｉ＝Ｗｉ－Ｄｉ＝Ｗｉ－∫
Ｔｉ

０
ｄｉ（ｔ）ｄｔ，ｉ∈ ｛Ｈ，Ｌ｝ （３）

最后，为了保证员工的最优工作时间是非零和有限的，我们假定起

始状态ｐｉ（０） ＞ｄｉ（０），以及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相交。

企业雇用员工时，提供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合同

（Ｔ，Ｗ），其中Ｔ表示工作时间数量，Ｗ表示总工资。尽管小时工资隐含

地在合同中给出：ｗ＝Ｗ／Ｔ，但实际上企业并没有按每小时的基础支付给

员工。也就是说，一旦员工接受了合同，他们是不能自由调整工作时间

数量的。

在实践中，合同中注明的最高工作时间数量要受到立法的限制。然

而，事实上超过合同中说明的更长的实际工作时间经常被雇主用来作为

寻找预期中雇员的甄别信号。因此，在合同中注明的工作时间 Ｔ应该被

更广泛地理解为雇员接受合同后实际工作的时间，而不是合同中详细说

明的时间数量。

企业能够遵循的是两种雇用策略。他们要么给两种类型的员工提供

同一个合同 （Ｔ，Ｗ），要么给两种类型的员工分别提供两个不同的合同

｛（ＴＬ，ＷＬ）和 （ＴＨ，ＷＨ）｝。

（二）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均衡

如果信息是对称的，每一种类型的员工会选择一个不同种类的合同。

即ｉ类型的员工选择合同 （Ｔｉ，Ｗｉ）。企业要竞争选择员工，合同必须满

足零利润条件：

∫
Ｔｉ

０
Ｐｉ（ｔ）ｄｔ＝Ｗｉ　　ｉ∈ ｛Ｈ，Ｌ｝ （４）

员工要接受这一合同，他们的劳动负效用必须小于工资，即

∫
Ｔｉ

０
ｄｉ（ｔ）ｄｔ≤ Ｗｉ　　ｉ∈ ｛Ｈ，Ｌ｝ （５）

把 （４）式代入 （３）式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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