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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對勞動力薪酬、薪酬差異及
經濟融合的影響：文獻綜述

柯麗香博士

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經濟學

摘要：社會資本在勞動者薪酬確定過程中起到甚麼樣的作用？過往大多數

學者己證實人力資本對於勞動者薪酬有著正面的影響。然而，相對於社會資本

而言，勞動力薪酬有著正負兩面的影響。那麼甚麼樣的社會資本可以帶來好的

影響？本文從文獻回顧，歸納社會資本對於勞動者薪酬、薪酬差異以及經濟融

合中的影響。

關鍵字：社會資本、薪酬、薪酬差異、經濟融合

Abstract: What role does social capital play in the process of laborer 

compensation? Most scholars in the past have confirmed that human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workers’ compensation. However, relative to social capital, 

labor compensation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So what kind of social 

capital can have a good imp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and summari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labor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difference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alary, salary difference, economic integration

一、前言

在許多職場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對於勞動者的職業和薪酬有著明顯的影

響。社會資本的概念己經在社會科學學科中受到關注(Adler & Kwon，2014)。

個人的社會資本與其知識和技能也有密切關係，勞動者可以透過親人、朋友

和社會活動來積累其人力資本，從而提高其知識技能水準(Colema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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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man表達人力資本可以由社會資本產生，同時社會資本更是資訊的來源，他

舉了個例子，如某人可以通過關注新聞的朋來節省閱讀報紙的時間，社會資本

正正是檢驗人力資本潛在的個體和集體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涉及到“信任”，

有利於勞動者在尋找工作、提升薪酬和成功的重要指標(Gedajlovic et  al，

2013；Portes & Vickstrom，2015)，這種指標也可以稱之為“社會關係”或“社

會網路”。社會關係對於經濟活動是既有利也有弊。好處主要體現在勞動者可

以透過社會關係或網路中的社會資本，使其能夠快速的得到資訊資源以達到其

個人目的(Huang et al，2012)。壞處則是在僅有的社會網路中，所接受的資訊有

局限性，不能延展以及主動發現新的網路。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

可以影響到勞動者在工作週期中，提升人力資本，促使其價值的變化，社會資

本可以作為人力資本的補充(Li，2004)。

正如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力資本需要更多關注社會資本層面的

指標。人力資本新計量指標中為何要加入“人的發展”，本人理解為人的發展

在現代經濟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勞動者會隨著經濟和

產業結構的變化而自我調整和增值，目的是為了能夠配合新時代的發展。在本

文中，嘗試探討社會資本形成的過程、以及其對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薪酬的

變化及差異。

二、社會資本理論的來源

“社會資本是人們之間所創造的品質，人力資本是個體的品質”(Burt，

1997)，即社會資本存在於人際關係中，這些關係對於勞動者產生多項優勢，例

如增加工作滿意度、工作機會、績效、晉升機會、薪酬和效能等等(Brass et al，

2004) ，同時能夠降低協調的總體成本(Chisholm & Nielsen，2009)。因此，社

會資本較多的勞動者將傾向於遷移到有網路的地區，以及在網路內進行協調，

從而提高勞動者之間的知識共用(Wei et al，2011)。這也指出當擁有更多社會資

本的勞動者，可以獲得更多的績效、必要的知識、技能和能力。社會資本較少

的勞動者，會表現出不願意與同事合作，同時會使其績效下降(Bloom，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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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路中存在著三種關係，強關係、弱關係和無作用，強關係將導致更多的

知識冗餘，需要維持彼此的關係，同時對於傳遞複雜和隱性資訊是有利的，弱

關係則會尋找一些新的資訊，不需要花精力和時間維持(Granovetter，1973)。

社會資本理論主要有五個主要素，(1) 社會資本是人與人之間關係中構成的

生產價值。這是社會資本中的核心假設，這種價值有可能產生益處，也可能同

時存在弊處，用中國諺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來表達最為合適。(2) 社會資

本是在個人和團體的網路中觀察到的。這種網路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功能，可以

從貿易過程、求職過程和勞動力市場成果中得到體現(Coleman，1990)。(3) 社

會資本是有信任和互惠功能。認同是信任和互惠的基礎，也是在關係中一種態

度和身份的表現(Fevre，2000)。(4) 社會資本是一種積累的權力。Bourdieu在

1983年時便論述社會資本的“形式”是一種力量，這力量是產生價值的能力，

就個體和群體而言，透過這些網路的文化背景，能夠從中取得生產價值。(5) 社

會資本是無形的。Coleman指出人力資本是有形的，社會資本是無形的，因為它

不能明確或直接對生產績效，它主要是體現在人群關係中。雖然社會資本在經

濟學的測量中，只會集中於個人或群體間的關係，但在近年的發展中，除了社

會關係之外，群體中的語言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種模式。Coleman指出人們

之間所有交流系統都是社會資本的形式，社會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產生

的價值。

三、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係

Coleman在1988年時就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路進行分析，發現

兩者之間有著正相關關係。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顯示，社會資本在某些方面可以

直接與孩子的學業成就聯繫在一起，因為有一定的社會背景的家庭，可以提供

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因此提高個人成就水平。他將親子之間的關係定位在三

個維度：情感關係、共用活動和安全性，並在這三個維度中制定了衡量父母與

青少年關係的量表。從該量表中可以將社會資本看作是一種管道，與學校師生

之間的關係，以及學校如何反映父母與青少年的關係。自從90年代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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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陸續出現，當中以經濟領域的貢

獻更大(Granovetter，1973)。相關研究包括在控制社會階層和文化資本時，西

方國家的移民子女的成就要比當地人好，主要原因是因為社區凝聚力(Zhou & 

Bankston，1994；Jon，2000)。

Schuller(2001)認為人力和社會資本之間存在有一定的差異。社會資本需

要經過長時間積累而成的，是一個非線性的概念，它反映的是社會關係和網

路，一般是交互模式，不僅僅是個人。因此，沒有一種定性的方法來衡量社會

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則是一個進行投資與回報之間的線性關係，可以追蹤個

人教育路徑以及就業和薪酬水準等生產率的影響來確定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

而且這種變數相對可以量化。因此，兩者之間需要確立明確的關係有些困難

(Schuller，2001)。但Schuller又認為兩者之間雖然有差異，但可以互補或可轉換

的。根據已有文獻，Coleman在1988年時提到社會資本可以以中介作用來影響

人力資本與學業成績。

四、社會資本結構與勞動者薪酬的影響

外來勞動力的社會網路也是較常用於衡量其薪酬變化的變數之一，在實證

研究中，社會網路出現了不同的指標，例如，以種族和語言集中、社會網路、

群體資訊和所集中的距離等(Wang & Maani，2014)作為遷移網路的指標。這

些指標對於勞動力遷移和薪酬變化有著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外來勞動力一

般會依賴其社會網路來減輕其在遷移過程中的風險和成本，同時可以加快在經

濟上的融合。一般遷移網路有幾方面的效應：一是定居效應和資訊共用：普遍

移民會遷往一個共同的區域，簡單來說是一種空間上的集中，同時來自同一族

群的人，資訊和資源可以相互共用，使其在尋找工作方面較為容易(Munshi， 

2003; Chen et al，2008) ；二是就業效應，由於同種族的人群集中生成資源，

為新來的勞動者帶來經濟上的支持，便於其在當地就業以及求職(Frijters et al，

2005)，同時也會影響當地勞動力市場的結果( kerr and kerr，2011)。

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在外來勞動力移入東道國時所需要的最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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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路對於移民的初期至關重要，由於對東道國的狀況不瞭解，需要得到親

朋好友的援助(Kazlowska，2005) 。例如：在招聘過程中，由於資訊不對稱，

導致僱主不能事前確定應徵者的生產力，因為通過親朋好友或熟人介紹，受聘

的機會能大大提高(Goyal，2007) 。在這裡強調了一種關係，“物以類聚、人以

群分”的一種形態，同時這種關係也顯示出某群體的社會地位，這種效應也會

影響薪酬。有關社會網路對於勞動者薪酬的影響，目前結論不一，有結果顯示

社會資本與薪酬之間有著強的關係(Zhou & Bankston，1994；Aguilera，2002；

Tiepoh & Reimer 2004)，有些學者發現沒有關係(Nakhaie，2007；Chelpi-den 

Hamer and Mazzucato，2010)。相信這些研究都需要依賴於當地的勞動力市場情

況以及文化背景之下來作出研究。

國外關於社會資本或者社會網路對於勞動者薪酬的影響較多，不過根據實

證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結論並不一致。中國有關社會網路對薪酬的影響的結果

同樣有差異，社會網路與薪酬呈正相關(李樹茁等人，2007；張順和郭小弦，

2011；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社會網路與薪酬沒有相關(章元等人，2008；

吳愈曉，2011；宋月萍和馬騰，2015)，相信結論不同，除了數據來源之外，

更重要的是影響機制和工具變數(章元和陸銘，2009；葉靜怡和武玲蔚，2014) 

的差異而有所影響，當中有學者將社會網路分為強弱來研究，並發現兩者的影

響力有不同(張春泥和謝宇，2013)。對於農民工的社會網路研究也不斷深化，

當中陸文聰等人利用中國家庭薪酬調查的資料，研究親戚與老鄉對於農民工工

資薪酬的影響，發現有社會網路比沒有社會網的農民工，前者的工資要高岀

50%，親戚的關係比老鄉的效應要大(陸文聰和謝昌財，2017)。

除了以上的社會網路對於農民工薪酬的分析之外，還有代際關係對於新生

代農民工工資薪酬的影響。鄭豔華（2017）研究發現，社會網路之中的強關係

對於新生代農民的工資有負面影響，弱關係雖然有正相關，但並不顯著。她解

釋由於產業的轉型，服務行業之中，強關係的效應不能發揮著正向的作用，新

生代農民工需要努力發展弱關係。王榮明（2015）基於北京農民工的調查，利

用Mincer工資方程，其結果也顯示出，弱關係將有效提高其薪酬。社會網路的

研究似乎在農民工薪酬方面有一定的文獻支持，不過關於薪酬差異或融合方面

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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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資本結構與薪酬差異的關係

一般研究社會資本與薪酬差異的群組中，較多以性別薪酬差異作為研究對

象。社會資本的性別分析強調了社會資本分配的重要性，社會資本的區分性質

以及社會資本的使用方式。換句話說，社會參與者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是重要

的(O’ Neill，2006)，因為薪酬差異小的勞動者有更好的表現(Bloom，1999)1。

較多的研究指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獲得社會資本，從而導致更好的資訊交流

和取得更多的知識(Katungi et al，2008)2。由於女性主要受男性控制，所以社會

等級較低，女性擁有的影響力也相對較男性低。社會資本為男性和女性創造了

不同類型的機會(Fujimoto，2004)，例如在參加社團、工會或組織等，一般男性

更多會參與一些政黨等的組織，女性則會在教育和護理等組織，因此，女性擴

大網路的機會有限(Inglehart & Norris，2003)。正因為在社會資本中，雖然存在

有明顯的差異，但依然有很多研究指出，社會資本對於性別或種族的薪酬差異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性別層面，有學者指出社交網路對於性別的薪酬沒有正相關關係

(Smith，2000；Aguilera，2005)；但也有學者採訪英格蘭的其中50名女性外來

勞動力，發現女性不僅有親朋好友的網路，還建立了其他跨群種的網路(Ryan，

2007)。另一個研究是在多倫多的南亞女性，需要更多親友網路，作為資訊的來

源(George & Chaze，2009)。除此之外，男性被發現更容易透過族群的社會網路

(亦即系協會、社團以及大型的網路群)來獲取工作，女性則透過較小的網路類

型來取得利益(Phillimore，2010，Chueng & Phillimore，2013)3。在種族層面，

Aguilera採用美國社會資本基準調查，發現會資本對種族和種群有不同的影響，

一般黑人會獲得較高的社會資本回報(Aguilera，2002)；弱關係網絡的影響性有

限(Chelpi-den Hamer & Mazzucato，2010)，這表示處於社會較低層級的人，需

1 作者發現不同棒球隊中的薪酬差異有所不同，薪酬差異小的棒球隊的表現要好，並指出高薪分散團隊中

的參與，以及破壞同事之間的合作。
2 作者抽取20個農村中400戶種植香焦的農戶，研究兩性社會關係積累的情況，發現女性比男性更難取得

社會關係。
3 Phillimore在2010年時發現性別所依附的社會網路可以分為大型和小型，在2013年時據英國難民的調查

分析中也發現了性別之間的差異，男性和女性會透過不同的社會網路來獲取想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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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的社會資本。

除了國外的相關文獻，中國近年也開關注社會網絡對薪酬差異的影響。童

梅（2012）認為，社會網路中的強關係將使女性進入職業性別隔離，弱關係則

沒有。程誠等人（2015）利用2009年中國八大城市社會網路與職業經歷調查，

針對社會資本與性別之間薪酬差異的研究發現，女性由於先天的原因導致其社

會資本欠缺，並指出有12%的工資差異是由社會資本所造成的。李黎明和許珂

（2017）針對社會資本對於城市居民的薪酬差異作出研究，作者利用了資訊和

人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變數來衡量其對薪酬的影響。研究發現兩者之間的效應

是相反的，首先人情將擴大勞動者薪酬的差距，資訊反而減少兩者的差距。有

關人情還是資訊對於工資決定的研究，彭程和楊繼東（2016）則認為強網路的

正面效應不會發生在沒有使用網路的勞動者身上，並且沒有透過社會網路求職

的人，其工資大多數與人力資本有關。

六、社會資本結構與融合的關係

有關遷移經濟融合的研究己經在移民經濟一體化中發揮著作用

(Granovetter，1973；Woolcock，2001；Adler & Kwon，2002；Nakhaie，

2007；Lancee，2010；Nakhaie & Kazemipur，2012)，這些研究都指出社會資

本對於移民在東道國經濟融合的重要指標，它是以種族和網路的形式使移民

快速適合和融合在東道國的經濟中。即使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多種分析，如在

教育、家庭、公民社會和社區發展等，但在社會網路的關注度較低(Lancee，

2010)。社會網路不僅可以影響外來勞動力的社會和文化資源，還可以幫助其

融入經濟。社資本是一種資源，是個人獲得資訊和社會經濟流動所必需的網路

的過程，作為資源的社會資本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中，作為一個過程，這些關

係需要得到維持。由於不同的關係中有不同的網路和資源，個人感受到網路所

能提供的資源有限(Putnam，2000)。有研究指出，有較高水平的社會資本並不

會為少數群體帶來好處，有時候這種關係是使不同種族不平等的其中一個原因

(Hero，2003)。雖然社會關係被認為與收益有很大關聯，但這關聯並非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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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響。有學者指出基於家庭和朋友的網路，對於遷移的勞動力市場融合，

影響甚微，甚至發生負面影響，反而不同類型或族群的網路的社會資本會更有

效(Kazemipur，2006)。

外來勞動力在融合的過程中需要內部和外部兩種網路，內部網路是指親朋

好友，這種密切的關係提供了認同感、歸屬感、共同目的、支援和資訊。外部

網路則可以是關係並不強，但又能組成一個群體，依靠這些關係可以跨越專業

的界限，有新的想法、資訊和知識(Woolcock，2001)。Putman指出外部網路是

多樣性、偶發性、不持久，但可以獲得更多不一樣的資訊，內部則是有親密聯

繫，尤如強關係和弱關係之分(Puntman，2000)。不過仍然有學者研究指出，

外來勞動力不可能達到本地人的薪酬水準，也不會隨時間的增加而逐步收斂

(Palameta，2004；Picot & Sweetman，2005) 。近期荷蘭學者利用時間序列數據

研究社會網路和荷蘭語言對於外來勞動力經濟表現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社

會交往與荷蘭語增加了外來勞動力的經濟成果，並發現低技能外來勞動力比起

高技能外來勞動力的影響要大得多。在研究中也引用了與荷蘭當地組織及當地

人接觸也會提高外來勞動力的經濟表現(Wang，2016)。

七、總結

根據文章中指的社會資本對於勞動者個人薪酬、勞動力市場歧視(薪酬差

異)和融入的問題中，可以發現社會資本雖然不是直接影響著勞動者的經濟成

果，但也間接對其薪酬產生影響。除此之外，在文章中，也有學者指出，語言

資本對於勞動力薪酬的影響與人力資本相同，有時被視為人力資本的一種形

式。由於人力、社會和語言資本三種變數均是可以經過時間的積累，形成的一

種不可轉移的價值，希望在未來可以在語言資本上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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