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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体收入基尼系数的估计%

!XNC

*

$""N

胡志军
"

刘宗明
"

龚志民!

摘
"

要
"

给定收入分布的参数形式#我们使用农村'城镇的分
组数据估计了分布的参数$我们考虑了多种常用于收入分布描述的
分布函数#并比较了这些分布的拟合结果$结果表明#广义贝塔分
布

&

型比较适合于农村'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拟合$在此基础上#

我们计算了农村'城镇及总体的基尼系数$结果显示#

!XNC

*

$""N

年间#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城镇具有上升趋势#农村
!XNC

*

$""G

年间一直在上升#

$""G

年以后具有缓慢下降趋势#而且城乡差
距是我国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

""

关键词
"

基尼系数#极大似然估计#广义矩估计

一!引
""

言
基尼系数是一个国际上通用的描述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我国总体的

基尼系数是多少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国家统计局只是对外公布了城镇和
农村分开的收入分组数据#并没有公布每年的居民总体基尼系数值$所以#

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如何根据这些分组数据来估计我国总体的基尼系
数是值得研究的$

国内外有许多基于分组数据估计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一类是讨论基于特
定分组数据形式!仅已知每组数据的均值'上下限#以及该组的人口份额"的
离散的基尼系数估计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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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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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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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Q!"

#$7

#

!XN!

&

W*=2O(12'!"#$

#

!XND

&等等"&一类是讨论基于分组数据如何估计
出基尼系数#方法之一就是假定收入服从连续形式的某个特定分布#然后使用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估计出分布参数#再根据收入分布函数计算出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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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

#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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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X

&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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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等"$

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和农村收入分组数据是分开的#没有城乡混
合的分组数据#所以基于分组数据估计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研究更侧重于如



!#$#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何构造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或更进一步***如何构造出全国的收入分布$

一类方法是采用离散形式的方法#陈宗胜!

$""$

"使用一个(分层加权法)

的方法计算全国基尼系数#该方法把城乡人口分组数据中各组人口比重的加
权平均等同于全国人口分组数据中的各组人口比重#这是不合适的&胡祖光
!

$""#

"提出一个计算全国基尼系数的简易近似公式#在收入五分法中最高收
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各自所占的收入比重之差即为基尼系数值#但是如何构造
出全国混合的收入五等分组是困难的$另一类方法是采用连续形式的方法#

通过拟合城乡混合的收入分布来计算全国基尼系数#王祖祥!

$""D

"使用二
次样条函数逼近方法拟合农村收入分布#通过洛仑兹曲线的拟合得到城镇收
入分布#从而得到拟合的城乡混合收入分布#并计算了中部六省的总体基尼
系数值&程永宏!

$""D

#

$""%

"以广义
4-

B

(=2(,

分布来拟合农村'城镇的收入
分布#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方法!

hRH

"估计分布的参数#根据收入分布函数#

给出一个二元经济中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不足之处在于广义
4-

B

(=M

2(,

分布的定义域为!

\

m

#

c

m

"#而收入一般是正数#而且城镇分组数据
的分布拟合难以使用

hRH

方法估计&

&'-2(P*

;

*)(,'!"#$I

!

$""%A

"使用了韦
布分布拟合农村收入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拟合城镇收入分布#分别采用
极大似然估计!

SR+

"方法估计农村收入分布参数#采用广义矩估计
!

WSS

"方法估计城镇收入分布参数及城镇收入分组数据的上下限#然后得
到总体分布函数并计算了总体基尼系数$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城镇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拟合收入分
布的方法来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对于农村收入分布的分布参数估计#我
们采用

SR+

&对于城镇收入分布的分布参数估计#则采用
WSS

$与
&'-M

2(P*

;

*)(,'!"#$I

!

$""%A

"的研究相比#我们在农村'城镇收入分布的拟合过
程中#考虑了常用于描述收入分布的三种分布%韦布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而且在对城镇收入分布的参数进行估计时#我们只估计
了分布参数#城镇收入分组数据的上下限则可以表示成分布参数的函数#即
减少了估计参数的个数#提高了估计效率$

通过对
!XNC

*

$""N

年我国农村'城镇分组数据的收入分布拟合#我们
发现农村'城镇收入分布比较适合用广义贝塔分布

&

型拟合$而且对我国
!XNC

*

$""N

年的基尼系数估计结果表明%

!XNC

*

$""N

年间#我国总体基尼
系数一直在上升#由

"IG!DN

上升到
"I#%D%

&城镇基尼系数
!XNC

*

$""N

年
间具有上升趋势#由

"I!DDC

上升到
"IG#"$

&农村基尼系数
!XNC

*

$""G

年
间一直在上升#由

"I$N"$

上升到
"IGC%D

#

$""G

年以后具有缓慢下降趋势$

而且#城乡差距对我国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由
C"IDZ

上升到
D"I%Z

#

$""!

*

$""N

年一直维持在
D"Z

左右&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差距对
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由
#CIDZ

下降到
GCICZ

#

$""!

*

$""N

年一直维持在
GCZ

左右&交叉项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N

年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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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Z

左右$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基于分组数据的分布拟合估
计方法#并给出基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和组间分解公式&第三部
分是基于我国

!XNC

*

$""N

年农村'城镇分组数据的总体基尼系数的估计&第
四部分是结论$

二!基于分组数据的收入分布拟合及基尼系数估计

!一"基于分组数据的收入分布拟合
假设居民收入

4

服从参数为
+

的某个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

!

4

&

+

"$一般
情况下#我们能够得到的样本是基于分组形式的数据$根据这些样本信息#

可以估计出收入分布函数的参数
+

#从而得到分布函数
&

!

4

&

g

+

"以及相应的基
尼系数$

考虑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特点#我们考察两种分组数据形
式的参数估计方法$

!%

仅知各组收入上下限及人口份额!农村收入数据分组形式"

假设样本数据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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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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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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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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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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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我们可以设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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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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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根据极大似然估计原理#可以
得到

+

的一致估计量g

+

$

我们给出一个不同于
&'-2(P*

;

*)(,'!"#$I

!

$""%A

"的推导极大似然函数
的方法%类似于一个多元选择模型#如果个体

'

的收入
4

'

0

!

#

>\!

#

#

>

4#那么
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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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道的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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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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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

7'

Y>

"

Y

;

1-A

!

#

>\!

+

4

'

,

#

>

"

Y&

!

#

>

&

+

"

\&

!

#

>\!

&

+

"#我们可以得到极大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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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数极大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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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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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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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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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值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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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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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R+

估计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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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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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知各组收入均值及人口份额!城镇收入数据分组形式"

假设样本数据为!

4

!

,

4

$

,

1

,

4

(

"#将样本按收入从小到大分成
I

组#

.

>

为第
>

组的收入均值#

5>

为第
>

组内的人口份额$其中#

.

>

'

5>

已知$根据
广义矩估计原理#可以得到

+

的一致估计量g

+

$

假设第
>

组的上下限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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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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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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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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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作为待估计的参数#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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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可以仅将
+

作为待估计的参数#因为
#

>

!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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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的函数$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联立方程组把
#

>

表示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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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我们利用了同样的信息#但减少了
I\!

个待估计参数#使得估
计效率提高了$

!二"基于收入分布函数的基尼系数估计及组间分解
根据

b3)Q*44*)QH20*12

!

!XCN

"和
:-1<.*)

!

!X%X

"的研究#假设连续
的收入变量

4

的分布函数为
&

!

4

"#

4

0

3

#

#

Q

4#则收入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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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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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总体基尼系数按两组分解的组间分解形式$假设总体被分成两
部分#其人口份额分别为

,

和
!\

,

#收入分布函数分别为
&

!

!

4

"和
&

$

!

4

"#

4

'

"

$为方便说明#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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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总体的分布函数
&

!

4

"

Y

,

&

!

!

4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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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

"#总体的收入均值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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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

"

.

$

$

如果代表组间差距的基尼系数定义为(各组内成员收入以其所属组的
组内均值代替后的总体基尼系数)#那么总体基尼系数不能表示成各组基尼
系数的加权和!权数是各组平均收入与人口数量份额的函数"与代表组间
差距的基尼系数之和$此时基尼系数不能按照组别进行完全的分解#而是
会产生一个分解剩余项$

&-O344

!

$"""

"'徐宽!

$""G

"等都对基尼系数的这
一组间分解形式进行了总结$在连续情形下#这一基尼系数的分解公式!以
两组为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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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内差距#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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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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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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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间

差距#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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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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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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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

4

"4

&

$

!

4

"

Q4

为分解剩余项!也称为交叉
项"$

如果组间差距采用其他定义#那么基尼系数的组间分解形式可能会不同



!#$N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程永宏#

$""N

&洪兴建#

$""N

&等等"$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采用了
在基尼系数研究文献中使用较多的分解形式#即

9Y9

O

c9

=

cB

$

三!基于分组数据的中国总体基尼系数
估计"

!XNC

,

$""N

""

在本文拟合我国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实践中#我们主要考虑几种
常用于描述收入分布的函数%对数正态分布'韦布分布和广义贝塔分布

&

型$

这三种分布的一些特征详见表
!

$

表
!

"

三种分布的特征
分布类型 密度函数 定义域 均值

韦布分布
:

!

4

*$

#

!

"

Y

!

$

\

!

4

!

\!

3

\

4

"$

$

!

4

'

" 3

!

4

"

Y

$7

!c

!

" $

!

广义贝塔分布
&

型 :

!

4

*

)

#

5

#

i

"

Y

4

5

\!

)

5

=

!

5

#

i

"

!c

4

" $

)

5

c

i

4

'

" 3

!

4

"

Y

)

5

i

\!

对数正态分布
:

!

4

*

.

#

0

"

Y

!

4

0

$槡+

3

\

!

4)4\

.

"

$

$

0

$

4

'

"

3

!

4

"

Y3

.

c

0

$

" $

$

""

根据
S,Q-)*4Q

!

!XN#

"的研究#这三种分布的基尼系数
9

分别可以表
示为%

9

4-

B

)-1.

Y$

8

0

槡" $

$

\!

#其中
8

!5"是标准正态分布&

9

O3(A044

Y!\

!

$

!

!

&

9

A32*$

Y

$=

!

$

5

#

$

i

\!

"

5

!

=

!

5

#

i

""

$

#其中
=

!

5

#

i

"

Y

D

!

"

"

5

e

!

!

!

e

"

"

i

e

!

Q"

$

!一"数据描述
本文中我们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的收入

分组数据是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的数据&城镇居民的
收入分组数据是城镇最低收入户!

!"Z

人口份额"'低收入户!

!"Z

"'较低
收入户!

$"Z

"'中等收入户!

$"Z

"'较高收入户!

$"Z

"'高收入户
!

!"Z

"和最高收入户!

!"Z

"家庭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数据$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家庭人均收入数据#所以我们计算的是基于家庭
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而不是基于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因此#本文计算的
中国总体基尼系数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我们没有计算以个人为单位的中
国总体基尼系数#即没有考虑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等因素对总
体基尼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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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估计结果

!I

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拟合
首先#我们使用

SR+

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函数进行拟合估计$根据本
文第二部分第一节的估计方法#我们使用

S*24*A

软件#对
!XNC

*

$""N

年我
国农村收入分布分别进行韦布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的拟
合估计$估计的详细结果见表

$

$

表
$

"

农村收入分布拟合的
SR+

结果

时间 韦布分布 广义贝塔分布
&

型 对数正态分布

$

!

极大
似然值 )

5 i

极大
似然值 .

0

极大
似然值

NC ##NIGX%$!IXG%$ \$I"D%% $C%IDN#G XIN"NC %IGDGD \!IXDXXCINCCN"IC"G$ \!IX%$$

X" %#"IDX%C!I%%N$ \$I$##G C!"I!CG% DI%"!! DI!DCD \$I!%"DDIG$##"IC%X% \$I!%$C

XC !N#NI! !ID%!C \$I%!C$ !XDGI% #I%GGX DID"%# \$IDC##%I$!%%"IDG$X \$IDD"%

"" $D#%IG !I%$N! \$I%"#G D"GXI% GI##N# XIDDC$ \$ID%NC%ICN!""ID%X$ \$IDXGN

"! $%CXI# !I%"%$ \$I%""# %$CXI! GI$"ND !"I$CX \$ID%ND%ID$"#"I%"!$ \$IDXN%

"$ $N%CIN !I%!%" \$IDN%$ DC##I% GIG"X" XI$$#G \$IDD#%%IDD#%"IDXXX \$IDN!C

"G G"!#I$ !IDXG% \$ID%N$ NDX#I# GI""!% !"I#$$ \$IDD!$%I%"X!"I%$DN \$IDN!#

"# GGC#I$ !I%NNX \$ID"C" !C#"! $IXN%# !CIX%X \$ICXGG%INGC%"I%!!" \$ID!C$

"C GDD#IG !I%X$% \$ICC"G$IXDND

!

+N $IC#!D $I$DG!

!

+C\$IC#%"%IXG$%"I%C!" \$ICN$C

"D #""XIN !IN$ND \$I#DCN!IGXC$

!

+D $ICNC" XN#INN%$ \$I#D$DNI"G%X"I%C$C \$I#X!#

"% #CC!IC !INNC" \$IG!N$GIDDDG

!

+% $IC%G! $I$GDX

!

+#\$IG$"#NI!XC!"I%NG! \$IGCD#

"N C!DCI# !INNG! \$I!#%#GIDX$C

!

+!" $I#ND!

!INX$G

!

+%

\$I!C!NNIGCC#"INGC# \$I!NX"

""

从估计的极大似然值角度考虑#在农村收入分布的拟合上#广义贝塔分
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要优于韦布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要微弱地优于对
数正态分布$根据拟合的收入分布#我们还可以计算出特定收入区间的人口
份额拟合值$将拟合值与样本值进行比较#具体比较情形详见图

!

$

从每个特定收入区间的人口份额拟合值与样本值的比较角度考虑#相对
而言#广义贝塔分布

&

型是最适合于农村收入分布的拟合$

所以#从这些拟合结果判断#我们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分布适合用广义
贝塔分布

&

型拟合$

$I

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拟合
我们使用

WSS

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函数进行拟合估计#根据本文第
二部分第一节的估计方法#对

!XNC

*

$""N

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分别进行
韦布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估计#详细结果见表
G

$

根据拟合的收入分布#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拟合值$将
拟合值与样本值进行比较#具体比较情形详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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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历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人口份额拟合值与样本值的比较
注%图中实线表示样本值#(

c

)表示韦布分布拟合值#(

!

)表示广义贝塔分布
&

型拟合值#(5)表示对数正态分布拟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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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历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组平均收入拟合值与样本值的比较
注%图中实线表示样本值#(

c

)表示韦布分布拟合值#(

!

)表示广义贝塔分布
&

型拟合值#(5)表示对数正态分布拟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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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城镇收入分布拟合的
WSS

结果

时间 韦布分布 广义贝塔分布
&

型 对数正态分布

$

!

残差
平方和 )

5 i

残差
平方和 .

0

残差
平方和

NC XGGI!$C" #I$DDX "I"$NX C#!I$XC!$NIN%$%!XICG"D "I"""$ DIDX#G "I$XD# "I"""#

X" !%##IN GIXC"# "I"GGD XX#IC%%N$#IXN%G!DIN!X# "I"""$ %IG"X$ "IG!XD "I"""#

XC ##%"IX GI$%%! "I"C"! $$NGID !NI$%D$!!I##!" "I"""$ NI$$"% "IGN#C "I"""%

"" %G!GIC $I%$"D "I"CDN D%N$ID XIGCX$ !"I%D"C "I"""" NID%C" "I#C%N "I"""!

"! %XN!I% $ID!#C "I"D%X C%C"I# XI%!X" NIND#" "I"""! NI%CCG "I#%%G "I"""$

"$ NDD#I# $I!C%D "I"N%% %"$XIC DI$CX" DIDD$X "I"""% NI%X"C "IC%N" "I""!%

"G XC%NI# $I!"D! "I!"!X DC#!I% DI#GC! CIN%%" "I""!$ NINNDG "ICX## "I""$%

"# !"N#D $I"D## "I!!"! DNXXIG DIGX!% CI#XD! "I""!G XI""DG "ID"%# "I""G#

"C !$$N$ $I"!"$ "I!"D% X"DDID CIDX$G CID#X# "I"""C XI!$$" "ID$"C "I""!%

"D !G%"X $I"#!! "I!"%% X#NNI! DI"$DN CID!D! "I"""% XI$GDN "ID!$# "I""$$

"% !D"!$ $I"CXN "I!"$$ !!%XN CIXD#D CIN%GN "I"""% XIGXG% "ID"DG "I""!X

"N !NDXC !IXXXN "I!"#C !#C!# CIC$ND CI%CG$ "I"""$ XIC#"$ "ID$$! "I""!!

""

与农村数据的拟合情形相似#无论是从残差平方和角度考虑#还是从每
个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拟合值与样本值的比较角度考虑#在城镇居民收入分
布的拟合上#广义贝塔分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要优于韦布分布#广义贝塔
分布

&

型要微弱地优于对数正态分布$

所以#我们认为#城镇居民收入分布也最适合用广义贝塔分布
&

型来拟合$

GI

基尼系数的估计及城乡分解
在农村'城镇收入分布都采用广义贝塔分布

&

型拟合的基础上#我国总
体收入分布就是一个混合的广义贝塔分布

&

型$

!XNC

*

$""N

年间我国农村'

城镇及城乡混合的收入密度函数详见图
G

$

从
!XNC

*

$""N

年间我国农村'城镇及总体收入密度函数的变化可以看
出#居民收入分布的峰度越来越小'尾部越来越厚$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的步骤#我们可以估计出农村'城镇各自的基
尼系数#也可以估计出城乡混合的基尼系数#具体结果详见表

#

$

为了方便考察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我们给出农村'城镇及总体的基尼
系数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图#见图

#

$

从表
#

和图
#

中#我们可以发现%

!XNC

*

$""N

年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
一直在上升#由

!XNC

年的
"IG!DN

上升到
$""N

年的
"I#%D%

#上升了约
"I!D

&

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
!XNC

*

$""N

年间具有上升趋势#由
"I!DDC

上升到
"IG#"$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
!XNC

*

$""G

年间一直在上升#由
!XNC

年
的

"7$N"$

上升到
$""G

年的
"IGC%D

#

$""G

年以后具有缓慢下降趋势$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的基尼系数分解公式#我们还可以得到我国总
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结果#具体结果详见表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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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历年农村'城镇及总体收入密度函数
注%左!上'中'下"分别为

!XNC

年'

!XX"

年'

!XXC

年的农村'城镇居民及城乡
混合的收入密度函数&右!上'中'下"分别为

!XXC

年'

$"""

年'

$""#

年'

$""N

年的
农村'城镇居民及城乡混合的收入密度函数$

表
#

"

农村'城镇及总体的基尼系数
时间 农村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交叉项 总体基尼系数
!XNC "I$N"$ "I!DDC "I"!$" "IG!DN

!XX" "IG!XN "I!%XC "I"!GD "IGCN#

!XXC "IGGXC "I$!C% "I"!%C "IG%D!

$""" "IG#C! "I$CG! "I"!CG "I#"!$

$""! "IGC"# "I$D#N "I"!#D "I#!$!

$""$ "IGC$$ "IG!%! "I"!%X "I#GD%

$""G "IGC%D "IG$%# "I"!D# "I##XG

$""# "IG#$# "IGGC! "I"!#$ "I#C"D

$""C "IGG%" "IG#"" "I"!$" "I#CDC

$""D "IGG#X "IGGDD "I"!"X "I#CDG

$""% "IGGC$ "IGG$D "I"!"$ "I#CCX

$""N "IG#"# "IG#"$ "I"$C$ "I#%D%

""

根据这些分解结果#我们认为%城乡差距是我国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且城乡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以下特点%城乡差距对我国总体差
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由
C"IDZ

上升到
D"I%Z

#

$""!

年以后一直维持
在

D"Z

左右&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
由

#CIDZ

下降到
GCICZ

#

$""!

年以后一直维持在
GCZ

左右&交叉项对总体
差距的贡献率

!XNC

*

$""N

年间则稳定在
CZ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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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基尼系数的趋势图
表

C

"

总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结果

时间农村'城镇内部差距 农村'城镇内部差距
占总体差距的比重!

Z

"

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占总体差距
的比重!

Z

"

!XNC "I!##C #CID!"" "I!D"G C"ID!GC

!XX" "I!#NX #!IC#DG "I!XCX C#ID%"%

!XXC "I!C$# #"IC!$N "I$"DG C#INGX"

$""" "I!#$G GCI#%"C "I$#GD D"I%!C%

$""! "I!#GD G#INGXD "I$CGX D!ID!ND

$""$ "I!CCG GCICC$% "I$DGC D"IGGND

$""G "I!CNG GCI$G!$ "I$%#D D!I!!G!

$""# "I!CN" GCI"DN" "I$%N# D!I%NCN

$""C "I!CXG G#INNC! "I$NCG D$I#N##

$""D "I!CNN G#I%XG% "I$NDD D$IN"X!

$""% "I!CN% G#IN!!$ "I$N%" D$IXC##

$""N "I!D$X G#I!%ND "I$NNC D"IC$NG

四!结
""

论
我们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估计了

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我们考虑了三种收入分布对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
拟合情况#即韦布分布'广义贝塔分布

&

型和对数正态分布#分别采用了
SR+

和
WSS

方法对分布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与
&'-2(P*

;

*)(,'!"#$I

!

$""%A

"的研究相比#在农村'城镇收入分布的拟合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常
用于描述收入分布的三种分布#而且在对农村收入分布进行

SR+

估计时#采
用了一个多元选择概率模型来推导出极大似然函数#在对城镇收入分布进行
WSS

估计时#通过一组联立方程#我们可以只估计分布参数#即减少了估
计参数的个数#提高了估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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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
!XNC

*

$""N

年我国农村'城镇分组数据的一个实证研究#我们得
到以下一些结论%

!

!

"我们认为#在本文所考虑的三种分布中#相对而言#广义贝塔分布
&

型适合用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拟合#也适合用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
布的拟合&而且#在该分布的前提下#我国农村'城镇及总体的收入分布呈
现出峰度越来越小'尾部越来越厚的特点$

!

$

"我国城乡混合的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由
!XNC

年的
"IG!DN

上升
到

$""N

年的
"I#%D%

#城镇基尼系数
!XNC

*

$""N

年间具有上升趋势#由
"7!DDC

上升到
"IG#"$

&农村基尼系数
!XNC

*

$""G

年间一直在上升#由
"7$N"$

上升到
"IGC%D

#

$""G

年以后具有缓慢下降趋势$

!

G

"城乡差距是我国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城乡差距对我国总
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由
C"IDZ

上升到
D"I%Z

#

$""!

*

$""N

年一
直维持在

D"Z

左右&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

年间由
#CIDZ

下降到
GCICZ

#

$""!

*

$""N

年一直维持在
GCZ

左右&交
叉项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

!XNC

*

$""N

年间稳定在
CZ

左右$

参考文献
3

!

4 程永宏#(二元经济中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解)#,经济研究-#

$""D

年第
!

期#第
!"X

*

!$"

页$

3

$

4 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

期#第
#C

*

D"

页$

3

G

4 程永宏#(基尼系数组群分解新方法研究%从城乡二亚组到多亚组)#,经济研究-#

$""N

年第
N

期#第
!$#

*

!##

页$

3

#

4 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年$

3

C

4

&'-2(P*

;

*)(,'

#

:I

#

EIW1(<<(2'=

#

*)Q:IT*-

#(

+=2(.*2()

B

*)Q&-.A()()

B

8*2(-)*4i),-.3:(=21(M

A02(-)=>=()

B

R(.(23Q:*2*

)#

J.?0(#$.

:

=?,'(!,,#(/3).(.+')C"#"',"'),

#

$""%

#

$C

!

9*)0*1

5

"#

X%

*

!"XI

3

D

4

&'-2(P*

;

*)(,'

#

:I

#

:IT*-

#

*)QbIV*)

B

#(

+=2(.*2()

B

i),-.3i)3

K

0*4(2

5

()&'()*>=()

B

W1-0

;

3Q

:*2**)Q2'3W3)31*4([3QJ32*:(=21(A02(-)

)#

B!E'!K.

:

A().+!#(/ O!#$"2

#

$""%

#

CG

!

!

"#

!$%

*

!#%I

3

%

4

&-O344

#

UI

#(

S3*=013.3)2-<i)3

K

0*4(2

5

)#

()L2P()=-)

#

LI

#

*)QUIJ-01

B

0(

B

)-)

!

3Q=I

"#

6#(/F

Q..>.

:

A().+!D',"0'Q?"'.(IL.=231Q*.

%

8-12'F-44*)Q

#

$"""I

3

N

4

:-1<.*)

#

TI

#(

LU-1.04*<-1V'3W()(&-3<<(,(3)2

)#

B!E'!K.

:

3).(.+'),#(/C"#"',"'),

#

!X%X

#

D!

!

!

"#

!#D

*

!#XI

3

X

4

U04431

#

SI

#(

V'3+=2(.*2(-)-<W()(&-3<<(,(3)2=<1-.W1-0

;

3Q:*2*

%

>

;;

31*)QR-O31J-0)Q=

)#

3).(.+'),@!""!0,

#

!X%X

#

G

!

$

"#

!N%

*

!X$I

3

!"

4

W*=2O(12'

#

9I

#(

V'3+=2(.*2(-)-<2'3R-13)[&01?3*)QW()(i)Q3̀

)#

B!E'!K.

:

3).(.+'),#(/

C"#"',"'),

#

!X%$

#

C#

!

G

"#

G"D

*

G!DI

3

!!

4

W*=2O(12'

#

9I

#

VI8*

5

*P

#

*)QLIb1(3

B

31

#(

R*1

B

3H*.

;

43V'3-1

5

<-12'3J-0)Q=-)2'3W()(*)Q

T34*23Qi)Q(,3=-<i)3

K

0*4(2

5

+=2(.*23Q<1-.W1-0

;

3Q:*2*

)#

J.?0(#$.

:

=?,'(!,,h3).(.+')C"#F

"',"'),

#

!XND

#

#

!

$

"#

$DX

*

$%GI



!#GD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3

!$

4洪兴建#(一个新的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兼论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经济学!季
刊"-#

$""N

年第
N

卷第
!

期#第
G"%

*

G$#

页$

3

!G

4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经济研究-#

$""#

年第
X

期#第
D"

*

DX

页$

3

!#

4

b3)Q*44

#

SI

#

*)QLIH20*12

#

*2!G/E#()!/*2!.0

7

.

:

C"#"',"'),

#

H.$%R

#

D',"0'Q?"'.(*2!.0

7

#

!=23QI83O]-1P

%

F*<)31@0A4(='()

B

&-.

;

*)

5

#

!XCNI

3

!C

4

S,:-)*4Q

#

9I

#

*)QSIT*)=-.

#(

L)L)*4

5

=(=-<2'3J-0)Q=<-12'3W()(&-3<<(,(3)2

)#

J.?0(#$.

:

3).(.+!"0'),

#

!XN!

#

!%

!

$

"#

!%%

*

!NNI

3

!D

4

S,:-)*4Q

#

9I

#(

H-.3W3)31*4([3QU0),2(-)=<-12'3H([3:(=21(A02(-)-<i),-.3

)#

3).(.+!"0')#

#

!XN#

#

C$

!

G

"#

D#%

*

DDGI

3

!%

4

Hi-22

a

3I:I

#

*2!C"0?)"?0!.

:

3#0('(

<

,#(/"2!-!#,?0!+!(".

:

A().+!A(!

i

?#$'"

7

'("2!M%C%

L.=231Q*.

%

8-12'MF-44*)Q

#

!XNXI

3

!N

4王祖祥#(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D

年第
#

期#第
%%

*

N%

页$

3

!X

4徐宽#(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在过去八十年是如何拓展的)#,经济学!季刊"-#

$""G

年第
$

卷第
#

期#第
%C%

*

%%N

页$

3(7/#$7/)%):7.'@/%/-)'::/+/'%7

/%-./%$

#

KRNSXLMMN

^

Fi9>8

F

>

"

^

h8WSi8W

R

i>

!

C2#(

<

2#'M('E!0,'"

7

.

:

&'(#()!#(/3).(.+'),

"

^

FiSi8

W

h8W

!

c'#(

<

"#(M('E!0,'"

7

"

56(7*$+7

"

E33=2(.*23&'()*d=(),-.3Q(=21(A02(-)0=()

BB

1-0

;

Q*2*<1-.2'301A*)*)Q

101*4*13*=IE3,-)=(Q31=-.3<*.(4(*1Q(=21(A02(-)=()2'34(231*2013

#

,-.

;

*132'313=042=-<

2'-=3<(223QQ(=21(A02(-)=

#

*)Q<()Q2'*22'3

B

3)31*4([3QA32*

&

Q(=21(A02(-)(=2'3.-=2=0(2*A43

Q(=21(A02(-)<-12'3

B

1-0

;

Q*2*IE32'3)0=32'(=Q(=21(A02(-),*4,04*232'3W()(,-3<<(,(3)2I

U1-.!XNC2-$""N

#

2'32-2*4W()(,-3<<(,(3)2*)Q2'301A*)W()(,-3<<(,(3)21(=32'1-0

B

'-02

2'3O'-43

;

31(-Q

#

*)Q2'3101*4W()(,-3<<(,(3)21(=3=0)2(4$""G A02Q3,4()3==4(

B

'24

5

*<231$""GI

831-9$((/:/+$7/)%

"

&!G

%

&#D

%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