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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中 ’((" 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的有关

数据，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考察并比较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对中国城镇和

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 , -采

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针

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政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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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不仅是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研究的

热门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收入差异却不断扩大，这对我

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有城乡收入差异、地区收入差异、行业收入差异等，其中家庭收入差异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家庭

收入差异又表现为城镇内部家庭收入差异、农村内部家庭收入差异和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差异。那么，

是哪些因素引起了这些家庭收入差异呢？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影响到底有多大？诸

如此类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赵

人伟、李实研究小组以及南开大学陈宗胜研究小组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

究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内容涉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总的状况、财产分配、贫困以及收入不平等，其代

表著作有赵人伟和格里芬 < 3 = + 355" -、李实 3 + 3555 -、陈宗胜和周云波 < 1 = + ’((’ -；其他大量研究成果散见于

各种学术刊物上。国外学者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问题存在的原因和演变过程也做了有益的探

索，研究文献包括 >?@A<" = + 3556 -、B)CD 和 ED?F<34 = + 3555 -、G)H*@C 和 ;I)HJ<# = + 3555 -、$I)HJ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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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家庭收入差异方面，高梦滔和姚洋 $ % &（’(()）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从物资资本

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和 ./,-$0 & 1 ’((% 2利用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中国家庭收入的流动

性。总的看来，国内外学者从家庭收入的角度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问题还相对较少。

近来学术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就是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其文献有

3/45/67 和 3/8/$9( &（’((:）、;-<=>,$99 &（’((#）等。分位数回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回归模型只能研究平均

收入的局限，而是从不同分位数（层次）上考虑问题，因此，特别适合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差异

的影响因素和大小，分析结果更加全面、深入。国内还较少使用此技术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微观抽样调查

数据从不同收入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尤其较少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做深入研究。因此，本文

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AA）中 ’((" 年《中国城乡居民生

活综合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我国城乡家庭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提

出存在的相关问题，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为整顿分配秩序和改革财税制度等提供科学依

据，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AA）中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
年）的有关家庭收入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以家庭为样本单位进行

调查，所抽取的样本包括全国（含 ’’ 个省、" 个自治区、" 个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共 9((((
个家庭样本单位。此样本中我们剔除了 9## 个无回答或不适合考察的家庭收入样本，余下 :)): 个城镇

家庭收入样本和 "9:% 个农村家庭收入样本供我们研究。

首先，分别对抽样调查数据中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样本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样本计算其均值、标准

差、偏度和峰度，并做 BC 正态性检验，得到表 9。我们看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大于农村家庭人

均收入的平均值，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标准差大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标准差，说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高于

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且城镇家庭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较大。又由于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的 BC
正态性检验 D 值都小于 (E ((:，所以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都不服从正态分布。由图 9，我们发现

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都是左偏且低峰度，其中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左偏和低峰度的程度较

大。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通

过城乡人均家庭收入差异

图（见图 ’）可以看出，城镇

家庭人均收入曲线位于农

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的上

方，说明在各个相对应的分位数上，城镇家庭人均收入都大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在中低分位数上，城

镇家庭人均收入曲线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间的距离较大；在中高分位数上，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曲线

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曲线间的距离较小；而在分位数的最高端和最低端两曲线的距离最大，说明城乡收

入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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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收入的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

下面利用 $%&’(&) 和 *+,,&-- . /0 1（/23#）提出的分位数回归建模方法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样本

及其影响因素样本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

分位数回归的思想是对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扩展，它依据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可

以得到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 和 4+55%6(./7 1（088/）对分位数回归的发展做了精彩的回顾，

详细内容可参见 $%&’(&)./" 1（0889）。 我们将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因

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 . < = > 1 ? "! @ >A#! @ BCD $/
! @ E&,- $0

! @ BCD#&DF %/
! @ E&,-#&DF %0

!

其中，< 表示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表示影响 < 的各个因素，它包括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

劳动力数目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占家庭劳动力数目的比例、家庭劳动力平均工

作年限)、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变化*；BCD 和 E&,- 分别表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是两

个虚拟变量；BCD#&DF 和 E&,-#&DF 是表示地区间教育不平等的交叉项。 "!，#!，$/
!，$0

!，%/
!，%0

! 分别表示

对各个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的第 ! 个分位数的系数。

我们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在分位数 /G 到 22G 上采用平滑算法（,B%%-HC’I B&-H%D）

做分位数回归，得到表 0（篇幅所限，仅给出部分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J 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数目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这两个因素在

整个分位数上的参数估计结果在 9G 检验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两个因素在决定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中起

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每个分位数上的城镇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均小于农村家庭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而每个分位数上城镇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总人口比例的影响系数均大于

& 家庭人均收入 ? 家庭全年各项收入（包括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除以家庭总人数。

’在 KLMM 数据库中，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私塾十大类。按照中国的

教育体制，我们假设对应的教育年限为 8 年、N 年、2 年、/0 年、/0 年、/0 年、/9 年、/N 年、/2 年和 /8 年。

(在 KLMM 数据库中O 家庭劳动力具体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无论就业状况是全职就业、兼职就业、临时性就业还是离退休、

失业下岗等，只要最近一个月以上有收入的成年人，我们都作为家庭劳动力。

)计算方法为家庭劳动力的实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六 P此方法参考葛玉好，0883 Q；另外对于未受教育或受教育年限太少

的人，我们默认为其参加工作的年龄为 /# 岁，则工作年限为家庭劳动力的实际年龄减去 /#。

*计算方法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的平方，再除以 /88。

经济学家



! "# !

!""#$ #⋯⋯

农村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总人口比例的影响系数。

$% 在城镇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这一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正效应，但是其

影响系数较小；而在农村家庭中，中低分位数上的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

&’ 检验水平上显著，其影响系数在 (% )—(% $ 之间。城市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这一因素对家庭人均

收入具有负效应；而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工作年限这一因素的参数估计结果在中高收入家庭中显著

却有负效应，并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此负效应有增大的趋势。城市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

收入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正效应，其影响系数在整个分位数上呈现倒“*”型；而农村家庭劳动力工

作经验的边际收入这一因素的参数估计结果在中高收入家庭中显著且具有正效应，并且随着家庭收入

的增加此效应有增大的趋势。

+% 地区因素对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影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

家庭人均收入有较大的负效应；地区因素仅对农村中高收入家庭的负影响较大，其影响系数的绝对值也

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对于中等收入城镇家庭的影响显著，其影

响系数之差在 ( 到 (% ($ 之间；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影响较弱，尤

其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西部教育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四、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 ,-./-01 和 ,-2-（$((&）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法来进行中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分析。首先对

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反事实分析，然后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一）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反事实分析

利用 ,-./-01 和 ,-2- 分位数分解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反事实分析（2/3 .145236 ! 7-.24-8 -5-89:;:），我

们最关心的一种反事实分析就是，如果城镇家庭劳动力按照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决定家

庭人均收入的话，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布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 <= 9# > ?*@ !A B，其中，?* 表示

影响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变量分布，!A 表示影响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变量在每个分位数上的回归参

数。 9#表示如果城镇家庭劳动力按照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话，城镇

家庭的反事实人均收入的大小。9#的具体计算步骤为：（)）从均匀分布 *C(@ ) D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容量

为 8 的样本，4)@ 4$@ 4+@ ⋯@ 48。（$）在农村家庭样本中，分别以 " E 4)@ 4$@ ⋯，48 做分位数回归，得到 8 个分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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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回归的影响因素参数向量!$
"。 % & ’ 从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中有放回的重复随机抽样，抽取一个样本容

量为 ( 的子样本，表示为 )*。（+）把（,）中得到的分位数回归参数和（&）中得到的城镇家庭子样本变量分

布相结合，得到一个新的样本，即反事实分布样本-#" . )* !$
"。

（二）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在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反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位数分解，其方法是将每个分位数上的城乡收入

差异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特征的不同回报率引起的（即分位数回归参数的不

同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即影响因素变量值的不同引

起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这部分的差异会随着样本分布的不同而略有变化。

假定在 " 分位数下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反事实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为-*
"，-#" / -$

"。

则不同分位数下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差异可表示为：

-*
" ! -$

" . 0-*
" ! -#" 1 2 0-#" ! -$

" 1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为“回报影响（345637 488495）”，它表示在不同的分位数下，由于城乡家庭劳动力

的生产回报率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差异部分；等式右边第二项成为“变量影响 % 9:;<3=<54 488495 ’”，它表示不

同分位数下城乡家庭随机抽样的样本变量分布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差异部分。

可以观察到（表 & 给出部分结果）：（>）从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上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下降的趋

势。其中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回报影响度”在低分位数上普遍较高，而在高分位数上普遍较

低，说明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家庭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差异在减小；而导致城乡家庭人

均收入差异的“变量影响度”在低分位数上普遍较低，在高分位数上普遍较高，说明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

入的增加，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变量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回报影响”大于“变量

影响”，说明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回报率不同引起的，其次才是城乡家庭

劳动力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总之，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是由于“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共

同作用的结果。

依据以上分位数分解逐个分

析各分位数上这些影响因素的回

归参数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

的 影 响 。 见 表 +（ 仅 给 出 部 分 结

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 在整个分位数上，城乡家庭

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同所导致的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

均大于 #，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不同在导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中起了关键作用。城乡家庭

劳动力所占家庭人口比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在 ! @,A 至 &+A 之间，幅度

较大，具体来看在分位数的两端和中位数上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起了

一定的作用，而在其他分位数上的收入家庭中，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并不是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

异的主要原因。

,? 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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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在 $% 至 &’% 之间，幅度较小，说明在城乡家庭中男性是主要劳动力，男性劳

动力的比例不同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

是在城乡家庭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要高于女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目前女性在工作中

受到的工资歧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二是城镇家庭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劳动力

的生产回报率。

() 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回报率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

响度在 ’ 以上，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长短的回报率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影响力。城乡

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回报率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也在 ’ 以上，同样

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回报率的大小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具体来看，城乡

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边际收入回报率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度普遍较高，城乡中低收入家

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边际收入回报率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度普遍较低。

*)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

响度绝大部分在 +% 和 "(% 之间，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一定影响。同样，在绝大部分分位数

上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与东部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度也大于 ’，表明落

后的教育水平是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进一步，我们还研究了城乡家庭劳动力特征变量分布的不同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见表

*（仅给出部分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 在低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变量特征分布的不同所导致的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

异影响度大部分为负值，而在高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大部分为正值，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在受教育年限方

面有很大的差距。城乡家庭劳动力所占家庭人口比例变量分布的不同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水平的

影响度在 ! (+% 至 (#% 之间，并且大部分分位数上的影响度在 ’ 以上，表明城乡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

少在导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中起了加剧收入差异的影响。

&) 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所占家庭劳动力比例变量的特征分布对城乡家庭人

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在 ’ 以上，表明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有一定

的影响。具体来看城乡家庭男性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度普遍较高，而对高收入家庭

的影响度普遍较低。

() 城乡家庭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变量的特征分布的影响度在 ! *+% 至 "&% 之间，幅度较大，说明城

乡家庭劳动力工作年限的不同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工作年

限的长短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对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普遍较大，而对城乡高收入家庭

的影响普遍较小。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变量分布的影响度大于 ’，

说明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大小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城乡家庭劳动力工作经验的边际收入大小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较小有增大的趋势，而对城乡高收

入家庭的影响较大有减小的趋势。

*) 在整个分位数上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变量分布对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大部分在 #’% 上下浮动，充分说明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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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明显的加剧了地区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与东部地区教育水平差距的

变量分布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度绝大部分在 $"%上下浮动，幅度较大，说明不同地区间的

教育水平差距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也起了加剧的作用。

五、总结和建议

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建模和分位数分解法对 #&&’ 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了分析，发现城镇家庭

人均收入普遍高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且城乡

家庭人均收入差异是各个影响因素“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城镇低收入家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尤其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更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得，因此城镇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数目，成为影响城镇低收入家庭

收入的重要因素。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重要影响，家庭收入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工作年限和经验等并不是重要因素。城镇高收入家

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主要从事脑力工作，因此家庭劳动力数目的多少反而成为影响家庭收入的

重要因素。

第二，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尤其有些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甚至没有

受过任何的正式教育，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所得，男性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撑者，农村家庭男

性劳动力的数目，成为影响农村低收入家庭的重要因素。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对家庭

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家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都有重要贡献，家庭劳动力务农时间越长，其劳

动能力越弱，但是其在务农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有利于增加收入。农村高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

度相对较高，家庭劳动力的技术经验对增加家庭收入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城乡家庭劳动力教育水平不同的回报率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在城乡中高收入家庭中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变量分布也对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城乡家

庭劳动力的数目，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数目和家庭劳动力的工作经验方面的变量，

无论是“回报影响”和“变量影响”都很显著，这些因素在导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

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教育的不平等也是在分析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差异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些因素对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城乡中等收入家庭影响较大。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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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均收入达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缩小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家庭劳动力的

教育不平等，政府必须加大对中低收入家庭成员教育的投入力度，必须保证对贫困地区普及教育的投

入% 增加落后地区和低收入水平人群接受教育的机会% 采取特殊的照顾政策% 发动、引导社会关注贫困

地区儿童失学问题。（&）国家对农民的政策主要以补贴为主，可适当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资力度，

以此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增强农业科技推广能力% 强化农业产业化水平，

增加产业链条，既改变农民单纯的种植民身份，又提高中低收入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收入差距扩

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等导致收入分配不

公。因此，政府应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应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受其害，力求保证城

乡家庭劳动力平等的回报率，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只要在相同的地区从事相类似的工作应该

给予相同的报酬，彻底消除“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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