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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

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丁!赛!董晓媛!李!实"

摘!要!本文利用<D::$<DD=和#$$#年的中国城镇家 庭 收 入

调查 数 据#旨 在 比 较 改 革 的 渐 进 期 !<D::%<DD=年"和 深 化 期

!<DD=%#$$#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

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 女 性 的 就 业 明 显 下 降#其 就 业

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 改 革 渐 进 期#已 婚 女 性

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 革 深 化 期 这 一

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 就 业 收 入 的 变 化 在 改

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就业#就业收入#家庭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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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和政府直接控制的劳动用工制度向劳动力市场

的转变#职工工资差异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和男性相比#处于竞 争 弱 势

的女性的失业率上升得更快#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发了对这一问

题的争论&众所周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半边天*的最具体的体现

是维持非常之高的女性就业率&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城镇的家庭收入是由

夫妇双方的收入构成的#女性就业率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家庭中收入份

额的变化#必然会对家庭收入造成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城镇住户之间收入差

距是不断扩大的 !见 [0A2*SAA-)*)H_(#<DD%#<DD:##$$<’N1*()31H#<DD:’

E(4*)-Q(,#<DD%’F’*)!"#$B#<DDD’C*)@#<DDD’R43..()@*)H E(,J43>
O1(@’2##$$$’E3)@##$$""<#虽然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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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失业带来的其收入下降也许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在本文中试

图探究的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女性就业与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城镇家庭收

入不平等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的定义可知$在劳动年龄内$就 业 女 性

的收入远高于非就业女性的收入## 虽然人们获得收入的渠道日益多样$但总

体而言$就业收入仍然是目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理论上$妻子就业并获

得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就业的妇女主要集中在高收

入家庭$她们的就业收入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如果她们主要集

中在低收入家庭$则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

#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年对就业的定义为&’就业人员(指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

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 于 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不充分就业#*为了更真实地体现就业状况$本文将下岗)离岗!或放长 假")
提前退休)内退人员均不算在就业人员之内#

!![1-)*0!<D:#"基 于 妻 子 劳 动 力 市 场 参 与 率)妻 子 对 丈 夫 的 收 入 比 例

!当两者都就业时")妻子收入和丈夫收入的相关性三者的关系$构建了家庭

收入只包含丈夫和妻子收入情况下的变异系数分解方法#并对以色列的数据

进行分析后得出$随着妻子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高$她们的税前收入对家

庭收入差距缩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作用能部分地抵消妻子

就业差异带来的影响#&*),(*)*)HM33H!<DD:"分别分解了基尼系数和变异

系数$在变异系 数 分 解 中$引 入 了 除 丈 夫 和 妻 子 收 入 之 外 的 家 庭 其 他 收 入#
他们对美国<D%D+<D:D年的数据分析后$得出同样的结论+++妻子就业获得

收入减少了美国的家庭收入差距#U’*’()*L.()!#$$;"也同样通过变异系数

的分解方法$发现 马 来 西 亚 已 婚 女 性 的 就 业 收 入 缩 小 了 家 庭 间 的 收 入 差 距#

T*)(34**)HI*Aa0* !#$$;"使 用 了 变 异 系 数 的 分 解 方 法$分 析 了 意 大 利

<D%%+<DD:年的数据$在妻子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由#=B%Y增长到""B!Y的情

况下$得出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 !&6#"由$B"$D下降为$B;!<#利用模拟分

解方法得出,如果女性不工作$&6# 将从<D%%年的$B"$D上升至$B";D%从

<D:D年的$B;<D将上升至$B;=!%从<DD:年的$B;!<将上升至$B;DD#说明

了意大利<D%%+<DD:年不同地区的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增加减

少了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
丁赛 !#$$="也采用了泰尔指数分 解 的 方 法$并 对<DD=和#$$#年 中 国

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组以及收入四等分组

分别分解后证实,中国城镇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具有降低家庭间收入差距的

作用%而且$两年中均是最低收入组的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家庭收入差距起

到的缩小作用最大#
姚先国和谭岚 !#$$="利用<D::+#$$#年的相关经验数据分析了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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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妻子劳动供给决策的变动在多

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丈夫收入的变动#其研究表明!虽然整体上看妻子劳动参

与率的下降离不 开 丈 夫 收 入 的 提 高"但 是 后 者 并 不 能 充 分 解 释 前 者 的 变 动"
通过对家庭经济情况分组后发现"妻子劳动参与率下降得最快的并不发生在

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中#丈夫收入增长对妻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作用并

没有变大#
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利用<D::$<DD=$#$$#三年的全国城镇居

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通用的变异系数的分解方法"试图回答以下三个

问题!第一"在单个具体时点上"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对家庭收入起到的是

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在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婚女

性的就 业 和 就 业 收 入 对 此 的 具 体 影 响 是 什 么？ 第 三"改 革 渐 进 期 %<D::&

<DD=年’和深化期 %<DD=&#$$#年’"已婚女性就业和 就 业 收 入 对 家 庭 收 入

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是否有变化？

; 源自’22G!((OOOBA-,(*4O-1JB,)BA2#

二!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 据"是 来 自 中 国 社 科 院 经 济 研 究 所 收 入 分 配 课 题 组 在

<D::年$<DD=年和#$$#年进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 调 查 得 到 的 数

据#数据覆盖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阶段"即<D::&<DD=年的渐进式改

革阶段 %本文中称为渐进期’和<DD=&#$$#年的以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为

主要特征的深化改革阶段 %本文中称为深化期’#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

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主要分析上述两个阶段中"妻子就业$收入与家庭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夫妇双方收入和就业变化的情况#为了

便于分析"我们只保留了有夫妇的家庭"没有考虑单亲家庭#在中 国"男 性

的法定劳动年龄为<!至!$岁之间"女性则在<!至==岁之间;#因此"我们

也根据上述劳动年龄对家庭样本中丈夫的年龄和妻子的年龄进行了限定#

表!!!"##!!""$和%&&%年数据的基本情况

<D:: <DD= #$$#

地区样本量所占比例%Y’

西部 <%BD# #DB<! #:B#"

中部 ";B## ;!B$# ;%B$;

东部 ;:B:! ;"B:< ;"B%;

总样本量 %<%$ "::! "%#: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本文将借鉴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之一###变异系数分解 的 方 法 来 进 行

分析$这一分解方法的优点是%它可以进行自身的比较&对不同层次的收入

有同样的敏感性&并且易于对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分解 !93)J()A&<DD<"$

" 丈夫收入和妻子收入均由以下的公式算出%
收入X工资收入Z非工资性收入Z个体!私营"经营者的净收益Z个体被雇者收入Z其他就业者收入

Z其他劳动收入Z实物收入的货币!折算"额V个人所得税!或私营’个体经营者税额"&
家庭其他收入包括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他收入的计算是%

其他收入X财产性收入Z转移收入Z家庭副业生产净收入B
= 本公式的详细推导请见&*),(*)!"#$B&(]-1J()@](Q3A*)HR*.(45‘),-.3‘)3a0*4(25*.-)@E*11(3H
&-0G43A)()T*)W(@31&UB&*)HIB[-22A,’*4J!3HAB"&*/!G!/K2>!D#72D2/;N/!ZF#$2"J2/)C!?26#B
83OC-1J%M3AA344U*@3R-0)H*2(-)&<DD#B93)J()A&UB&(L,,-0)2()@S-1‘)3a0*4(25 1̂3)HA%T3,-.G-A(>
2(-)L)*45A3AS-12’3cF&<D%<#<D:!)&A6</<C26#&<DD=&!#!#"="&#D#!;B&*),(*)EB&*)HTB
M33H&(LAA3AA()@2’3+SS3,2A-S](Q3+A+*1)()@A-)R*.(45‘),-.3‘)3a0*4(25)&7!G2!4<9A6</<C26D
#/>="#"2D"26D&<DD:&:$!<"&%;#%DBT34N-,*&TB&*)HUBI*Aa0*&(+.G4-5.3)2I*2231)A-S\0A>
K*)HA*)H](Q3A*)HR*.(45‘),-.3T(A21(K02(-)()‘2*45!<D%%#<DD:")&7!G2!4<9N/6<C!#/>&!#$"I&
#$$;&"D!#"&##<##"=B简要推导请见附录$

!!首先&我们只考虑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家庭其他收入&并认为 三 者 之

和构成了家庭总收入"$其次&我们采用经 过&*),(*)!"#$B!<DD#"&93)J()A
!<DD="&&*),(*)*)HM33H!<DD:"&T34N-,**)HI*Aa0*!#$$;"使用过的家庭

总收入变异系数平方 !&6#PP"的分解公式=%

&6#PP +=#I&6#I.=#4&6#4 .=#<&6#<.#0I4=I=4&6I&64 .#0I<=I=<&6I&6<
.#04<=4=<&64&6<& !<"

其中&&6PP 是家庭总收入的变异系数*&6I 是丈夫收入的变异系数*&64 是

妻子收入的变异系数*&6< 是家庭其他收入的变异系数*=I 是丈夫收入在家

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4 是妻子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是其

他收入在家庭总收 入 中 所 占 的 比 重*0I4 是 丈 夫 收 入 和 妻 子 收 入 的 相 关 系 数*

0I<是丈夫收入 和 其 他 收 入 的 相 关 系 数*04<是 妻 子 收 入 和 其 他 收 入 的 相 关 系

数$也就是说&家庭收入的变异系数可以通过家庭总收入的每个构成项目的

变异系数的加权平均 !各自的权数是其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和不同

收入来源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本文使用的是微观的家庭调查数据&因而对

数据的处理也采用了和其他相关研究文献相同的方法$即不同地区和全国的

结果是对所包含样本家庭取平均后得到$
基于变异系数分解的结果&我们将采用&*),(*)*)HM33H!<DD:"使用过

的四种模拟方法估计妻子收入分配及其变化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第一

种和第二种模拟方法试图估计妻子就业和就业收入在某个时点上对家庭收入

的影响*后两种是分析妻子收入的变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第一种模拟我们

称之为&R<&即假定所有妻子都不就业&没有就业收入的情况下得到的家庭

收入变异系数与实际家庭收入变异系数的比较结果$这一简便’直观的方法

在估计妻子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常常用到$本文中我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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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借助于这一方法在理论上证实已婚女性的收入是如何对家庭收入产生影

响的"为了便 于 讨 论#我 们 将 不 再 单 独 对 家 庭 其 他 收 入 进 行 更 为 深 入 的 分

析"! 家庭收入变异系数的平方与丈夫收入变异系数的平方 $假定妻子收入为

$%的公式为!

&6#PP
&6#I

+=#I$<.!#.#04I!%% $#%

在上式中#!X$4&$I#$是 妻 子 收 入 方 差 与 丈 夫 收 入 方 差 的 比 例’04I#
位于V<和<之间#是夫妇各自收入的相关系数’=I 代表了丈夫收入在家庭

收入中的比例#<&=I&$"%

! 家庭收入中包括其他收入并不影响下面的结果"其原因是#在我们的样本中#其他收入同丈夫收入 和

妻子收入相比#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低"
% 公式$#%和随后的讨论主要根据 ]()3@*1H3)$#$$<%的方法"

!!如果&6#PP&&6#I$&6#PP’&6#I%#那么家 庭 收 入 差 距 较 之 丈 夫 收 入 差 距

更大 $更小%#妻子就业将对家庭收入差距起到扩大 $缩小%的作用#反之亦

然"这一结果依赖于妻子收入方差与丈夫收入方差的比例 $!%(夫 妇 各 自 收

入的相关系数 $04I%以及!和04I给定情况下的丈夫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例"由于丈夫的收入相对较为固定#妻子就业的减少会增加丈夫收入在家庭

总收入的比例 $=I%#并降低!值"&6#PP 与 &6#I 比值的不断减少#表明家庭

收入差距也在缩小"而妻子就业对夫妇各自收入相关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妻子的劳动供给是和丈夫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妻子就

业状况和妻子收入对丈夫收入的比例呈正向关系"如果就业增加的妇女主要

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她们的就业收入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如果

她们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家庭#则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一模拟方法较为

极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所有的已婚女性都不就业"
第二种模拟方法&R##通过边际递减妻子的收入比例 $=4%来比较实际

和模拟后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的差异"&*),(*)*)HM33H$<DD:%认为&R#依

赖于02U(&62 和=2 的变化#因而与&R<不同"第三种模拟&R;是假定妻子

的平均收入和收入分布自<D:: $<DD=%至<DD= $#$$#%没有变化#最后一种

&R"与前一种不同的是假定妻子的平均收入(收入分布以及妻子和丈夫收入(
其他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没有变化"在理论上#妻子收入的变异系数和妻

子与丈夫收入(其他收入相关系数的增加会扩大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为了更

清楚的比较#我们同时还将&R;和&R"中的妻子收入分配变化转化为丈夫收

入分配的变化"
在我们上述讨论的模拟方法中#我们没有考虑由于妻子收入变化而导致

丈夫劳动力供给的改变"其原因是!由于大多数有关丈夫劳动力供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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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丈夫通常对妻子收入的变化不敏感$

三!丈夫和妻子的就业!收入以及

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从#$世纪:$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就业问题也越来越突显$不充

分就业早在计划经济 时 期 就 存 在$从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的 %待 业&到#$世 纪D$
年代初期出现的 %下岗&’ %离岗 !或 放 长 假"&’ %内 退&’ %提 前 退 休&#到

#$$;年政府将各种变相的失业形式统一纳入到失业的定义中#才使得 %失业&
在中国具有内容和名称的一致性$

表#中的数据显示#处于劳动年龄的已婚女性在<D::年的就业率超过了

D$Y#男女之间的就业率差异很小#而且这一状况至<DD=年也没有较大的改

变$但是到了#$$#年#男女就业率都有了很明显的下降$已婚男性下降了近

%个百分点#已婚女性下降了<%个百分点#而且在三个地区中也是这样的趋

势$显然#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扩大了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在就业率上的差

距$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已婚女性就业下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

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是哪些女性$如果集中于那些丈夫收入很高的家庭#将

有助于缩小家庭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集中于那些丈夫收入较低的家庭#将会

扩大家庭间的收入差距$

表!!丈夫和妻子的就业率!""

<D:: <DD= #$$#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全国!! D!B%D D#B;; D=BD% D<BD :DB=! %"B:!

西部地区 D=BD= D#B=< D=B!= D#B$% D$B<% %=B:!

中部地区 D!B=" D<B;! D=BD% D$B%" ::B"$ %$B;%

东部地区 D%B"= D;B; D!B#" D#BD= D$B;# %:B:;

表;首先是将丈夫收入进行五等分组后#给出了每组的已婚女性的就业

率$从全国来看#在第一组也就是丈夫收入最低组#<D::年的已婚女性就业

率是最高的#且高于第五组(<DD=年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但在#$$#年就很明

显地降至::B"Y$<DD=年至#$$#年#五组中的已婚女性就业率都有所下降#
但最低收入组也就是第一组最为显著#下降了#;个百分点#下降最少的是收

入最高组#只 减 少 了<$个 百 分 点$而 且#在 东’中’西 部 地 区 也 是 这 种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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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地区!丈夫收入五等分组的妻子就业率

最低收入组< # ; " 最高收入组= <组和=组的比值 "Y#

全国妻子就业率"Y#

<D:: D;BD D"B= D<B= D$B$ D<B% <$#B"

<DD= D<B# D#B; D"B< D$B! D<B; DDB:D

#$$# %<B$ %#B: %"BD %"B! :$B; ::B"#

西部妻子就业率"Y#

<D:: D#B$ D!B" D#B: D<B; D$B: <$<B;#

<DD= D#B% D#B< D#B: D#B# :DB; <$;B:<

#$$# %<B# %<B: %:B# %%BD :#B" :!B"<

中部妻子就业率"Y#

<D:: D"B" D;B$ :DB% ::B% :!B; <$DB;D

<DD= D<B< D<B% D;B# :%B; :DB$ <$#B;!

#$$# !%BD %#B$ %$B! !DB! %<B= D"BD%

东部妻子就业率"Y#

<D:: D;B= D!B; D;B< D$B" D"B< DDB;!

<DD= :DB; D;BD D#B! D#B< D#B! D!B""

#$$# %!B< %=B% %%B" %%B$ :#B! D#B<;

表"给出了就业丈夫和就业妻子收入的统计描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就业丈夫和就业妻子的收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DD=年和<D::年相比%
就业丈 夫 和 就 业 妻 子 的 收 入 以 每 年!B<Y和=B%Y的 速 度 增 长%<DD=年 至

#$$#年以更快的DB:Y和DB=Y进一步提高$虽然就业妻子和就业丈夫相比%
在两个时期的收入增幅都略低%但性别工资差异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也可通

过就业妻子和就业丈夫收入之比值得到%即两者之比由<D::年的:;B"Y下降

至<DD=年的:<B=Y再至#$$#年的:$B"Y$但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在

发展较为滞后的西部%这一比值从<D::年的:;B;Y到#$$#年的:"B;Y%变

化不大&在经济 较 为 发 达 的 东 部%由<D::年 的:;B!Y明 显 下 降 至#$$#年

的%%B:Y$
不同性别的变异系数 "&6#在<D::年至#$$#年间都是不断上升的$也

就是说%与收入快速增长相伴的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已婚女性的收

入差距要略大于已婚男性$与收入状况相类似的是在就业形式上的男女性别

差异$T-)@!"#$%"#$$!#对<DD%年和#$$#年的中国城镇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

后得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导致了一些本在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员转向非正规部

门就业$和其他 进 行 结 构 调 整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比%中 国 在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后%
各部门就业变化的性别差异并不大$在#$$#年%全日制依然为中国城镇男女

工作的主要模式$表"中的结果与之相类似$总之%就业丈夫和就业妻子的

收入变化在改革的两个不同时期大致一样$也就是说%深化改革对于性别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上%而不是在就业收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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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就业丈夫和就业妻子的收入

<D::年 <DD=年 #$$#年

就业丈夫 就业妻子 就业丈夫 就业妻子 就业丈夫 就业妻子

全国

平均值 !元" =!#:B!$ "!D;B:! :$!;B:% !=%#B"# <;=D=B%D <$D#!B$%

标准差!U2HBT3QB" #=%"B"; ##="B$; "<;"B%: ;#D:B!: :%=:B:= %;="B%=

变异系数!&6" $B"! $B": $B=< $B=$ $B!" $B!%

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的比值!Y" :;B;! :<B=$ :$B;!

西部地区

平均值 !元" =:D<B": "D$#B%< %#;"B=! !<$!B:$ <#$$%B"# <$<#"B<D

标准差!U2HBT3QB" #%"!BD% <:;;B%% ;<<#B<< #=D!B#D !=%#BD" =:%=B:!

变异系数!&6" $B"% $B;% $B"; $B"; $B== $B=:

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的比值!Y" :;B#= :"B"< :"B;<

中部地区

平均值 !元" =#$;B#% "#%DB:= !:=%B%% ==;:B!" <<;";B#D :D%;B;"

标准差!U2HBT3QB" #$;<B#: #<$=B"< ;$#:B$; #!;=BD" =D$:B%; =#="B:$

变异系数!&6" $B;D $B"D $B"" $B": $B=# $B=D

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的比值!Y" :#B#= :$B%! %DB<<

东部地区

平均值 !元" !#=;BD$ =##=B;$ DDD:B%: :$$;B$= <%#;<B:" <;"<;B#$

标准差!U2HBT3QB" #D$<B<! #"=:B<< =$!=B#$ ;:%#B;: <<#!DB#: D<:=B:$

变异系数!&6" $B"! $B"% $B=< $B": $B!= $B!:

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的比值!Y" :;B== :$B$" %%B:"

注#表中的收入值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至#$$#年的水平$

表=中的数据表明%在全国和东&中&西不同地 区%夫 妇 之 间 在 收 入 上

都表现出了正向的关系$从全国看%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D::年%丈夫

最低收入组内已婚女 性 收 入 也 只 有 丈 夫 收 入 最 高 组 内 已 婚 女 性 收 入 的=DY%
在<DD=年降至=<Y%在#$$#年又将进一步降至"%Y$在不同地区也是如此$
因此%直观上%中国的经济转型促进了男女婚姻中的匹配%如果增加最低收

入家庭中女性的收入将有助于缩小家庭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城镇夫妇间这种正向的收入关系%部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关

系越来越重要%部分是由于婚姻模式的改变$从婚姻模式看%改革开放后人

们更倾向于寻求经济&教育等条件相当的配偶%这也可从表!中丈夫妻子的

受教育程度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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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丈夫收入五等分组中已婚女性的平均收入!元"

< # ; " = <"=#Y$

全国

!<D:: ;!D! "<#" ""%= "D"" !#D$ =:B%!

!<DD= "%D< =":# !$:% %<"! D;:% =<B$"

!#$$# %:"; %:=# D%DD <<%<% <!%!; "!B%D

西部地区

!<D:: ;:#% "<D$ ""=# =$$D =!=% !%B!=

!<DD= =$#% ==$D !<<$ !%DD :#<$ !<B#;

!#$$# %#:# :$"= D=<! <<!<" <==!% "!B%:

中部地区

!<D:: ;"%D ;D!! "#== "!D" =<!$ !%B"#

!<DD= ""## =$#! ==!# !="= %:%" =!B<!

!#$$# %<#" %!<# D<!< <$:$! <#;": =%B!D

东部地区

!<D:: "<:= ";=D "!=D =$D# !D$$ !$B!=

!<DD= =;;: !#D# !!D: %:%" <$<"" =#B!#

!#$$# :$:= D!$# <$:"$ <#!:; <:";% ";B:=

!!注!表中的收入值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至#$$#年的水平%

表"!中国城镇丈夫收入五等分组中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

<A2 #)H ;1H "2’ =2’ <A2o=2’

DZTT

丈夫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 <DB;; #<B$! #=B"# <o#B$%

妻子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 %B;" :B== DB:" <o<BD#

DZZH

丈夫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 ;<B%: ;#B"= ;:B"= <o#B;=

妻子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 <%B#! <%B!$ #$B;= <o<B:#

EVVE

丈夫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D ;#B:" ";B== =#B%= <o"B="

妻子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Y$ <<B=; <"B<! ##B:; #:B%# ;#BD: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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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表!中#<D::至<DD=年#
丈夫收入五等分的各组数据显示#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有了明显提

高#但<DD=至#$$#年#教育程度提高最为显著的是丈夫收入 最 高 的 第 四 组

和第五组$丈夫收入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呈正向关系$
丈夫最低收入组内的妻子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比例和丈夫最高收入组内的

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妻子之间的比值#在<D::年是<o<BD#<DD=年降至

<o<B:##而到#$$#年又升至<o#BD$自#$世纪D$年代#由于劳动力市场

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了人们在婚姻选择上的条件相当的观念#也就表现为

夫妇双方收入的正相关关系的逐渐加强$

表!!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

<D:: <DD= #$$#

全国

!基尼系数![()(" $B#$ $B#= $B;<

!变异系数!&6" $B"# $B": $B!#
西部地区

!基尼系数![()(" $B<: $B#$ $B#D

!变异系数!&6" $B;: $B"< $B=%
中部地区

!基尼系数![()(" $B<: $B#< $B#%

!变异系数!&6" $B;D $B"; $B"D
东部地区

!基尼系数![()(" $B#$ $B#= $B;#

!变异系数!&6" $B"" $B"% $B!<

表%给出了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和 变 异 系 数 在<D::%<DD=和#$$#年 的 数

值$从全国看#基尼系数从<D::年较低的$B#$上升至<DD=年的$B#=#又上

升至#$$#年的$B;<$这一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在三个地区也有同样的表现$
在西部和中部地区#<D::至<DD=年和<DD=至#$$#年相比#家庭收入差距的

扩大较为平缓$而在东部地区#家庭收入差距在三年中都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四!分解和模拟结果

!一"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

中国的收入分配经历了由平均主义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差距不

断拉大的过程$我们的计算 结 果 也 证 实 !见 表:"#在 收 入 快 速 增 长 的 同 时#
无论是何种收入的变异系数#基本上都是上升趋势#意味着收入差距的不断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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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家庭变异系数"#$!! 主要构成的分解结果

<D:: <DD= #$$#
家庭 丈夫 妻子 家庭 丈夫 妻子 家庭 丈夫 妻子

全国

平均收入"#*44# <$=;= ==:D ";<; <==;$ %D:; !#"# #"#;! <#D"" D<;<
收入方差"$*44# ""$% #!=% #;"# %"D! "<": ;=#$ <=$;: :%%$ %"$<
变异系数"&6*44# $%"<: $%"%= $%="; $%":; $%=<D $%=!" $%!#$ $%!%% $%:<<
就业者的变异系数

"&6O-1J()@#
$%"=% $%":$ $%=<$ $%=$$ $%!"" $%!%;

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2# ="%!: ;D%%= =#%D= "$%:< ==%;% ;!%:=
丈夫收入和 妻 子 收 入 的 相 关

系数"0’O*44#
$%;!D $%"$% $%";"

就业丈夫和 就 业 妻 子 收 入 的

相关系数"0’OO-1J()@#
$%"#% $%"D< $%=#D

西部地区

平均收入"#*44# <$=!$ =:<% "#"= <;D=: %<=$ =%%< #<"<$ <<=$# :"==
收入方差"$*44# ;D%D #%=D ##<" =%== ;<"< #:;; <#<<< !:"; !#$%
变异系数"&6*44# $%;%% $%"%# $%=#< $%"<# $%";: $%"D< $%=!! $%=D= $%%;"
就业者的变异系数

"&6O-1J()@#
$%"%$ $%;%$ $%";$ $%"%$ $%="% $%=:$

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2# =!%;D ;:%D# =#%!# "<%!: ==%:" ;:%$%
丈夫收入和 妻 子 收 入 的 相 关

系数"0’O*44#
$%<:D <%$$ $%#%= $%"##

就业丈夫和 就 业 妻 子 收 入 的

相关系数"0’OO-1J()@#
$%;"# $%;=< $%=<"

中部地区

平均收入"#*44# D<%= "D#$ ;%!; <#D!" !:<$ =<D% <D:!= <$:<; %#$!
收入方差"$*44# ;=:D <DD# #;$< =="= ;$;$ #:"! D%=# !$D: ==;D
变异系数"&6*44# $%;D< $%"$= $%!<# $%"#% $%""= $%="% $%"D< $%=!; $%%!D
就业者的变异系数

"&6O-1J()@#
$%;D$ $%"D$ $%""$ $%":$ $%=#< $%=:!

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2# ==%"! ;D%"% ="%#D "$%$# =!%"; ;=%#"
丈夫收入和 妻 子 收 入 的 相 关

系数"0’O*44#
$%#D# $%;<D $%#;#

就业丈夫和 就 业 妻 子 收 入 的

相关系数"0’OO-1J()@#
$%;=$ $%"## $%;<:

东部地区

平均收入"#*44# <#$;= !##D "D== <D=$# D:D= %%<% ;<<D= <!;D$ <<%;#
收入方差"$*44# =#=D #D#< #%=: D#$D =$D" ;D:$ <D$%% <<;$: D$::
变异系数"&6*44# $%";% $%"!D $%==! $%"%# $%=<= $%=<! $%!<# $%!D$ $%%%"
就业者的变异系数

"&6O-1J()@#
$%"!$ $%"%$ $%=<$ $%":$ $%!=" $%!:=

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2# =;%$; "$%"" =<%:= "$%D$ =;%:= ;%%=%
丈夫收入和 妻 子 收 入 的 相 关

系数"0’O*44#
$%"%D $%;!D $%";"

就业丈夫和 就 业 妻 子 收 入 的

相关系数"0’OO-1J()@#
$%=%" $%"== $%=;#

注!家庭其他收入未在表中给出$表中所有收入数据均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调整至#$$#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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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数据结果 显 示#全 国 城 镇 夫 妇 实 际 收 入 的 平 均 值 在<D::至<DD=
年间平均年增长幅度为!B:Y#该指标在<DD=至#$$#年提升至:B$Y$从性

别对比上看#丈夫 !包括就业丈夫和非就业丈夫"在<D::至<DD=年 间 的 年

收入增幅为!B<Y#妻子 !包括就业妻子和非就业妻子"在这一时期的年收入

增幅为!B"Y#丈夫的收入年增幅低 于 妻 子 收 入 的 年 增 幅%而 在<DD=&#$$#
年#丈夫收入的年增幅为:BDY#妻子收入的年增幅为!B!Y#丈夫收入的年

增幅高于妻子收入的年增幅$在第三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就业丈夫和就业妻

子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因此#两个不同改革时期丈夫和妻子收入增长的变化#
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改革迫使一些丈夫和妻子改变了原有的就业状况$这也

同时可以说明妻子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D::年的;DB:Y到<DD=年的

"$B:Y#而又明显降至#$$#年的;!BDY的主要原因$

: 例如#意大利已婚女性收入的变异系数为<BD!#是已婚男性收入变异系数$B:$的#倍以上 !T34N-,*
*)HI*Aa0*##$$;"%在美国#已 婚 女 性 收 入 的 变 异 系 数 为<B#%#已 婚 男 性 是$B!=!&*),(*)*)HM33H#
<DD:"$

!!所有 妻 子 !包 括 就 业 妻 子 和 非 就 业 妻 子"收 入 的 变 异 系 数 和 所 有 丈 夫

!包括就业丈夫和非就业丈夫"收入的变异系数和就业妻子的收入变异系数以

及就业丈夫收入变异系数相比#前者都大于后者#这也同时证实了失业是导

致妻子间和丈夫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中国城镇性别收

入差异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 相比明显较小$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男女劳动力市

场参与率和就业模式差异不大$虽然妻子和丈夫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但在

<D::至<DD=年间#妻子收入变异系数的变化比例 !#Y"低于丈夫收入变异

系数的变化比例 !"Y"%而在<DD=至#$$#年间却正 好 相 反#妻 子 收 入 变 异

系数的变化比例为#=Y而丈夫为<!Y$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由于就业丈夫

和妻子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大致一样#所以在改革深化期的妻子收入变异系

数大于丈夫收入变异系数的主要原因还是失业$表:中的数据还表明#夫妇

收入的相关系数和就业夫妇收入的相关系数是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紧密联

系的$我们发现#夫妇收入相关系数在三年中都是正值而且呈现了上升的趋

势$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 国 城 镇 夫 妇 收 入 的 相 关 系 数 要 大 得 多 !介

于$B;%至$B";之间"$如在意大利夫妇收入的相关系数位于$B<;=至$B#<"
!T34N-,**)HI*Aa0*##$$;"#美 国 是$B$<至$B<<; !&*),(*)*)HM33H#

<DD:"$这是因为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都远远低于

中国#而且就业模式 !主要表现 为 劳 动 时 间"也 多 种 多 样 造 成 的$表:中 就

业夫妇和全体夫妇相比#前者的收入相关系数大于后者$很明显#就业对夫

妇收入的相关性造成了正面影响$
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家庭收入变化也表现出和全国大概一致的情况$

由于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已婚女性就业率的不断下降#导致了妻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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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妻子丈夫收入比值以及夫妇收入相关系数的一系列

变化#

$二%妻子就业在单个时点上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假定在每个时期妻子的收入均为$"以了解妻子就业对家庭收

入差距的影响 $&R<"见表D%#

表!!假定妻子收入为"的模拟分析结果

真实值

!

模拟值

假定妻子收入X$

&6PP
$<%

&6PP
$#%

妻子收入的影响

!

全国

!<D::年 $B"<: $B":$ V<"B:Y

!<DD=年 $B":; $B=%: V<DB%Y

!#$$#年 $B!#$ $B!D< V<<B=Y
西部地区

!<D::年 $B;%% $B"!: V#"B<Y

!<DD=年 $B"<# $B=#D V#:B"Y

!#$$#年 $B=!! $B!!$ V<!B!Y
中部地区

!<D::年 $B;D< $B"$% V"B<Y

!<DD=年 $B"#: $B=;D V#=BDY

!#$$#年 $B"D< $B=!: V<=B%Y
东部地区

!<D::年 $B";% $B":< $<$B<Y%

!<DD=年 $B"%# $B!<; V#DBDY

!#$$#年 $B!<# $B!DD V<"B#Y

注!妻子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的计算为!V $$#%&$<%V<%再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在假定妻子收入为$后得到的模拟家庭收入变异系数无论是在三个不同

时期’还是在全国或三个不同地区都高出原有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这也就

说明了妻子收入缩小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和模拟后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相

比"<D::’<DD=和#$$#年的真实值中由于包括了妻子收入而使得家庭收入变

异系数降低了<"B:Y’<DB%Y和<<B=Y#这也说明"妻 子 就 业 获 得 收 入 以 缩

小家庭收入差距 的 作 用 在 改 革 渐 进 期 是 上 升 的"而 在 改 革 深 化 期 是 下 降 的#
这种趋势在三个不同地区也有所表现#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城镇

已婚女性 就 业 对 家 庭 收 入 差 距 的 缩 小 作 用 更 为 显 著#如 &*),(*)*)HM33H
$<DD:%发现美国已 婚 女 性 就 业 将 缩 小 家 庭 收 入 差 距<$Y(<#Y"T34N-,*
*)HI*Aa0*$#$$;%发现在意大利这一差距缩小了;B!Y(=B:Y#在中国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妻子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较高"而且

和丈夫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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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给出了有选择的变化妻子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得到的模拟

家庭收入变异系数 !&R#"#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只对全国进行了模拟分析#

图!!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值变化及模拟后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

图<显示出在三个时期$&6曲线都呈现了向下的趋势#这也说明如果妻

子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4"边际递减时$家庭收入差距会扩大#我们的

估计表明$=4 在不断下降=Y后$家庭收入变异系数从<D::年的$%"<:上升

至$%"#$$从<DD=年 的$%":;上 升 至$%":"$从#$$#年 的$%!#$增 加 至

$%!#;#
因此$&R<和&R#的 模 拟 都 证 实 了 妻 子 收 入 具 有 缩 小 家 庭 收 入 差 距 的

作用#

!三"妻子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变化

我们通过模拟方法&R;和&R"来了解妻子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变

化 !见表<$"#
在表<$中$<DD=年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是$B":;$如果妻子平均收入和

妻子收入的变异系数保持在<D::年的水平$<DD=年家庭收入变异系数将减少

至$B"%!#这就说明$妻子收入分配的变化增加了家庭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差

距增加了<<Y#在这一时期$夫妇之间%妻子和其他收入的相关系数也在增

加#如果妻子平均收入%其变异系数以及妻子和丈夫收入%其他收入的相关

系数都保持在<D::年的水平$家庭收入变异系数下降至$B"%##这两个结果

表明$由于妻子和丈夫以及其他收入的相关系数的改变$使家庭收入差距扩

大了!B;Y#为了了解妻子收入相对于丈夫收入变化的重要性$我们也采用同

样的方法计算了丈夫情况变化下的家庭收入变异系数模拟估计值#这两类结

果说明$丈夫收入情况的变化可提高家庭收入变异系数#DB%和":B"个百分

点#因此$和丈夫收入情况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程度相比$改革渐进

时期妻子收入情况变化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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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模拟方法#$%和#$&"

<DD= #$$#
模拟值

!

变化

!

变化的幅度

"Y#
模拟值

!

变化

!

变化的幅度

"Y#
全国

真实&6II $%":; $%!#$
<D::至<DD=年间&6II的变化 <DD=至#$$#年间&6II的变化

$%$!" <$$%$ $%<;% <$$%$
&6II如果"#4$&6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 "#4$&64#为<DD=年的水平

$%"%! $%$$% <$%D $%==" $%$!! ":%#
&6II如果 "#4$&64$0I4$0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4$&64$0I4$04<#为<DD=年的水平

$%"%# $%$<< <%%# $%==< $%$!D =$%"
&6II如果 "#I$&6I#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I$&6I#为<DD=年的水平

$%"!" $%$<D #D%% $%==$ $%$%< =<%:
&6II如果 "#I$&6I$0I4$0I<#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I$&6I$0I4$0I<#为<DD=年的水平

$%"=# $%$;< ":%" $%=!$ $%$!$ ";%:
西部地区

真实&6II $%"<# $%=!!
<D::至<DD=年间&6II的变化 <DD=至#$$#年间&6II的变化

$%$;= <$$%$ $%<=" <$$%$
&6II如果"#4$&6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 "#4$&64#为<DD=年的水平

$%"#< V$%$$D V#=%% $%=$< $%$!= "#%#
&6II如果 "#4$&64$0I4$0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4$&64$0I4$04<#为<DD=年的水平

$%"$$ $%$<# ;"%# $%"D$ $%$%! "D%"
&6II如果 "#I$&6I#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 "#I$&6I#为<DD=年水平

$%"#% V$%$<= V"#%D $%"D: $%$!: ""%#
&6II如果 "#I$&6I$0I4$0I<#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 "#I$&6I$0I4$0I<#为<DD=年的水平

$%"$= $%$$% #$%$ $%"D# $%$%" ":%<
中部地区

真实&6II $%"#% $%"D<
<D::至<DD=年间&6II的变化 <DD=至#$$#年间&6II的变化

$%$;! <$$%$ $%$!" <$$%$
&6II如果"#4$&6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4$&64#为<DD=年的水平

$%""! V$%$<: V=$%$ $%""$ $%$=$ %D%<
&6II如果"#4$&64$0I4$0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4$&64$0I4$04<#为<DD=年的水平

$%""! V$%$<D V=#%: $%"== $%$;= ="%%
&6II如果"#I$&6I#为<D::年水平 &6II如果"#I$&6I#为<DD=年的水平

$%"$D $%$<: =$%$ $%""; $%$": %=%$
&6II如果 "#I$&6I$0I4$0I<#为<D::年水平 &6II如果"#I$&6I$0I4$0I<#为<DD=年的水平

$%;D; $%$;" D"%" $%":% $%$$" !%;
东部地区

真实&6II $%"%# $%!<#
<D::至<DD=年间&6II的变化 <DD=至#$$#年间&6II的变化

$%$;= <$$%$ $%<;D <$$%$
&6II如果"#4$&64#为<D::年的水平 &6II如果"#4$&64#为<DD=年水平

$%"DD V$%$#% V%%%< $%="$ $%$%# =<%:
&6II如果 "#4$&64$0I4$04<#为<D::年水平 &6II如果"#4$&64$0I4$04<#为<DD=年水平

$%=$" V$%$;# VD<%" $%=#: $%$:" !$%"
&6II如果 "#I$&6I#为<D::年水平 &6II如果"#I$&6I#为<DD=年水平

$%"=# $%$# D<%" $%=;= $%$%! ="%%
&6II如果 "#I$&6I$0I4$0I<#为<D::年水平 &6II如果"#I$&6I$0I4$0I<#为<DD=年水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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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地区#如果分别将丈夫和妻子<DD=年的 收 入 分 配 保 持 在<D::年

的情况#模拟结果显示#这都将扩大家庭收入差距#而丈夫的作用更为明显$
当把丈夫妻子之间收入以及和其他收入的相关关系考虑进去时#模拟结果说

明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而且妻子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妻

子收入分配如果保持在<D::年的情况都将增加家庭收入差距#而丈夫收入分

配却缩小了家庭收入的差距$

<D::至<DD=年#全国和三个地区的模拟结果说明#妻子在不同地区间的

收入差异较之丈夫更大#而且妻子收入在这一阶段具有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

作用$
在改革深化期#家庭收入变异系数&6PP 从<DD=年的$B":;上升至#$$#

年的$B!#$#提高了<;B%Y$如果保持妻子平均收入和妻子收入变异 系 数 在

<DD=年的水平#家庭收入变异系数将降至$B=="#比实际值减少了$B$!!$这

也表明#妻子收入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是":B#Y$如果将妻子和

丈夫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相关系数也保持在<DD=年的水平#家庭收入变异系数

减至$B==<$比较这两个结果说明#妻子收入和丈夫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的相关

关系的变化也起到了扩大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虽然这一作用很小$和改革

渐进期相比#在改革深化期#妻子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突出$
不同地区的模拟结果同样显示#<DD=至#$$#年#妻子收入具有缩小家庭

收入差距的作用$特别是#如果保持妻子平均收入和收入变异系数在<DD=年

的水平#家庭收入的变异系数在西部地区将缩小"#B#Y%在东部地区将缩小

="B%Y#在中部地区将缩小=<B:Y$而且#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妻子收入对

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要小于丈夫收入所起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正好相反$当

把妻子和丈夫收入&其他收入的相关系数也保持在<DD=年的水平时#家庭收

入变 异 系 数 增 加 的 幅 度 在 西 部 地 区 由"#B#Y增 至"DB"Y%在 东 部 地 区 由

=<B:Y增至!$B"Y#而在中部地区由%DB<Y降至="B%Y$妻子收入对收入差

距扩大的影响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大于全国$因此#在改革深化期#妻子收入

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与丈夫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大致相同$

五!结!!论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

趋势#与此同时#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考

察了已婚女性就业及其收入在单个时点以及改革后的变化对家庭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改革的两个时期#即改革渐进期 !<D::’<DD=年"和以

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深化期 !<DD=’#$$#年"#已婚女性

就业&就业收入变化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们发现在<D::年&<DD=年和#$$#年城镇已婚女性就业及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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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缩小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模拟结果表明#这一作用在改革渐进期是

增加的#而在改革深化期是减小的"但同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相比#这 一 作

用无疑还是比较显著的"
第二#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和收入变化对缩小家庭收入 不 平 等

的作用在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地区是大体一致的"在改革深化期#模 拟 结

果显示#已婚女性收入变化导致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和已婚男性收入变

化导致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作用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已婚女性就业收

入的变化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在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三#男女就业的变化是已婚女性收入分配在两个改革时期变化的主要

原因"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城镇工人失业的人数还不是很多#而且劳动

力市场中的男女性别差异虽然比起计划经济时期要大但还是远远低于其他国

家"在这一过程中#已婚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增加的#但和

丈夫收入的比值是降低的"这种趋势增强了妻子就业所起到的减少家庭收入

不平等的作用"开始于#$世纪D$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扩大了性别就

业差异#已婚女性就业的减少降低了已婚女性就业及其收入所起到的缩小家

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最后#我们发现夫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不仅是正向的而且是不断加强的"

我们认为#中国的 经 济 转 型 特 别 是 国 有 企 业 的 深 化 改 革 和 随 之 的 失 业 增 加#
使得人们通过婚姻获得更好的工作或更加希望配偶双方条件相当的观念得到

加强#结果表现为夫妇双方的经济地位越来越相近"

附!录

有关计算公式的推导!

0I#04#0< 分别代表丈 夫 收 入$妻 子 收 入 和 家 庭 其 他 收 入"家 庭 总 收 入 是0X0IZ
04Z0<"‘/#/XI#4#<#表明了丈夫$妻子$家庭其他收入的变化"$/ 是标准差##和

#/代表了家庭总收入的 平 均 值 和 家 庭 总 收 入 的 各 个 组 成 部 分"家 庭 总 收 入 变 异 系 数 的 平

方#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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