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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對 低工資的意見， 適宜用夾附的兩份評論文章 (呂漢光

2000； 2004)來概括。與其重申本人的論點，不如在此扼要討論一些實

證。  
 
 卡德及克魯格 (Card and Krueger)(1994)的研究是 常被引用來支

持 低工資的實證。卡克二人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電話調查，並比較

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快餐店在新澤西州把 低工資由 4.25元調

高至 5.05元前後的就業水平。他們並無發現 低工資的調整導致就業下

降的證據。本人希望強調的是，他們的研究是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

受訪者無須出示真實的僱傭紀錄。  
 
 很多研究人員對卡德及克魯格 (1994)研究的分析方法並不認同。紐

麥克及華沙爾 (Neumark and Wascher)(2000)根據類似卡德及克魯格研

究的薪俸紀錄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 低工資的上調導致相等於全

職的就業人數有所下降。他們對卡德及克魯格得出的結論提出嚴重質

疑。值得注意的是，紐麥克及華沙爾的研究是以薪俸紀錄為基礎，所

得結果亦較卡德及克魯格的更為可靠。  
 
 在美國，聯邦 低工資由 1989年的 3.35元調高至 1990年的 3.80元，

再於 1991年進一步調高至 4.25元。Deere et al .(1995)顯示， 低工資上

調的數年與顯著下跌的青少年及高中輟學生就業率有聯繫。  
 
 根據 1979年至 1997年間美國按月進行的當期人口調查的數據，

Burkhauser et al.(2000)採用了替代控制或容許僱主對政策的反應略為

滯後的方法，結果發現 低工資的上調與青少年的就業情況之間具有

一致、顯著但溫和的負向關係。  
 
 總括而言，本人認為， 低工資政策是企圖實現福利目標的勞工

市場政策。本人相信，這項政策弊多於利，而受害 深的很可能就是

人們原本要保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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