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家庭收入分布的地区基尼系数的
测算及其城乡分解

段景辉　陈建宝
3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 》(2004年 )的有关家庭

收入抽样调查数据 ,首次考察发现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服从由

Pareto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构成的混合分布。与通常的利用分组数据计算

基尼系数不同 ,本文综合了全部抽样家庭的人均收入信息 ,应用分布函数法对全

国、各省 (市、自治区 )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

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 ,进一步对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城乡分解 ,得到了

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混合基尼系数的贡献大小。研究

结果对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提供了依据。

关 键 词　地区差距 　收入分布 　基尼系数

一 　引言

自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 ,居民收入差

距也在不断扩大 ,社会不公平现象凸现 ,而这种不公平性尤其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区域

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经济效率 ,更重要的是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带来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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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社会问题 ,有悖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 ,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适当

水平非常重要和紧迫 ,对其客观测量亦显得十分重要。

常见的地区收入差距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法 ,对地

区收入差距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如万广华 (1998)、覃成林和李二玲 (2002)、

林毅夫和刘培林 (2003)。二是采用泰尔系数和广义熵系数法 ,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地

理构成进行分解。如李实和赵人伟 (1999)、孙靖和黄海滨 (2007)。三是计算基尼系

数并对其进行分解。如王祖祥 (2006)利用分组数据对中国中部 6省的基尼系数进行

估算 ,发现中部 6省农村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不大 ,但是城乡加总的基尼系数都

很大 ;陈昌兵 (2007)利用非等分数据计算了全国 21个省的基尼系数 ,并利用非参数

计量中的分布函数估计方法分析了各地区城乡军民基尼系数的变化特征 ;王云飞

(2007)利用 Dagum (1997)提出的分解方法 ,计算了中国东、中、西部以及三地区之间

的基尼系数和贡献度 ,发现中国地区间的基尼系数贡献度占地区总基尼系数的比重达

到 80% ,东部各省之间的差距有缩小趋势 ,而西部各省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综合来

看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规律性问题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

足 : (1)多数成果都是研究整个区域的差异 ,并没有区分区域内农村和城镇的差异情

况 ,事实上 ,由于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 ,将二者混在一起计算的区域差异系

数并不能反映区域间贫富的实际情况。 (2)多数研究采用的数据都是分组数据 ,利用

微观数据的不多 ,因此计算的区域差异系数并不精确 ,不能准确反映区域间和区域内

的收入差距情况。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

中 21个省、3个自治区和 4个直辖市的 2004年的微观数据对全国和这 28个地区的城

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分解 ,并进一步将这 28个省 (市、

自治区 )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 ,分别对这三个地区的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混

合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分解。

本文采用分布函数法测算基尼系数。分布函数法是基于对指标的概率密度函数

或概率分布函数的假设 ,估计其分布参数 ,然后利用洛仑兹曲线对基尼系数进行估计 ,

如 McDonald (1995)在总结已有的各类分布函数的基础上提出广义贝塔分布函数

( GB)和幂函数形式的广义贝塔分布函数 ( EGB ) ,并通过分析说明此函数可以用于描

述居民收入分布和金融变量的分布等。成邦文 (2005)通过对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的研究表明大量社会经济规模指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王海港 ( 2006)用帕累托分布

拟合中国 1988年和 1995年两年的居民收入数据 ,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国

内不少学者曾分别引入过伽马分布函数、帕累托分布函数和正态分布函数等对实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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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拟合 ,效果都不甚理想 ,主要是由收入分布两端拟合效果不佳引起的。据我们

所知 ,目前还没有一种较理想的将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拟合得很好的分布。为此 ,本文

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基尼系数的分解可以按不同收入群体或不同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按收

入群体分解可以了解社会各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社会总体的 ,按收入来源

分解可以探索各个收入来源组成部分的不平等是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如 Sundr2

um (1990)将收入群体分为“穷人 ”和“富人 ”两个群体 ,并对混合群体的基尼系数进行

分解 ; Cowell (2000)指出混合基尼系数在不同群体间进行分解时 ,除了各群体内部差

距外 ,还包括群体间差距和交叉项 ;董静和李子奈 (2004)在假设“城镇和农村居民的

收入服从正态分布 ”的条件下 ,对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在“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 ”两个

群体下进行分解 ;程永宏 (2007)在利用逻辑斯蒂函数估算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后 ,对城

乡两个群体进行分解混合基尼系数。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 ,居民收入

数据天然地分成了城镇家庭居民收入和农村家庭居民收入两套数据 ,因此 ,本文在计

算全国和各地区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基础上 ,对“城镇家庭 ”和“农村家庭 ”两个收入

群体进行分解。

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 ,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

中 2004年的微观数据 ,将全国和各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为高、中、低三

个收入层次 ,利用分布函数法寻找合适的函数对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每

个收入层次进行拟合 ,构造更加准确的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函数 ,从而推导全国和各地

区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并在城镇和农村两个群体分解 ,研究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不

平等是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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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SS)中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

综合调查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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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包括 21个省、3个自治

区和 4个直辖市共 9724个家庭样本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

福建、浙江、山东、辽宁、江苏 9个省 (市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陕西、江西、吉林、湖北、

湖南、黑龙江、河南、河北、海南、安徽、重庆 12个省 (市 ) ;西部地区包括云南、贵州、甘

肃、四川、内蒙古、广西、新疆 7个省 (自治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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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 2004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特征 ,将“家庭人均收入 ”①

这一指标做取对数处理后 ,经计算得到表 1和表 2。

　　表 1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特征

地区 城乡 家庭数目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正态性
检验 P值

全国
城镇 5665 3. 7022 0. 3193 - 0. 3844 0. 5826 0. 0001

农村 4059 3. 1917 0. 4042 - 0. 4529 0. 2946 0. 0001

北京 城镇 383 4. 0038 0. 3097 - 0. 1972 0. 8336 0. 0001

上海 城镇 382 4. 1019 0. 3239 0. 5363 2. 7703 0. 0001

天津 城镇 400 3. 8856 0. 2705 0. 7663 4. 1311 0. 0001

广东
城镇 328 3. 8655 0. 4197 0. 6161 3. 6601 0. 0001

农村 178 3. 1629 0. 4551 - 0. 2576 0. 1319 0. 0001

福建
城镇 200 3. 9708 0. 3231 0. 4644 0. 2241 0. 0001

农村 103 3. 1378 0. 4011 - 0. 3661 0. 1393 0. 0001

浙江
城镇 106 4. 0186 0. 3449 - 0. 0318 1. 1074 0. 0001

农村 163 3. 4011 0. 5157 - 0. 2774 0. 2269 0. 0001

山东
城镇 317 3. 8111 0. 3407 - 0. 1376 0. 1376 0. 0001

农村 329 3. 3563 0. 3308 - 0. 3137 1. 5943 0. 0001

辽宁
城镇 224 3. 7125 0. 3337 0. 5266 1. 6456 0. 0001

农村 188 3. 2358 0. 3382 - 0. 0641 0. 4974 0. 0001

江苏
城镇 282 3. 8896 0. 3898 - 0. 0173 0. 5488 0. 0001

农村 328 3. 3786 0. 3844 - 0. 1556 0. 5731 0. 0001

山西
城镇 76 3. 5315 0. 2572 - 0. 2436 0. 3368 0. 0001

农村 81 3. 1342 0. 3419 - 0. 7395 2. 1806 0. 0001

陕西
城镇 207 3. 7654 0. 2914 0. 3517 2. 2122 0. 0001

农村 124 3. 0659 0. 3135 - 0. 0256 0. 1661 0. 0001

江西
城镇 91 3. 3962 0. 3997 0. 6389 0. 5062 0. 0001

农村 104 2. 9499 0. 3907 - 0. 5708 1. 6083 0. 0001

吉林
城镇 129 3. 4196 0. 3671 0. 0668 0. 8679 0. 0001

农村 42 3. 1894 0. 2502 1. 0398 0. 8426 0. 0001

湖北
城镇 241 3. 6876 0. 3404 - 0. 5059 0. 9827 0. 0001

农村 247 3. 2076 0. 2769 - 0. 0509 0. 4793 0. 0001

湖南
城镇 263 3. 7969 0. 3671 0. 3016 0. 8613 0. 0001

农村 204 3. 3537 0. 2849 - 0. 1672 0. 1586 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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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乡 家庭数目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正态性
检验 P值

黑龙江
城镇 251 3. 4741 0. 3675 0. 1169 0. 1432 0. 0001

农村 60 3. 3555 0. 4283 0. 1837 0. 2501 0. 0001

河南
城镇 261 3. 5973 0. 3618 - 0. 5825 4. 2893 0. 0001

农村 328 2. 9686 0. 3588 - 0. 5051 0. 7722 0. 0001

河北
城镇 171 3. 8259 0. 3603 - 0. 4659 3. 3312 0. 0001

农村 233 3. 2599 0. 3208 - 0. 6131 0. 7945 0. 0001

海南
城镇 52 3. 4531 0. 3725 - 0. 0142 0. 7192 0. 0001

农村 12 3. 1713 0. 2205 - 0. 2156 0. 5265 0. 0001

安徽
城镇 259 3. 7576 0. 3899 0. 2301 1. 5554 0. 0001

农村 263 3. 2779 0. 3357 0. 0616 0. 1811 0. 0001

重庆
城镇 42 3. 5646 0. 3132 0. 4556 1. 4482 0. 0001

农村 43 3. 1665 0. 3564 - 0. 3605 0. 1365 0. 0001

云南
城镇 150 3. 5324 0. 3939 - 0. 3516 0. 0804 0. 0001

农村 158 3. 1709 0. 3198 0. 0017 0. 3285 0. 0001

贵州
城镇 104 3. 7243 0. 2951 - 0. 3502 0. 0629 0. 0001

农村 171 3. 2716 0. 2622 0. 2427 0. 2913 0. 0001

甘肃
城镇 147 3. 6506 0. 3597 - 0. 8064 1. 5732 0. 0001

农村 100 3. 2444 0. 3992 - 0. 2487 0. 0279 0. 0001

四川
城镇 258 3. 6523 0. 3815 0. 0206 1. 1923 0. 0001

农村 390 3. 0391 0. 3107 0. 2581 0. 7106 0. 0001

内蒙古
城镇 85 3. 6822 0. 3427 0. 4231 0. 2102 0. 0001

农村 80 3. 2206 0. 2532 - 0. 1726 0. 3043 0. 0001

广西
城镇 180 3. 6563 0. 4146 0. 5348 3. 7609 0. 0001

农村 130 2. 8807 0. 3881 0. 1474 0. 1662 0. 0001

新疆 城镇 76 3. 2334 0. 4677 0. 3769 1. 1062 0. 0001
　　说明 :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的农村家庭收入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的数据计算所得 ,下同。

　　表 2 2004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特征

地区 城乡 家庭数目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正态性
检验 P值

东部
地区

城镇 2622 3. 9203 0. 3564 - 0. 2084 1. 7429 0. 0001

农村 1289 3. 3059 0. 4069 - 0. 0237 0. 6665 0. 0001

中部
地区

城镇 1794 3. 6364 0. 3911 - 0. 0355 1. 0714 0. 0001

农村 1574 3. 1856 0. 3637 - 0. 3513 0. 9305 0. 0001

西部
地区

城镇 1249 3. 6366 0. 3858 - 0. 1909 1. 3563 0. 0001

农村 1196 3. 1092 0. 3369 - 0. 0991 0. 2539 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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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1和表 2所示 ,全国 28个省 (市、自治区 )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镇家庭

人均对数收入的均值都大于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的均值 ,说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要

高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 ;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的 JB正态性检验的 P值都小

于 0. 05,说明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对数收入分布都没有通过正态性检验 ,不符合正

态分布。偏度①和峰度②是两个无量纲的数值 ,常用来描述一组数据的分布形状。正

态分布的 g1和 g2均为 0,若 g1 > 0 ,则称 x的分布是正偏 (或右偏 )的 ;若 g1 < 0 ,则称

x的分布是负偏 (或左偏 )的 , g1 越大 ,说明分布偏斜得越厉害 ;若 g2 > 0 ,则说明随

机变量 x分布的尾部比正态分布的尾部粗 ,并且 g2 值越大 ,倾向认为尾部越粗 ;若 g2

< 0 ,则说明 x分布的尾部比正态分布的尾部细 ,且 g2 值越大 ,倾向认为尾部越细。

2004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的偏度 g1

< 0 ,而峰度 g2 > 0 ,说明全国以及三大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的分布

都是左偏厚尾的 ;中国 28个省 (市、自治区 )中浙江、山东、江苏、山西、湖北、河南、河

北和海南省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都是左偏厚尾的 ,其他各省 (市、自治

区 )大部分农村家庭的人均对数收入分布是左偏厚尾的 ,而城镇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

是右偏厚尾的。所以 , 2004年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不可能用单一的分

布函数来描述 ,我们将依据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对数收入分布的特点寻找适合低、中、高

三个收入层次的分布函数 ,以此来拟合整个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③分布函数。

在国外 ,研究收入分布规律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意大利经济学家 Pareto是研究这

一问题的第一人 ,他发现收入分布服从幂率分布。随后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阶

层的收入分布可以用幂率分布描述 ,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布可以用对数正态分布

或指数分布描述。本文拟采用这一思想 ,对全国和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

布做一个拟合 ,经过反复验证高收入阶层可用帕累托分布拟合 ,中等收入分布可用正

态分布拟合 ,低收入分布可用指数分布拟合。

帕累托分布是收入分配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分布 (Cowell, 2000)。帕累托分布的累

积分布函数为 :

F ( x) = 1 - (
θ
x

)
α

, 　　x ≥θ > 0,α > 1

　　其中α是形状参数 , θ是尺度参数 (门限参数 ) ,累积分布函数度量收入小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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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偏度定义 : g1 = E [ x - E ( x) ]3 / [Var( x) ]1 /2。

峰度定义 : g2 = E [ x - E ( x) ]4 / [Var( x) ]2 - 3。

本文的“人均收入”即为“人均对数收入”的简称 ,下同。



θ的相对人口比例 ,我们将这种两参数帕累托分布记为 P a re to (θ,α) 。因为帕

累托分布的参数严格为正 ,仅有右尾 ,而且尾部比对数正态分布厚 ,能很好地拟

合高收入阶层。在分析过程中 ,如果所得模型的平均方差 (Average Variance ,简

写为 AV )远远超过均方误差 (Mean Square Error,简写为 MSE ) ,则数据的拟合效

果好 (彭昭英 , 2000 ) 。

正态分布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

f ( x) =
1

2πσ
e

- ( x -μ) 2 /2σ2

　　其中μ和σ分别是随机变量 X的均值与标准差 ,我们记为 N (μ,σ) 。如果中等

收入的城乡家庭数目小于 2000户 ,则用 W①统计量检验中等收入阶层的对数收入分

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根据样本数据分布的形状和正态分布相比较 ,得出一个数值 P

(0 < P < 1,即实际的显著性水平 )来描述“数据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的拟合程度。如果

W 统计量的 P值大于 0. 05,则样本分布通过正态性检验。

指数分布是一种连续概率分布 ,由于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大于等于 0,因此它的累

积分布函数为 :

F ( x) = 1 - e
-λx

, 　　x ≥ 0

　　其中λ是指数分布参数 ,我们记指数分布为 Exp (λ) 。我们对所估计的参数λ进

行 P检验 ,如果参数估计的 P值小于 0. 05,则拒绝“参数λ = 0”的原假设 ,参数λ的估

计值在 5%水平下显著。

三 　基于分布函数的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分解方法

(一 )单一总体基尼系数的测算

下面以城镇家庭为例计算其基尼系数 ,农村家庭基尼系数的测算方法类似。

在城镇家庭这一总体中 ,家庭人均收入可以被近似的看作一个连续型变量 I ,因

此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分配状况可以用连续性随机变量 I的概率分布函数表示 ,即 :

P I < x = Fu ( x) (1)

　　表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不大于 x的家庭数目占全部城镇家庭数目的比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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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 - a
-

) ( x i - x
-

)
2

/ ∑ ( a i - a
-

) 2 ∑ ( x i - x
-

) 2 在原假设 H0 (数据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为真时 ,W 统计

量标准化后渐近分布为标准正态分布 ,取值接近于 1。



Fu ( x) 。将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三个层次 ,其中低、

中、高三个收入层次的家庭数目占整个城镇家庭数目的比例分别为α,β,θ。则可设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为 Fu =αF1 +βF2 +θF3 　其中 ,α +β +θ = 1 , F1 , F2 ,

F3 分别表示城镇家庭低、中、高三个收入层次的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构造的统计指数 ,从洛伦兹曲线的定义可知 ,洛伦兹

曲线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间存在确定的关系 ,厉以宁和秦宛顺 (1997)与程

永宏和糜仲春 (1998)曾以不同方式推导出这一关系 :洛伦兹曲线上任意点 D 的横坐

标 P与纵坐标 L为 :

P (D ) = Fu ( x)

L (D ) =
N
W ∫

x

0

tfu ( t) d t

(2)

　　其中 , N 表示城镇家庭总数目 ; W 表示城镇家庭人均总收入 ;横坐标 P (D ) 意味

着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不大于 x的家庭数目 (设为 n )占全部城镇家庭数目的比例 ;纵坐

标 L (D ) 意味着这 n个城镇家庭的累积收入占整个城镇家庭人均总收入的比重。

利用洛伦兹曲线的参数方程 ,可知洛伦兹曲线与 y轴在 y ∈ 0, 1 上围成的面积

S为 :

S = ∫
X

0

Fu ( x) dL ( Fu ( x) )

　　与 L ( x) = 0相对应的数量 x为 0,与 L ( x) = 1相对应的数量 x就是城镇家庭人均

收入中 的 最 高 收 入 者 (用 X 表 示 )。利 用 ( 2 ) 式 , 分 部 积 分 得 到 : S =

N
W

1
2

X -
1
2 ∫

X

0

F
2
u ( x) dx 。则洛伦兹曲线与直线 y = x围成的面积 A为 : A = S -

1
2

=

N
W

1
2

X -
1
2 ∫

X

0

F
2
u ( x) dx -

1
2
。

　　由基尼系数的定义可知 ,城镇家庭基尼系数 Gu
①可以用 A表示为 :

Gu = 2A =
N
W

X - ∫
X

0

F
2
u ( x) dx - 1 (3)

　　利用以上公式计算城镇家庭基尼系数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布

函数的具体形式。本文将在经验分析部分分别拟合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低、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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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次的收入分布函数 ,从而得到城乡家庭混合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二 )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的测算

根据单一总体基尼系数的测算方法以及城乡家庭人均收入调查数据 ,可以分别拟

合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从而获得城乡混合收入分布函数 ,进一步推算

城乡混合基尼系数。

设城镇家庭数目为 N u ,城镇家庭中的人均最高收入为 Xu ;农村家庭数目为 N r ,

农村家庭中的人均最高收入为 X r ;某一地区居民家庭数目为 Nm ,显然这一地区居民

家庭总数目为 Nm = N u + N r ,这一地区居民家庭中的最高人均收入为 Xm = max (Xu ,

X r ) 。由 (1)式可知 ,这一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可用随机变量 Im 表示 ,相应的收入

分布函数为 Fm ( x) 。则对于这一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来说 ,人均收入不大于给定 x

值的家庭绝对数目为 M = N u Fu ( x) + N r Fr ( x) , 则相应的比重为 : M /Nm =

[ (N u Fu ( x) + N r Fr ( x) ] /Nm 。

　　由此得到这一地区城乡混合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Fm ( x) :

Fm ( x) = P ( Im < x) =
N u Fu ( x)

Nm

+
N r Fr ( x)

Nm

(4)

　　将这一分布函数 (4)式代入 (3)式 ,即可得到这一地区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

Gm : ①

Gm =
Nm

Wm

(Xm - ∫
Xm

0

F
2
m ( x) dx) - 1 (5)

　　进一步 ,因为这一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Wm 实际上就是累积收入在 x = Xm 时

的值 ,因此 :

Wm = Nm ∫
Xm

0

xdFm ( x) = Nm (Xm - ∫
Xm

0

Fm ( x) dx) (6)

　　将 (6)式代入 (5)式得到 :

Gm =

Xm - ∫
Xm

0

(
N u Fu ( x)

Nm

+
N r Fr ( x)

Nm

)
2

dx

Xm - ∫
Xm

0

(
N u Fu ( x)

Nm

+
N r Fr ( x)

Nm

) dx

- 1 (7)

　　将 (7)式进一步展开 ,并设 Xu > X r ,则 Xm = max (Xu , X r ) = Xu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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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Nm

=γ,
N r

Nm

= 1 - γ, ∫
Xu

0

Fu ( x) dx = Au , ∫
X r

0

Fr ( x) dx = A r

∫
Xu

0

F
2
u ( x) dx = B u , ∫

Xr

0

F
2
r ( x) dx = B r , ∫

Xu

0

Fu ( x) Fr ( x) dx = C

(8)

　　又因为 x > X r时 , Fr ( x) =1,有 ∫
Xu

Xr

Fr ( x) dx = Xu - Xr , ∫
Xu

Xr

Fr
2 ( x) dx = Xu - Xr ,所以存

在 :

∫
Xu

0

Fr ( x) dx = ∫
Xr

0

Fr ( x) dx + ∫
Xu

X r

Fr ( x) dx = A r + Xu - X r

∫
Xu

0

F
2
r ( x) dx = ∫

Xr

0

F
2
r ( x) dx + ∫

Xu

X r

F
2
r ( x) dx = B r + Xu - X r

(9)

　　把 (8)和 (9)式代入到 (7)式的展开式中 ,整理后得到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另一形式 :

Gm =
Xu - γ2

B u + (1 - γ) 2
B r + 2γ(1 - γ) C + (1 - γ) 2 (Xu - X r )

Xu - γAu + (1 - γ) A r + (1 - γ) (Xu - X r )
- 1 (10)

　　以上公式涉及诸多积分计算 ,形式复杂 ,但是利用计算机软件 Matlab强大的数值

计算功能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计算难题。更可贵的是 ,上述公式 (10)可以进一步分解

成具有明确经济意义的简单形式 ,为这一地区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的分解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依据。

(三 )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的分解

基尼系数的分解一直是相关文献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 ,根据以上城乡家庭混合基

尼系数的测算方法 ,可以进一步对这一地区的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进行分解。

设这一地区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为 Em ,根据式 (8)可将式 (6)表示为 :

Em =
Wm

Nm
∫

Xm

0

xdFm ( x) = Xm - ∫
Xm

0

Fm ( x) dx

= Xm - γAu + (1 - γ) A r + (1 - γ) (Xu - X r )

(11)

　　同理 ,根据式 (3)和式 (8)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均值

分别为 :

Eu = (Au - B u ) /Gu , Er = (A r - B r ) /Gr (12)

　　将式 (11)、(12)代入式 (10) ,重新整理组合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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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
γEu

Em

Gu +
(1 - γ) Er

Em

Gr +
γ(1 - γ) (B u + B r - 2C + Xu - X r )

Em

(13)

　　式 (13)中 B u + B r - 2C可以表示为 :

B u + B r - 2C = ∫
Xm

0

[ F
2
u ( x) + F

2
r ( x) - 2Fu ( x) Fr ( x) ] dx - ∫

Xm

X r

F
2
r ( x)

= ∫
Xm

0

[ Fu ( x) - Fr ( x) ]
2

dx - (Xu - X r )

　　我们记 ∫
Xm

0

[ Fu ( x) - Fr ( x) ]
2

dx =D,则得到这一地区的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的

分解式 :

Gm =
γEu

Em

Gu +
(1 - γ) Er

Em

Gr +
γ(1 - γ)

Em

D (14)

　　以上城乡家庭混合基尼系数分解式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 D是度量城乡差距的优良

指标 ,更全面地反映了城乡差距 ,被定义为“绝对城乡差距指数 ”,而 D去除家庭人均

收入这一“量纲 ”的影响后 ,可以记为 : Gd = D / Em ,被定义为“相对城乡差距 ”(程永

宏 , 2006)。Gu , Gr的权数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 ,表明城

乡内部基尼系数对混合基尼系数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所占全国家庭人均

总收入份额的大小。 (14)式左边可以看作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因为总体不平等造成的

福利损失 ;右边第一项可以看作由于农村内部不平等造成的福利损失 ,右边第二项可

以看作由于城市内部不平等造成的福利损失 ,右边第三项可以看作由于城乡差距

造成的福利损失。因此本文的分解方法揭示了这一地区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

的收入差距。

三 　经验分析

(一 )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函数拟合

首先确定全国和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低、中、高收入阶层的分界线。利用“交

叉验证法 ”(赵桂芹和粟芳 , 2008)得到帕累托分布的门槛值 xg ,即城镇 (农村 )高收入

家庭的最小值 ,根据门槛值 xg 所处位置可以计算得到城镇 (农村 )高收入家庭数目占

整个城镇 (农村 )家庭数目的比例θ;从城镇 (农村 )概率分布图中得到门槛值 xg 的概

率 Pg以及概率最大的值 x0后 ,根据正态分布的对称性 ,以 x0为对称中心 ,在 x0的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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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概率同样为 Pg 的数值 xd ,以 xd 所处位置作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分界点 ,

由此可以分别计算出城镇 (农村 )中、低收入家庭数目占整个城镇 (农村 )家庭数目的

比例β和α。

接下来 ,分别利用帕累托分布函数、对数正态分布函数和指数分布函数对全国和

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中、低收入阶层进行拟合。经验证我们发现每

个帕累托模型的平均方差远远超过均方误差 ,数据的拟合效果好 ,全国和各地区城镇

和农村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人均对数收入数据都通过正态性检验 ,指数分布模型的参

数估计结果均在显著性水平 5%上显著 ,如表 3和表 4所示。因此 ,可以用以上模型

得到全国和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各收入阶层的分布函数 ,见表 5和表 6。

由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公式 Fu =αF1 +βF2 +θF3可分别得到各地区的城

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Fui ( i表示地区 ,下同 )。同样 ,由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

数 Fr =αF1 +βF2 +θF3可分别得到各地区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Fri 。进一步 ,

可以分别得到 2004年各地区城乡混合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Fm i , Fm i =γi Fu i + (1 -

γi ) Fri , γi 表示第 i地区城镇家庭数目占该地区家庭总数目的比例。

表 3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城镇和农村各收入阶层的分布检验

城镇 农村

地区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AV M SE W P P AV M SE W P P

全国 259. 67 0. 0429 0. 6981 0. 3039 0. 0001 489. 18 0. 0419 0. 7224 0. 3022 0. 0001

北京 455. 43 0. 0476 0. 6844 0. 2859 0. 0001 - - - - -

上海 499. 39 0. 0352 0. 9381 0. 2074 0. 0001 - - - - -

天津 691. 09 0. 0729 0. 8419 0. 2847 0. 0001 - - - - -

广东 438. 73 0. 0169 0. 5491 0. 1308 0. 0001 341. 43 0. 0193 0. 9399 0. 2739 0. 0001

福建 372. 06 0. 0825 0. 7649 0. 1726 0. 0001 734. 56 0. 0831 0. 7519 0. 2527 0. 0001

浙江 294. 87 0. 0939 0. 9201 0. 2938 0. 0001 492. 81 0. 0442 0. 6429 0. 1862 0. 0001

山东 318. 29 0. 0136 0. 9724 0. 1744 0. 0001 339. 05 0. 0401 0. 9291 0. 1582 0. 0001

辽宁 294. 71 0. 0392 0. 9173 0. 0827 0. 0001 450. 21 0. 0157 0. 6011 0. 2729 0. 0001

江苏 593. 99 0. 0471 0. 9742 0. 1732 0. 0001 290. 74 0. 0291 0. 5472 0. 1528 0. 0001

山西 371. 94 0. 0962 0. 5028 0. 1143 0. 0500 239. 87 0. 0247 0. 9022 0. 2632 0. 0500

陕西 448. 32 0. 1003 0. 8391 0. 3192 0. 0001 229. 37 0. 0591 0. 4493 0. 0837 0. 0001

江西 397. 12 0. 0582 0. 7392 0. 1745 0. 0500 279. 37 0. 0482 0. 6938 0. 0739 0. 0001

吉林 377. 91 0. 0385 0. 6391 0. 0928 0. 0001 307. 37 0. 0639 0. 5983 0. 0691 0. 0500

湖北 492. 91 0. 1958 0. 7329 0. 0837 0. 0001 401. 32 0. 1201 0. 5911 0. 0594 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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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农村

地区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AV M SE W P P AV M SE W P P

湖南 510. 32 0. 0991 0. 5918 0. 1193 0. 0001 311. 92 0. 0773 0. 6118 0. 1148 0. 0001

黑龙江 338. 58 0. 0639 0. 7111 0. 1148 0. 0001 271. 83 0. 0492 0. 7028 0. 1039 0. 0500

河南 291. 28 0. 0927 0. 5822 0. 0739 0. 0001 407. 25 0. 0591 0. 5091 0. 0837 0. 0001

河北 381. 21 0. 0762 0. 6291 0. 2248 0. 0001 421. 04 0. 0397 0. 6003 0. 0581 0. 0001

海南 229. 34 0. 1772 0. 4999 0. 1473 0. 0001 - - - - -

安徽 308. 65 0. 0837 0. 5118 0. 0639 0. 0001 229. 72 0. 0859 0. 5933 0. 0596 0. 0001

重庆 112. 96 0. 0999 0. 7291 0. 1175 0. 0500 308. 67 0. 0715 0. 7301 0. 1739 0. 0500

云南 307. 11 0. 0629 0. 6882 0. 1928 0. 0001 307. 49 0. 0482 0. 6229 0. 1236 0. 0001

贵州 296. 48 0. 0582 0. 5338 0. 0593 0. 0001 317. 92 0. 0695 0. 5582 0. 0982 0. 0001

甘肃 229. 74 0. 0691 0. 5915 0. 0601 0. 0001 288. 49 0. 0299 0. 5118 0. 0974 0. 0001

四川 288. 41 0. 0883 0. 4829 0. 0739 0. 0001 217. 47 0. 0682 0. 4928 0. 0636 0. 0001

内蒙古 231. 54 0. 0119 0. 3981 0. 1791 0. 0500 239. 45 0. 0194 0. 6049 0. 0791 0. 0500

广西 387. 69 0. 1029 0. 5598 0. 1208 0. 0001 291. 58 0. 0501 0. 5821 0. 0575 0. 0001

新疆 285. 48 0. 0721 0. 7101 0. 0728 0. 0500 - - - - -

　　说明 :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的农村家庭收入数据 ;海南省农村家庭样本太少 ,无法检验。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的数据计算所得 ,下同。

表 4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各收入阶层的分布检验

城镇 农村

地区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AV M SE W P P AV M SE W P P

东部地区 489. 43 0. 0147 0. 8744 0. 0737 0. 0001 430. 11 0. 0457 0. 8911 0. 0629 0. 0001

中部地区 317. 49 0. 0342 0. 5281 0. 0911 0. 0001 220. 14 0. 0591 0. 7972 0. 0828 0. 0001

西部地区 221. 09 0. 0829 0. 7919 0. 0816 0. 0001 259. 87 0. 0741 0. 7092 0. 0532 0. 0001

表 5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城镇和农村家庭各收入阶层的分布函数

地区 城镇 农村

全国

α = 0. 21 Exp (0. 0272) α = 0. 23 Exp (0. 1826)

β = 0. 68 N (3. 821, 0. 0217) β = 0. 63 N (3. 2363, 0. 0225)

θ = 0. 11 Pa reto (6085. 18, 1. 2238) θ = 0. 14 Pa reto (5494. 17, 1. 0591)

北京

α = 0. 15 Exp (0. 0721) - -

β = 0. 64 N (4. 1538, 0. 0397) - -

θ = 0. 21 Pa reto (4. 1956, 1. 29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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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镇 农村

上海

α = 0. 14 Exp (0. 0829) - -

β = 0. 64 N (4. 1587, 0. 0847) - -

θ = 0. 22 Pa reto (4. 2050, 1. 3819) - -

天津

α = 0. 16 Exp (0. 0739) - -

β = 0. 66 N (4. 0219, 0. 0821) - -

θ = 0. 18 Pa reto (4. 1807, 1. 2482) - -

广东

α = 0. 13 Exp (0. 0391) α = 0. 20 Exp (0. 0463)

β = 0. 68 N (3. 9626, 0. 0256) β = 0. 65 N (3. 2953, 0. 0408)

θ = 0. 19 Pa reto (4. 0089, 1. 3491) θ = 0. 15 Pa reto (3. 5889, 1. 1819)

福建

α = 0. 23 Exp (0. 0587) α = 0. 26 Exp (0. 0523)

β = 0. 60 N (3. 9441, 0. 0491) β = 0. 64 N (3. 1517, 0. 0349)

θ = 0. 17 Pa reto (4. 0380, 1. 1490) θ = 0. 10 Pa reto (3. 1901, 1. 8060)

浙江

α = 0. 14 Exp (0. 0399) α = 0. 20 Exp (0. 0494)

β = 0. 71 N (4. 1849, 0. 0831) β = 0. 65 N (3. 5051, 0. 0176)

θ = 0. 15 Pa reto (4. 2162, 1. 0273) θ = 0. 15 Pa reto (3. 6910, 1. 3240)

山东

α = 0. 15 Exp (0. 0394) α = 0. 13 Exp (0. 0517)

β = 0. 70 N (3. 9267, 0. 0217) β = 0. 75 N (3. 4441, 0. 0151)

θ = 0. 15 Pa reto (4. 0150, 1. 2411) θ = 0. 11 Pa reto (3. 5530, 1. 1621)

辽宁

α = 0. 14 Exp (0. 0183) α = 0. 23 Exp (0. 0322)

β = 0. 72 N (3. 8212, 0. 0421) β = 0. 63 N (3. 3849, 0. 0990)

θ = 0. 14 Pa reto (3. 9907, 1. 2911) θ = 0. 14 Pa reto (3. 4429, 1. 0209)

江苏

α = 0. 16 Exp (0. 0344) α = 0. 20 Exp (0. 0587)

β = 0. 72 N (3. 9626, 0. 0126) β = 0. 67 N (3. 4804, 0. 0246)

θ = 0. 12 Pa reto (4. 0089, 1. 3192) θ = 0. 13 Pa reto (3. 4006, 1. 1165)

山西

α = 0. 19 Exp (0. 0517) α = 0. 18 Exp (0. 0279)

　β = 0. 68 N (3. 6441, 0. 0151) 　β = 0. 69 N (3. 2545, 0. 0568)

　θ = 0. 13 Pa reto (3. 8030, 1. 1611) 　θ = 0. 13 Pa reto (3. 4007, 1. 0384)

陕西

α = 0. 24 Exp (0. 0285) α = 0. 16 Exp (0. 0437)

β = 0. 61 N (3. 8849, 0. 0753) β = 0. 72 N (3. 2231, 0. 0491)

θ = 0. 15 Pa reto (3. 9029, 1. 0222) θ = 0. 12 Pa reto (3. 3999, 1. 1633)

江西

α = 0. 14 Exp (0. 0597) α = 0. 19 Exp (0. 0317)

β = 0. 75 N (3. 4267, 0. 0239) β = 0. 68 N (3. 0849, 0. 0119)

θ = 0. 11 Pa reto (3. 5980, 1. 2210) θ = 0. 13 Pa reto (3. 1129, 1. 0385)

吉林

α = 0. 14 Exp (0. 0433) α = 0. 24 Exp (0. 0417)

β = 0. 76 N (3. 5212, 0. 0511) β = 0. 66 N (3. 2261, 0. 01131)

θ = 0. 10 Pa reto (3. 6307, 1. 2966) θ = 0. 10 Pa reto (3. 3085, 1.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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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镇 农村

湖北

α = 0. 16 Exp (0. 0321) α = 0. 14 Exp (0. 0359)

β = 0. 72 N (3. 7626, 0. 0184) β = 0. 75 N (3. 3849, 0. 0742)

θ = 0. 12 Pa reto (3. 8955, 1. 3752) θ = 0. 11 Pa reto (3. 4629, 1. 0661)

湖南

α = 0. 19 Exp (0. 0517) α = 0. 14 Exp (0. 0519)

β = 0. 68 N (3. 8441, 0. 0169) β = 0. 76 N (3. 4422, 0. 0153)

θ = 0. 13 Pa reto (3. 5530, 1. 1740) θ = 0. 10 Pa reto (3. 5530, 1. 1440)

黑龙江

α = 0. 24 Exp (0. 0299) α = 0. 16 Exp (0. 0249)

β = 0. 62 N (3. 4849, 0. 0497) β = 0. 72 N (3. 3899, 0. 0543)

θ = 0. 14 Pa reto (3. 5829, 1. 0239) θ = 0. 12 Pa reto (3. 4029, 1. 0200)

河南

α = 0. 14 Exp (0. 0313) α = 0. 19 Exp (0. 0579)

β = 0. 75 N (3. 6267, 0. 0262) β = 0. 68 N (3. 0451, 0. 0149)

θ = 0. 11 Pa reto (3. 7750, 1. 2190) θ = 0. 13 Pa reto (3. 1130, 1. 1620)

河北

α = 0. 14 Exp (0. 0133) α = 0. 24 Exp (0. 0311)

β = 0. 76 N (3. 9212, 0. 0321) β = 0. 66 N (3. 3849, 0. 0110)

θ = 0. 10 Pa reto (4. 0007, 1. 2185) θ = 0. 10 Pa reto (3. 3329, 1. 0218)

海南

α = 0. 16 Exp (0. 0490) - -

β = 0. 70 N (3. 5626, 0. 0129) - -

θ = 0. 14 Pa reto (3. 6989, 1. 3332) - -

安徽

α = 0. 19 Exp (0. 0807) α = 0. 14 Exp (0. 0511)

β = 0. 68 N (3. 8445, 0. 0111) β = 0. 76 N (3. 3466, 0. 0199)

θ = 0. 13 Pa reto (3. 9130, 1. 1220) θ = 0. 10 Pa reto (3. 4430, 1. 1610)

重庆

α = 0. 14 Exp (0. 0301) α = 0. 26 Exp (0. 0311)

β = 0. 69 N (3. 6809, 0. 0550) β = 0. 62 N (3. 2849, 0. 1060)

θ = 0. 17 Pa reto (3. 7129, 1. 0251) θ = 0. 12 Pa reto (3. 3429, 1. 0261)

云南

α = 0. 14 Exp (0. 0314) α = 0. 17 Exp (0. 0527)

β = 0. 75 N (3. 6247, 0. 0267) β = 0. 75 N (3. 2441, 0. 0081)

θ = 0. 11 Pa reto (3. 7750, 1. 2050) θ = 0. 08 Pa reto (3. 3000, 1. 1090)

贵州

α = 0. 24 Exp (0. 0133) α = 0. 34 Exp (0. 0307)

β = 0. 66 N (3. 8212, 0. 0031) β = 0. 59 N (3. 3849, 0. 0460)

θ = 0. 10 Pa reto (3. 9107, 1. 2285) θ = 0. 07 Pa reto (3. 4629, 1. 0291)

甘肃

α = 0. 16 Exp (0. 0280) α = 0. 14 Exp (0. 0307)

β = 0. 72 N (3. 7626, 0. 0106) β = 0. 75 N (3. 3461, 0. 0281)

θ = 0. 12 Pa reto (3. 8900, 1. 3152) θ = 0. 11 Pa reto (3. 4430, 1. 1090)

四川

α = 0. 19 Exp (0. 0217) α = 0. 14 Exp (0. 0355)

β = 0. 68 N (3. 7281, 0. 0431) β = 0. 76 N (3. 1859, 0. 0390)

θ = 0. 13 Pa reto (3. 8030, 1. 1490) θ = 0. 10 Pa reto (3. 2911, 1.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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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镇 农村

内蒙古

α = 0. 14 Exp (0. 0330) α = 0. 24 Exp (0. 0417)

β = 0. 69 N (3. 7809, 0. 0160) β = 0. 65 N (3. 3411, 0. 0211)

θ = 0. 17 Pa reto (3. 8429, 1. 0291) θ = 0. 11 Pa reto (3. 4930, 1. 1630)

广西

α = 0. 14 Exp (0. 0269) α = 0. 14 Exp (0. 0377)

β = 0. 75 N (3. 7401, 0. 0481) β = 0. 67 N (2. 9843, 0. 0290)

θ = 0. 11 Pa reto (3. 8630, 1. 0390) θ = 0. 19 Pa reto (3. 0029, 1. 0921)

新疆

α = 0. 14 Exp (0. 0258) - -

β = 0. 76 N (3. 3848, 0. 0380) - -

θ = 0. 10 Pa reto (3. 5429, 1. 0202) - -

表 6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家庭各收入阶层的分布函数

地区 城镇 农村

东部

地区

α = 0. 19 Exp (0. 0539) α = 0. 13 Exp (0. 0716)

β = 0. 66 N (4. 0987, 0. 0328) β = 0. 73 N (3. 5113, 0. 0119)

θ = 0. 15 Pa reto (4. 256, 1. 2838) θ = 0. 14 Pa reto (3. 7871, 1. 0556)

中部

地区

α = 0. 14 Exp (0. 0354) α = 0. 20 Exp (0. 0587)

β = 0. 75 N (3. 8229, 0. 0249) β = 0. 77 N (3. 3814, 0. 0246)

θ = 0. 11 Pa reto (3. 9150, 1. 2351) θ = 0. 13 Pa reto (3. 5246, 1. 1346)

西部

地区

α = 0. 16 Exp (0. 0163) α = 0. 13 Exp (0. 0211)

β = 0. 74 N (3. 6012, 0. 0491) β = 0. 79 N (3. 1565, 0. 0348)

θ = 0. 10 Pa reto (3. 7707, 1. 2459) θ = 0. 08 Pa reto (3. 2947, 1. 0364)

(二 )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及其混合基尼系数分解

根据拟合所得的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函数 ,利用公式 ( 10)可以计算得到全国和各

地区中国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城乡差异基尼系数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表

7和表 8给出了相应的结果。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基尼系数若低于 0. 2表示收

入绝对平均 , 0. 2～0. 3表示比较平均 , 0. 3～0. 4表示相对合理 , 0. 4～0. 5表示收入差

距较大 , 0. 6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而国际上通常以 0. 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

从表 7可以看出 , 2004年全国基尼系数为 0. 4554 ,同样各省 (市、自治区 )

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不容乐观 ,除 9个省份以外 ,多数省份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

已经超过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尤其处于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甘肃、四

川这四个省份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达到 0. 46以上 ,说明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拉大 ,收入分配不公平。

2004年全国城镇基尼系数为 0. 3703,多数省 (市、自治区 )的城镇基尼系数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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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4之间 ,说明这些省份的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 ,而尤以江苏省

的城镇基尼系数最高 ,达到 0. 3622。

2004年全国农村基尼系数为 0. 3589,小于全国城镇基尼系数。而绝大多数省份

的农村基尼系数要高于该省的城镇基尼系数 ,说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相对于城镇来

说更不公平 ;除了江西、吉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甘肃、四川这 8个省份外 ,其他各

省 (市、自治区 )的农村基尼系数都在 0. 3～0. 4之间 ,且内蒙古的农村基尼系数达到

0. 3641,说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也存在一定差距 ,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2004年全国城乡差距基尼系数为 0. 4286,说明城乡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绝大

多数省份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都在 0. 1左右 ,说明城镇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存

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四川省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最大 ,为 0. 2049,而江苏省的城

乡差距基尼系数最小 ,为 0. 0393,可以看出收入越欠发达的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相对

越大 ,收入分配也相对越不公平。

如表 8所示 ,从横向来看 , 2004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大于农村基尼系数和

城乡差距基尼系数 ,说明东部地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相对于农村内部严

重 ;中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略高于农村基尼系数 ,说明中部地区也存在城镇内部收

入差距相对较大的问题 ;而西部地区的农村基尼系数高于城镇基尼系数 ,说明西部地

区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相对城镇内部较大 ,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

从纵向来看 , 2004年西部地区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最大 ,已经超过收入分配差距

的“警戒线”,其次为东部地区 ,最小的为中部地区 ,说明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

大 ,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东部地区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也到达 0. 3905,城乡

收入分配略显不公平 ;中部地区的城乡混合系数为 0. 3118,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2004年城镇基尼系数以东部地区最大 ,西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最小 ,说明东部地区

的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相对中、西部地区较大。而 2004年农村基尼系数以西部地区最

大 ,东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最小 ,说明对于农村地区来说 ,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相对

较大 ,不公平现象较严重。2004年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最大 ,为 0. 1453,远

远超过东部地区的 0. 0575和中部地区的 0. 0274,说明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非常严重 ,已经阻碍了西部地区城乡均衡发展。

另外 ,我们还利用 Sen (1973)提出的基尼系数公式进行了计算 ,结果见表 7和表

8。结果显示 :用此公式计算出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普遍小于用分布函数法计算出的

城乡混合基尼系数 ,其差值幅度在 0. 0002～0. 035之间。由于选取的样本一致 ,因此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的成因主要来自于计算方法。

·611·　期1第年0102　3济经界世

　　基于家庭收入分布的地区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其城乡分解



　　表 7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

地区
城乡混合
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农村基尼系数

城乡差距
基尼系数

城乡混合
基尼系数 3

全国 0. 4554 0. 3703 0. 3589 0. 4286 0. 4506

北京 - 0. 2303 - - -

上海 - 0. 3122 - - -

天津 - 0. 3191 - - -

广东 0. 3694 0. 3137 0. 3398 0. 0578 0. 3411

福建 0. 3915 0. 2911 0. 3264 0. 1091 0. 3752

浙江 0. 3877 0. 3182 0. 3121 0. 0838 0. 3820

山东 0. 3816 0. 3083 0. 3299 0. 0705 0. 3707

辽宁 0. 3847 0. 2883 0. 3194 0. 0961 0. 3729

江苏 0. 3908 0. 3622 0. 3488 0. 0393 0. 3906

山西 0. 4307 0. 2996 0. 306 0. 1541 0. 4283

陕西 0. 4539 0. 2929 0. 3627 0. 1683 0. 4527

江西 0. 3984 0. 2967 0. 2671 0. 1482 0. 3883

吉林 0. 4007 0. 2916 0. 2708 0. 1829 0. 3899

湖北 0. 4132 0. 2997 0. 2686 0. 1481 0. 4118

湖南 0. 4313 0. 3328 0. 2786 0. 1359 0. 4201

黑龙江 0. 3573 0. 3214 0. 3407 0. 0601 0. 3492

河南 0. 4476 0. 3382 0. 2917 0. 1661 0. 4291

河北 0. 4506 0. 3437 0. 3791 0. 1029 0. 4385

海南 - 0. 3546 - - -

安徽 0. 4433 0. 3476 0. 2779 0. 1461 0. 4087

重庆 0. 4431 0. 2638 0. 3003 0. 1926 0. 4215

云南 0. 4808 0. 3088 0. 3711 0. 1695 0. 4799

贵州 0. 4705 0. 3064 0. 3315 0. 1844 0. 4607

甘肃 0. 4703 0. 3318 0. 2682 0. 1934 0. 4539

四川 0. 4626 0. 3161 0. 2896 0. 2049 0. 4499

内蒙古 0. 3702 0. 303 0. 3641 0. 0459 0. 3583

广西 0. 4507 0. 2633 0. 3631 0. 1864 0. 4471

新疆 - 0. 2977 - - -

　　说明 :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的农村家庭收入数据 ;海南省农村家庭样本太少 ,无法计算。
标注 3 号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是按照 Sen (1973)提出的计算公式所得。Sen (1973)提出的计算公式

为 : G = ( n + 1) / n - 2∑
n

i =1

[ ( n - i + 1) yi ] / ( n2 u) ,其中 yi表示按家庭人均收入排序的第 i个家庭的

收入 , n为所有的家庭数目 ,μ为平均收入。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中国统计年鉴 2005》及各省 (市、自治区 )的

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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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

地区 城乡混合
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农村基尼系数 城乡差距

基尼系数
城乡混合
基尼系数 3

东部地区 0. 3905 0. 3499 0. 3274 0. 0575 0. 3724

中部地区 0. 3118 0. 2957 0. 2791 0. 0274 0. 3002

西部地区 0. 4522 0. 3093 0. 3542 0. 1453 0. 4516

对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一直是收入分配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计算城

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的基础上 ,对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

分解 ,并利用公式 (14)分别计算了各自的贡献率 ,如表 9和表 10所示。

表 9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分解后的贡献率 %

地区 城镇贡献率 农村贡献率 相对城乡差距贡献率

全国 43. 0563 35. 9582 21. 9855

广东 58. 8081 28. 2860 12. 9059

福建 52. 8479 24. 1152 23. 0369

浙江 35. 6618 45. 5222 18. 8160

山东 42. 2107 41. 2837 16. 5056

辽宁 43. 2808 35. 0761 21. 6431

江苏 46. 1031 44. 8554 9. 0415

山西 35. 7478 34. 5357 29. 7165

陕西 43. 3739 26. 1972 30. 4288

江西 37. 3734 33. 3983 29. 2283

吉林 55. 8216 15. 7419 28. 4365

湖北 39. 2337 29. 8425 30. 9239

湖南 45. 7901 26. 2627 27. 9472

黑龙江 73. 0796 17. 8861 9. 0344

河南 37. 0918 33. 1779 29. 7304

河北 35. 2967 45. 2001 19. 5032

安徽 41. 5799 29. 4465 28. 9736

重庆 31. 1789 32. 2797 36. 5415

云南 33. 0121 37. 5116 29. 4763

贵州 26. 6417 41. 6328 31. 7255

甘肃 43. 9684 21. 4870 34. 5446

四川 30. 2640 34. 8758 34. 8602

内蒙古 44. 8925 44. 4071 10. 7003

广西 37. 2336 29. 2171 33. 5493

·811·　期1第年0102　3济经界世

　　基于家庭收入分布的地区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其城乡分解



从表 9可以看出 , 2004年全国城镇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大于农村、城乡差距的贡献

率 ,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是造成全国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为农村内部收

入差距和城乡相对收入差距。除了浙江、河北、重庆、云南、贵州和四川这 6个省份外 ,

其他省份的城镇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都高于农村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和城乡差距基尼系

数的贡献率 ,说明城镇收入差距是造成各省 (市、自治区 )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从数

值比较来看 ,黑龙江省的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最大 ,达到 73%以上 ,而四川省的城镇

基尼系数贡献率最小 ,仅 30. 26% ;河北省的农村基尼系数贡献率最大 ,为 45. 2% ,而

吉林省的农村基尼系数贡献率最小 ,为 15. 75% ;四川省和甘肃省的相对城乡差距基

尼系数的贡献率都较大 ,达到 34%以上 ,说明这两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非常不公平 ,

而江苏省和黑龙江省的相对城乡差距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较小 ,仅 9%多 ,说明这两省

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从表 10可以看出 ,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都高于农村基

尼系数贡献率和相对城乡差距贡献率 ,说明在这三大地区中城镇收入差距是造成这三

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从城镇基尼系数贡献率来看 ,东部地区最大 ,中部

地区次之 ,西部地区最小 ,说明东部地区的城镇收入差距相对最大 ,收入分配不公平。

从农村基尼系数贡献率来看 ,中部地区农村基尼系数贡献率均大于东、西部地区农村

基尼系数贡献率 ,说明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差距相对较大 ,而东部地区农村收入差距相

对较小。从相对城乡差距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来看 ,西部地区最大 ,达到 27. 13% ,而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仅为 12. 09%和 7. 48% ,说明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的相对差距是导

致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表 10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分解后的贡献率 %

地区 城镇贡献率 农村贡献率 相对城乡差距贡献率

东部地区 63. 3433 24. 5712 12. 0855

中部地区 53. 6222 38. 9005 7. 4772

西部地区 37. 6088 35. 2598 27. 1314

　　另外 ,我们同时也用泰尔指数进行了城乡分解 ,结果见表 11和表 12,其结果显示

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距 ,而城镇和农村各自内部差距并不大 ,这一分解结果与基

尼系数的城乡分解结果存在差异。程永宏 ( 2007)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他指出 :

“对泰尔指数进行城乡分解的方法并不完善。万广华 (2005)早已注意到 :经验证据表

明 ,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时 ,组间差距贡献率依赖于分组数目 ;当分组数目较大时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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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2004年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的泰尔指数及其城乡分解贡献率

地区
城乡混合
泰尔系数

城镇内部
泰尔系数

农村内部
泰尔系数

城乡之间
泰尔系数

城镇内部
贡献率 ( % )

农村内部
贡献率 ( % )

城乡差距
贡献率 ( % )

全国 0. 1034 0. 0381 0. 0225 0. 0428 36. 85 21. 76 41. 39

北京 - 0. 0293 - - - - -

上海 - 0. 0281 - - - - -

天津 - 0. 0247 - - - - -

广东 0. 1215 0. 0383 0. 034 0. 0492 31. 52 27. 98 40. 49

福建 0. 1103 0. 0318 0. 0299 0. 0486 28. 83 27. 11 44. 06

浙江 0. 1024 0. 0324 0. 0261 0. 0439 31. 64 25. 49 42. 87

山东 0. 0975 0. 0338 0. 0232 0. 0405 34. 67 23. 79 41. 54

辽宁 0. 1147 0. 0418 0. 023 0. 0499 36. 44 20. 05 43. 50

江苏 0. 1015 0. 033 0. 0233 0. 0452 32. 51 22. 96 44. 53

山西 0. 0934 0. 0318 0. 0233 0. 0383 34. 05 24. 95 41. 01

陕西 0. 0904 0. 0284 0. 0243 0. 0377 31. 42 26. 88 41. 70

江西 0. 1097 0. 042 0. 0239 0. 0438 38. 29 21. 79 39. 93

吉林 0. 0986 0. 0355 0. 0235 0. 0396 36. 00 23. 83 40. 16

湖北 0. 1094 0. 0361 0. 0235 0. 0498 33. 00 21. 48 45. 52

湖南 0. 108 0. 0375 0. 0207 0. 0498 34. 72 19. 17 46. 11

黑龙江 0. 0772 0. 0221 0. 0286 0. 0265 28. 63 37. 05 34. 33

河南 0. 097 0. 0385 0. 0219 0. 0366 39. 69 22. 58 37. 73

河北 0. 0901 0. 032 0. 0225 0. 0356 35. 52 24. 97 39. 51

海南 - 0. 0326 - - - - -

安徽 0. 1077 0. 034 0. 0281 0. 0456 31. 57 26. 09 42. 34

重庆 0. 1172 0. 042 0. 0243 0. 0509 35. 84 20. 73 43. 43

云南 0. 111 0. 0322 0. 0213 0. 0575 29. 01 19. 19 51. 80

贵州 0. 1009 0. 0212 0. 0228 0. 0569 21. 01 22. 60 56. 39

甘肃 0. 1079 0. 0226 0. 0231 0. 0622 20. 95 21. 41 57. 65

四川 0. 1106 0. 0322 0. 0231 0. 0553 29. 11 20. 89 50. 00

内蒙古 0. 1045 0. 0257 0. 0241 0. 0547 24. 59 23. 06 52. 34

广西 0. 1101 0. 0263 0. 0237 0. 0601 23. 89 21. 53 54. 59

新疆 - 0. 0377 - - - - -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 (CGSS)、《中国统计年鉴 2005》及各省 (市、自治区 )的

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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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及其城乡分解贡献率

地区
城乡混合
泰尔系数

城镇内部
泰尔系数

农村内部
泰尔系数

城乡之间
泰尔系数

城镇内部
贡献率 ( % )

农村内部
贡献率 ( % )

城乡差距
贡献率 ( % )

东部地区 0. 1076 0. 0432 0. 0193 0. 0451 40. 15 17. 94 41. 91

中部地区 0. 0675 0. 0249 0. 0169 0. 0257 36. 89 25. 04 38. 07

西部地区 0. 1044 0. 0254 0. 0204 0. 0586 24. 33 19. 54 56. 13

间差距影响较小 ;当用于城乡分解时 ,由于只有两个分组 ,组间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本

文计算的城乡差距基尼系数尽管很大 ,但其贡献率并不是最高的。所以 ,城乡差距贡献

率的大小随分解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泰尔指数的城乡分解结果夸大了城乡差距贡献率。

四 　结论

理论上 ,从使用数据的角度看 ,与通常的通过分组数据计算基尼系数相比较 ,我们

所采用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然应该更准确 ,原因在于我们考虑了所有抽样家庭的

人均收入分布 ,而分组数据将所有抽样家庭按人均收入的多少又分成几个组 ,每一组

计算其收入平均 ,这肯定会导致大量关于家庭收入分布的信息损失 ,无法得到基尼系

数的准确值。由于我们首次得到了中国和各地区居民家庭收入的较准确的拟合分布 ,

因此 ,基于这种拟合分布得到的基尼系数的估算值至少从分布函数法的角度看应该是

目前为止最好的。事实上 ,国内外学者曾分别引入过伽马分布函数、帕累托分布函数

和正态分布函数等对实际家庭收入数据进行拟合 ,效果都不甚理想 ,主要是因为收入

在高、中、低不同阶层的分布形状不一样 ,有关文献见 McDonald (1995)、成邦文 (2005)

和王海港 (2006)等。另外 ,利用 Sen (1973)提出的离散公式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比分布

函数法计算的基尼系数偏小 ,但相差不大 ;泰尔指数城乡分解与基尼系数城乡分解的

结果存在差异 ,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分解方法不同造成的 ,泰尔指数的城乡分解结果

往往夸大了城乡差距贡献率。

本文利用分布函数法对全国和各地区城镇、农村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测算 ,

并对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城乡分解 ,发现以下结论 : (1)中国 2004年全国和各地区

的城乡低、中、高收入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分布的对数可以分别用指数分布、对数正态

分布和帕累托分布来描述 ; (2) 2004年全国和大部分省份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已经超

过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城乡贫富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不公平。 (3) 200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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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大 ,东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最小。 (4)城镇收入差距是

造成全国和大部分省 (自治区、市 )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5)城镇收入差距也是

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6)城镇和农村的相对差距是导致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以便缩小中国各地区收

入差异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 ,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本文的

研究成果对于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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