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期

#$$!年"$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034

5,36!#7,6"
8+1,920##$$!

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

万广华"

摘!要!本文从实证研究需要的 角 度#较 为 完 整 地 叙 述 了 收 入

分配的度量及其分解#包括常用不平等指数 的 构 建 和 计 算#随 机 占

优分析#以及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 基 于 回 归 方 程 的 分 解%虽 然 没

有对应用性文献进行综述#但简要讨论了研究我国不 平 等 时 应 该 注

意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不平等指数#收入分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B?号#A@$##"’*C-)’3&;/)(;&/)c)(
!4)&,,F+,-%作者衷心感谢姚洋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支持与建议%

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几乎无处不在%比如说各人健康 状 况 不 同$各 地

气候存在差异$各年龄组的工作经历和社会资本有别%当然#经济学和社会

学界关注较多 的 是 经 济 变 量 的 不 平 等#尤 其 是 收 入 的 不 平 等%从 根 本 上 说#
生活质量$幸福程度或福利水平的不平等最为重要#但它们的度量至今仍存

在不少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收

入是决定幸福和福利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所以本文主要讨论收入不平等的度

量和分解%但文中所涉及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也可用来度量和分解其他变量

的不平等%
不平等 !包括收入不平等"的存在是导致不少社会$经济$甚至 政 治 问

题的根本原因%严重的不平等往往被上升为不公平#而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

感受到不公平时#与之相关的不平等就会带来犯罪$骚乱甚至暴动%针对我

国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不利 !a)(*72<F##$$A"#
对人们的健康也是有害的 !d’)(<j&/##$$A"#还影响内需$增加贫困 !万广

华##$$!"%当然#绝对的平等也是不公平的%究竟不平等维持在什么程度为

最佳是个极难解答的问题%至于用基尼系数等于$6L作为警戒线#则很值得

商榷#因为一个社会对不平等的接纳程度既取决于它的文化和历史#又取决于

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过程#还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研究不平等%但测算不平等 的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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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趋势#并寻找影响不平等的原因是最为基础的$所以#本文将注重不

平等的度量和分解$由于文献浩瀚#我们以评述经典文献为主#实证和有关

中国不平等研究的成果将留待他人加以综述$

二!不平等的度量

不平等的度量听上去很简单#无非是指某个变量在人们之间的 差 异#但

仔细考虑一下并非如此$举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设三个人的收入为 !L#L#

""#通过再分配#他们的收入变为 !L#B##"$欲比较这二个收入分配状况似

乎并不是那么 简 单$特 别 地#如 果 贫 困 线 为B6@#再 分 配 还 使 贫 困 人 口 增 加

了$众所皆知#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研究收入分配的样本规模不可能为三#
往往是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

!一"早期文献

有关不平 等 的 文 献 可 以 追 溯 到 李 嘉 图 的 要 素 收 入 分 配 理 论 !O’+&)0<,#

"!"?"$该理论的核心是#利息%利润源于资本要素#工资源于劳动要素#地

租源于土地要素$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利息由资本家获得#工资由劳动者

获得#而地租则由地主获得$所以要素收入分配基本上能体现国民收入在不

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虽然提出了产品价格是

由要素收入 决 定 的#但 他 并 未 明 确 提 出 要 素 收 入 分 配 理 论 !Q+&/-G2120H#

">@L"$

"!世纪末期以来#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因为

这三者都可能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润#也都可能提供劳动力以获取工资#以至

于J)3<,0!">@@"在他的新要素收入分配理论里明确提出了工人利润的概念$
再后来#人力资本的概念被引进经济学#这样一来#要素收入分配便很难反

映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或其不平等状况了$
如果说李嘉图从宏观的角度开创了收入分配研究的先河#那么帕累托则

是从微观层面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鼻祖$他第一次提出了用统计 !密度或分布"
函数描述收入分配的理论$后来基尼构建了著名的基尼系数$再后来#人们

又提出了动态占优分析方法$

!二"统计分布方法

收入作为一个变量#必定有与之对应的统计分布函数$只要知道 了 这 些

函数的形式及其性质#就可以借用数学和统计工具对收入分布进行分析$最

早提出用统计方法研究不平等的是Z)021,!"!>@"#他的理论推导源于对收入

分配数据的实证观察$这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产生同出一辙$
用X 代表收入变量#与之对应的观察值用%表示#将样本规模为K 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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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观察值从小到大排序"并以%""#"%K来代表 $%K为最高收入"%"为最低

收入%"这时我们可以得到如图"所示的累积分布函数&

图!!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

图"中";"";#"#"K 代 表 收 入 少 于 或 等 于%""%#"#"%K 的 人 数&
比如说"第一组有;"人"他们的收入小于或等于%"’第二组有;#人 $包含第

一组的;"人%"他们的收入小于或等于%#&显然"最后一组有K 人 $即包含

整个样本%"因为所有人的收入都小于或等于%K&
为得到图中的经验曲线"Z)021, $"!>@%将;与%之间的数量关系设定为

对数线性的!

3,;;P ."0$3,;%P"

即

;P .2"%$P .#%
$
P" $"%

当XT%K时"有!

K .#%$K" $#%

将 $"%式和 $#%式相除可得!

;P
K .

%P
%! "K

$

1

因为;)
K

可以被看成 ($""%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所以可以定义

D$%%T
;P
K

为收入变量X 的反累积分布函数&这样一来"

D$%%. %P
%! "K

$
" $B%

便成为描绘收入的Z)021,函数&
其实"由 $B%式 表 示 的 只 是 Z)021,函 数 的 第 一 种 类 型&后 来 Z)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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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又提出了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Z)021,分布函数$缘于Z)021,
的开创性研究#不少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各种不同

的统 计 函 数 形 式#其 中 较 著 名 的 包 括 I)--) !N)0+&#"!>!&Q)32-)(<
N,/(1#">?L"#广 义 I)--) !:-,0,H,#">#L’">#@"#对 数 正 态 分 布

!I’90)1#">B""#b21) !=&/0,c#">?$"以 及Q’(;&CN)<<)3) !">?A"等#与

此相关的文献综述请参见b)(<,/0’)(*72<1!#$$#"$
具体说来#寻找收入变量的统计分布函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或用途(

第一#早期的统计数据有限#常常是以分组的形式公布的#而欲研究收入分

配#尤其是估算贫困指数#则最好使用个人或家计观察值$这时#只 有 通 过

用分组数据估算收入分布函数 !密度%累积分布函数或是反累积分布函数"#
然后产生微观数据$这一用途在过去的#$年中由于大量住户调查数据的出现

而受到忽视$但近来又有复苏的迹象#主要是因为学术界开始研究全球不均

等的长期趋势#而早期的数据往往还是以分组形式存在的$同时#不少国家

至今仍未公开 家 计 调 查 数 据$第 二#一 旦 收 入 分 布 函 数 的 参 数 被 估 算 出 来#
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可直接作为度量不均等的 指 标#如Z)021,分 布 的$%对

数正态分布的方差等$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参数可直接用来计算常规不

均等指标#如b21)函数的参数就可以用来计算基尼系数 !见K)11)(<O)‘)3C
3’,(#">>#"$第三#收入变量统计分布函数 一 旦 被 确 定#就 意 味 着 该 变 量 的

分布性质已知#这有助于收入模型的设定$举例来说#国内外有不少人用标

准线性计量经济模型估算收入或工资方程#这显然包含着收入变量为正态分

布的假设$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相应的计量模型就是有误的$而检验该假

设的方法之一便是确定收入变量的分布性质$第四#众所周知#统计数据往

往包含误差#所以说用原始数据度量不平等难免会受到这些误差的影响$在

这些误差为白噪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估算统计分布函数#再用所得的参数

或产生的微观数据来度量不平等#后者就较少受到误差的影响了$

!三"洛伦茨曲线和随机占优分析

在Z)021,创建统计分布方法十年后#d,02(R!">$@"提出了研究收入分配

的图形法#这里的图形就是著名的洛伦茨曲线$该曲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

念上的(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数量的收入#则不平等为零$在有K 个人的

情况下#这意味着每人获取的收入是总量的")K$当且仅当每人所获得的收

入比例与其所占人口比例不一致时#不平等就产生了$据此#我们可以用收

入比例和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讲#Z)021,的 统

计分布方法也是旨在挖掘这二个比例之间的关系$
将这二个比例按照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并计算它们的累加 值$然 后

用这二个累加值绘制一张散点图#图的横轴为人口比例的累加值#纵轴为收

入比例的累加值#二者均在 !$#""区间取值$用一条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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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来"便得到所谓的洛伦茨曲线了#当分配绝对平均时"这两个累加值总

是相等的"这时洛伦茨曲线为通过原点斜率为L@t的直线#在分配不平等的情

况下"洛伦茨曲线总是在这条直线的下方#显然"洛伦茨曲线越是接近L@t的

直线"不平等程度就越低"而随着洛伦茨曲线往右下方移动"它所代表的不

平等程度就越高#最为极端的情况是"该曲线与a$X 轴 %将纵轴 移 至 图 的

右边&重合"这时所有的收入由最后一个或一组人获得#其实"基尼系数的

值就等于洛伦茨曲线与L@t直线间的面积 %用Y表示&除以直线下的面积#因

为直线下的面积 为"’#"所 以 基 尼 系 数 可 以 表 示 为#Y#在 分 配 绝 对 平 等 时"

YT$"基尼系数为零#在分配最为不平等时"YT"’#"基尼系数为"#
严格地说"分析不平等最 好 是 使 用 洛 伦 茨 曲 线#在 比 较 不 同 地 区 或 不

同年份的收入差 距 时"我 们 应 该 比 较 与 之 对 应 的 洛 伦 茨 曲 线"然 后 判 断 不

平等的变化趋势#比如说"图#是我 国 农 村 区 域 间$城 市 区 域 间 在">!?年

和#$$#年的收入洛伦茨 曲 线#显 然"#$$#年 的 两 条 线 都 在">!?年 两 条 线

的右下方"所以 说"我 国 农 村$城 市 区 域 间 的 差 异 无 疑 是 上 升 了#另 外"
在同一年份"农村的 洛 伦 茨 曲 线 总 是 在 城 市 的 右 下 方"说 明 农 村 区 域 间 的

差距高于城市区域间的 差 距#更 为 重 要 的 是"">!?年 农 村 与 城 市 的 洛 伦 茨

曲线比较接近"而在#$$#年它们的距离 拉 开 了"这 说 明 农 村 区 域 差 异 增 加

的速度比城市快#

图!!中国农村与城市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年与!&&!年

其实"上面这个例子已经使用了随机占优分析方法#该方法的创 始 人 是

./’0E)(<Q)G,H(’E%">A#&#他们的初衷是提供一个风险决策的分析方法#在

风险决策理论里"人们可以将对应于不同选择的结果用累积分布函数 %%K̂ &
表示出来#当一个%K̂ 完全位于另一 个%K̂ 的 右 边 时"与 前 者 对 应 的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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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最优的#在%K̂ 完全不交叉的情况下的这种分析方法被称为 一 阶 占 优$
它的运用只要求决策人对决策结果的边际效用为正#不难推断$在%K̂ 交叉

的情况下$一阶占优就不可使用了#这时可以使用二阶占优#二阶占优的方

法是由 ’̂H&9/0(!">AL"提出的#该方法 假 设 决 策 人 是 厌 恶 风 险 的$这 时 可

以比较%K̂ 下面的面积#如果%K̂ 下面 的 总 面 积 较 小$与 之 对 应 的 选 择 为

二阶占 优#后 来 人 们 还 提 出 了 三 阶 占 优 的 方 法 !a&’12-,02$">?$%X)-C
-,(<$">?L"#但三阶占优与不平等分析相关度较低$故不作赘述#

将随机占优分析引进不平等研究的是:1E’(H,(!">?$"#经过推导$他发

现用洛伦茨曲线作二二对比等价于二阶占优分析#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厌恶

不平等$同时认可转移支付原理 !见下文"$便可通过比较洛伦茨曲线来判断

不平等的高低和变化#在文献中$这种方法也被称作洛伦茨占优#
用洛伦茨曲线 进 行 随 机 占 优 分 析 非 常 直 观$但 它 的 应 用 存 在 两 大 问 题#

第一$当洛伦茨曲线交叉时$我们难以判断哪条线代表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

等#这时需要对洛伦茨曲线进行分段比较并作出主观判断#比如说$一个社

会的上层比另一个社会的上层更不平等$但是下层却更加平等$这时我们很难

辨别哪个社会更加平等#第二$这种直观的方法不够简洁$如果需要分析很

多年份和很多地区的不均等$洛伦茨图形极有可能变得无法辨认#这就是为

什么人们往往舍弃随机占优分析转而使用度量不平等指标的原因#

!四"不平等的度量指标

第一个使用指数度量不平等状况的是Z)021,$他曾 建 议 用$来 度 量 收 入

不均等$但这个建议遭到I’(’!">$>$">"$"的质疑#与此同时$I’(’!">"$"
提出 了 基 于 洛 伦 茨 曲 线 的 一 个 指 标$并 认 为 该 指 标 比Z)021,的$更 为 稳 健

!相对 于 经 济 社 会 状 况"#四 年 后$他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基 尼 系 数 !参 见 I’(’$

">"L"#与众多新方法或新思想一样$基尼系数提出后很快遭到各方面的围攻$
但最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使用最多的不平等指标#另一组常用的是广义

熵 !I2(20)3’R2<*(10,G4$I*"指 数$由 =&2’3!">A?"提 出 并 扩 展 !见

=&2’3$">?#"#而:1E’(H,( !">?$"首次提出了依据社会福利函数来建立不平

等指标的方法论$并推导出著名的 :1E’(H,(指标#在同一篇文章中$:1E’(C
H,(将随机占优方法引进了不平等的研究#

概括地说$不平等指标可分为两大组#一组是绝对指标$最 为 出 名 的 为

J,3- !">?A)$">?A9"指数#它们的特 性 在 于 有 量 纲#也 就 是 说$它 们 的 大

小与度量单位有关#在国内比较常见的有方差和收入差 !最高值减最低值"#
如果用这组指标衡量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总是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举例

来说$缘于经济发展$首 富 的 收 入 增 加 了"$h !从"$$$$元 到""$$$元"$
同时$最穷的人的收入却增加了"@h !从@$$$元到@?@$元"#应该说$这

样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不平等的下降$但用收入差表示的不平等却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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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元了"绝对指标的另一缺陷是#当我们改变度量单位时#尽管收

入分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这些指标给出的不平等却会变化"比如将一组

给定的工资用分而不是元来表示时#其方差就会增加"$$$$倍"第二组指标

是所谓的相对指标#判断相对指标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满足 $齐次性%&X,-,C
;2(2’14’"齐次性是数学里的一个概念#下面我们再作解释"

从理论上讲#一个好的相对指标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性 质!第 一#匿 名 性

或无名性 &:(,(4-’14’"举例来说#某样本含有收入不同的一组人#在用这

些收入观察值度量不平等时#若对调任意两个人#指标值应该保持不变"换

句话说#度量结果只和观察数值有关#而和观测对象的地位(身份没有任何

关系"第二#齐次性 &X,-,;2(2’14’"这个性质要求#当变换度量衡单位时#
指标值估算结 果 不 受 影 响"在 很 多 国 家#收 入 一 般 是 用 元 作 为 衡 量 单 位 的#
把它换成分或百元#计算结果应该不变"换句话说#将所有观察值同乘或同

除以一个常数#不平等的值应该保持不变"但如果同加或同减一个正数#不

平等的值应 该 下 降 或 上 升"第 三#人 口 无 关 性 &Z,G/3)1’,(_(<2G2(<2(+2’#
指样本的体积大小不影响度量结果"如果考虑一个大的国家 &如中国#有"B
亿人口’和一个小的国家 &几十万人’#只要收入分配状况一样#同时数据样

本具有代 表 性#不 平 等 指 标 给 出 的 值 应 该 一 样"举 例 而 言#一 个 教 室 有#$
人#收入都不相同#可以用某个指标来度量这些人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如果

把每个人都复制一下#样本容量增加了一倍#达到L$人#但收入分配状况未

变"任何一个好的指标#用这两个样本测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应该是一样的"
第四#由K)31,(&">#$’提出的转移性原则 &Z0’(+’G32,P=0)(HP20H’"从根本

上说#该原则要求当一笔收入由富人转给穷人后 &但不改变穷人的相对位置’#
不均等必须下降或保持不变"第五#强洛伦茨一致性 &Q10,(;34d,02(RC%,(C
H’H12(1’"这是要求和 洛 伦 茨 曲 线 具 有 一 致 性"设 想 有 两 条 洛 伦 茨 曲 线" 和

##当"#重合时#它们代表的不平等相同)当"完全在# 的右边时##的不

平等程度更高"一个好的相对指标应该能够准确描述这些关系"这一性质也

意味着#在度量收入分配的时候#应该把所有的样本观测值(所有的样本信

息都用进来"遗憾的是#国内很多人在讲到城乡差距时#常常喜欢这样表达!
上海的人均收入在!$年代初是西部某省农村的三倍"虽然倍数是无量纲的#
所以不是一个绝对指标#但它的计算只用了两个省市的观察值#舍弃了大部

分样本数据#所以不是一个好指标"第六#标准化 &7,0-)3’R)1’,(’"该性质

是指当且仅当每人的收入相同时#不平等必为零"
国内外用得最 多 的 相 对 指 标 是 基 尼 系 数"基 尼 系 数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算 法#

在作者看来#最简单的是使用矩阵"借助于*\+23或其他计算机软件#这一计

算非常简单"这里#我们只需要三个矩阵#其中两个是向量矩阵"第 一 个 是

行向量!#包含人口比例"如果要研究不同省份之间的收入差别#将 每 个 省

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算出来#按照人均收入由小到大排列就得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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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列向量U#它的获得步骤与!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它包含 的 是 收

入比例$\是一个方阵#它的上方是S"#下方是U"#对角是$$把!\U相

乘#就可以得到基尼系数了$
基尼系数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它有四个特点%第一#它较为古老也 最 为 流

行&第二#它介于$和"之间#其他指数则依赖样本的数值会处在不同的区

间&第三#它满足上述相对指标的六个性质&第四#它本身 是 有 含 义 的#而

大多数相对指标的数值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学含义$在收入分配为绝对公平的

情况下#"$h的人口应该拥有"$h的收入#但是如果"$h的人拥有#@h的收

入#这两个百分比的差额"@h就是基尼系数$以此类推#如果中国的收入基

尼系数确实是$6L#那就意味着全国最为富裕的#$h的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

A$h#而剩下的!$h的人口只得到全国收入的L$h$进一步地#富裕阶层人

口的平均收入是穷人的A倍$
但是#基尼系数有两个不足$首先是它对富人的观察值 比 较 敏 感#如 果

样本中富裕人群的收入数据误差较大 !这是常常发生的"#那么基尼系数的估

算值就很不可靠&其次#同一数 量 的 转 移 收 入 如 果 转 移 到 样 本 众 数 附 近#其

带来的不平等的下降比转移到收入底层更大#这不太合理$
除基尼系 数 外#常 用 的 相 对 指 标 还 包 括 广 义 熵 !I2(20)3’R2<*(10,G4#

I*"指数$用YP 代表收入观察值#2代表平均收入#K 代表样本体积#=P 代

表人口比例#广义熵指数的表达式为%

I*. "
2!"/2"8P =P "/

YP! "2# $2 #
在上式中2为一常数#代表厌恶不平等的程度$2值越小#它所代表的厌恶程

度越高$取2T$#我们得到所谓的平均对数离差#又称第二泰尔指数H$#也

称泰尔@E 指数%

H$ .8
P
=P3(2YP

#

取2T"#我 们 得 到 所 谓 的 泰 尔 指 数#又 叫 泰 尔 第 一 指 数H"#也 称 泰 尔@H
指数$

H" .8
P
=P
YP
2
3(YP
2
#

当2T#时#广义嫡 指 数 就 等 价 于 统 计 中 常 用 的 变 异 系 数 平 方 的"’#$显 然#
选用变异系数#而非H"或H$来度量不平等意味着我们对收入差异持更加接纳

的态度$
除了上述的一系列 指 标 外#还 有 对 数 方 差 和 较 为 著 名 的 :1E’(H,(指 标$

后者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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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H,(."/>
P

YP! "2
=P
1

但:1E’(H,(指数遭到了K);(/- "">>$#的批判$因为与之对应的社会

效用函数没有考虑各人在收入阶梯上的相对位置$只考虑了人们的收入绝对

值%K);()-"">>$#还发现$基 尼 系 数 背 后 的 社 会 福 利 函 数 没 有 这 一 缺 陷%
近来人们还 发 现$:1E’(H,(指 数 和 I* 指 标 存 在 一 一 对 应 的 单 调 转 换 关 系

"Q&,00,+EH)(<Q3,11f2$#$$#$G6"$"#%另外$I*指标中常用的H$ 和H"$均

能用于不平等的分解%这样一来$在使用I*指标后就没有必 要 考 虑 :1E’(C
H,(指数了%至于对数方差 "即 将 收 入 求 对 数 后$然 后 计 算 方 差#$它 是 一 个

相对指标$但它不满足前述的转移性原则$所以不是一个好指标%
对于这么多不平等指标$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基本上可 以 说$绝 对 指 标

不宜采用%在相对指标中进 行 选 择 比 较 困 难%根 据K);(/- "">>$#$任 何 一

个常用的不平等指标都存在与之对应的社会福利函数$它是收入水平的增函

数$同时是不平等的减函数$不平等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取决于福利函数的凹

性%反过来说$任一常用的福利函数也总有与之对应的不平等指标%所以说$
每一个不平等指标都暗含一个厌恶不平等的参数%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指标

常常给出不同的结论%据此$笔者认为最好是几个指标同时使用%但是假若

研究目的是探讨分项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或是探讨组间差异和组内

差异对总不平等的贡献$不平等指标的可分解性就显得很重要了%

三!不平等的分解

不平等分解的目的是挖掘总不平等的构成和起因$以便寻找相关政策以

减少不平等%传统的分解方法可分为不平等水平的分解和不平等变化的分解%
前者是看某个不平等程度 "如$6L的基尼系数#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而后者

则看其变化 "如基尼系数由$6#上升为$6L#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用基尼系

数来分解不平等的变化是由本文作者">>?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客座

研究时提出的 "见万广华 "">>!#$或万广华 "#$$A$第十章##$这一方法在

#$$"年由收入分配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Z,<<20等作了一些修正%传统的分解

方法还可分为要素子成分 "又称为分项收入分解#和人口分组 "又称为子样

本分解#%前者最好使用基尼系数$而后者最好采用I*指标%我们将先讨论

传统的分解方法$然后介绍最新的分解方法$即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
有必要指出$不平等水平及不平等变化的分解往往不是唯一的%缺乏唯一性

并非是不平等研究所特有的$很多指数的分解都缺乏唯一性%

"一#传统分解方法_!不平等水平的要素子成分分解或分项收入分解

子成分分解法的目标是把总量X 的不平等分解到组成X 的各个要素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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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X)上去#这里$X 可表示为%

X .8
)
X)1 !L"

直到#$世纪?$年 代 后 期$子 成 分 分 解 法 往 往 借 用 所 谓 的 &前 后’原

理$即分项收入X4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被定义为S4%

S4 .U!X"/U!X8X4 .$"$ !@"

其中U代表不平等指标#但这种思路存在一大缺陷$即S4的大小取决于X 的

定义#举例来说$我们试图分析工资税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用HB代表工

资税$HX代表收入税$D代表税前收入$基于 &前 后’原理$工资税HB对D
不平等的影响可定义为U!D"UU!DUHB"或U!DUHX"UU!DUHXUHB"$而这

二个估算值往往是不相等的#
从?$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陆续提出新的分解思路#较为麻烦的是$总收

入不平等往往很难表示为分项收入的不平等之加权和#举例说%
定义总收入为X$

X .X"0X#$

这时X 变异系数的平方 !不平等的度量指标之一"为

%5#!X". !!#X"0!
#
X#0(!X"!X#"(2

#
%$

式中!代表均方差$%5代表变异系数$(为X"和X#之间的相关系数$2代表

期望值#显而易见$在(T$的情况下$总收入的不平等 !由%5#代表"可以

表示为分项收入的不 平 等 之 和 !用 标 准 化 后 的 分 项 收 入 方 差 表 示"#在(T"
的情况下$总收入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也可表示为分项收入的基尼系数或泰

尔指数的加权和#但是$分项收入之间完全不相关和完全相关的情况在现实

中基本不存在$所以某一分项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总不平等的

下降#这里的影响取决于该分项收入的均值是否发生了变化$还取决于它与

其他分项收入的相关度#
用基尼系数进行子成分分解被很多人认为是 2̂’$O)(’H)(<J/, !">?!"

提出的%

Q!X".8
R

)."
D)Q!X)"’)$ !A"

其中Q代表基尼系数$D代表收入份额$’代表相对相关系数#’是两个相关

系数的商$其分母为分项收入与其排序 !O)(E"的相关系数$而分子为分项

收入与总收入排序的相关系数#其实早于 2̂’$O)(’H)(<J/, !">?!"$J)EC
c)(’!">??"经推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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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8
R

)."
D)S"X)#$ "?#

在上式中$S代表集中系数$该系数在 "U"$"#区 间 取 值$既 代 表 分 项 收

入X)的不平等程度$同时还暗含了X)与总收入的相关关系%它的计算与基尼

系数的计算几乎一样$可用前面提到的矩阵法$但人口和分项变量比例仍然

按总量指标的均 值 从 小 到 大 排 列$而 不 是 按 分 项 收 入 的 均 值 从 小 到 大 排 列%
如果使用后者进行排序$就得到分项收入的基尼系数而非集中系数了%显然$

J)Ec)(’"">??#的方 法 与 2̂’$O)(’H)(<J/, "">?!#的 方 法 没 有 本 质 区

别$只不过前者将Q"X)#&’)定义为S"X)#罢了%根据 "A#式$分项收入对

总不平 等 的 贡 献 取 决 于 它 在 总 收 入 中 的 比 重D)’其 自 身 的 不 平 等 程 度

Q"X)#和它与总收入的相关度’)%
显然$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分项收入集中系数 "注意不是分项收入的基尼

系数#的加权平均$其权数为分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用这个比例乘以对

应的集中系数就得到该分项变量对总量不均等的贡献%使用 "?#式可将农户纯

收入的不均等分为由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构成的组成成

分%事实上$这种分解对于研究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特别有用%众所周知$转移

性收入是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手段实现的$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这些政策的作

用究竟有多大$就可采用不均等水平的要素分解来分析%在这里$我们可以定

义总收入T工资S奖金S财产收入S转移性收入%通过要素分解$可以看出这

四项收入$包括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有多大%

d20-)()(<e’1R&)E’"">!@#提出了分项收 入 变 化 对 总 不 平 等 的 边 际 分

析法$用*) 代 表X) 的 百 分 比 变 化$可 以 定 义 %Q"X#(%"*)#(Q"X#T
D)Q"X)#’)(Q"X#UD)为相对边际效应 "即收入X)增加的百分比对总不平等的

效应#%显然$分项收入对总不平等的边际效应取决于它在总不平等中的贡献

额和它在总收 入 中 的 份 额%当 分 项 收 入 对 总 不 平 等 的 贡 献 "由D)Q"X)#’)(

Q"X#代表#大于其在总收入中的份额 "用D)代表#$该项收入的增长必定 导

致总不平等的上升)反之亦然%显而易见$当分项收入对总不平等的贡献发

生变化时$有可能缘于三种因素!它的自身不平等发生变化$它的收入比重

发生变化$或它与总收入的相关度发生变化%试想某一分项收入变得非常不

均等$但如果同时它在总收入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那么它对总不平等的贡

献就有可能上升或下降$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必须格外注意%
传统的不平等水平的要素子成分分解有两个缺陷%首先$它要求 数 据 是

可加的$因此它不能被用来分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政策等投入的贡

献%因为我们一般不能获取相关数据从而将总收入直接表达为这些投入带来

的收入之和%其次$由某一要素带来的收入是由该要素的禀赋程度及要素回

报率二者决定的%比如说物质资本对总收入不均等的贡献一方面取决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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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的分布不均 !如上海人拥有的资本存量比陕西多"#另一方面则由资本的

回报率不同而引起的 !如上海的房产投资回报率高于陕西"$但传统分解法无

法将这二者的影响区分开来$

!二"传统分解方法__%不平等水平的人口分组分解或子样本分解

在研究不平等时#人们常需要分析总不平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缘自不同群

组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对的是组内差异"$数据样本可以按教育水平&性别&年

龄&种族来分组#也可按照地理位置 !如农村和城市"或就业部门来分组#如

将全国的不均等分解为子样本之间 !东&中&西#或城乡间"和子样本内部的

不均等$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按一个范畴分组$近年来有人提出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范畴 !如先按教育程度#再按年龄等"分组#但实证中用得不多$
有关子样本分解的代表性著作有b,/0;/’;(,( !">?>"#%,c233!">!$"#

Q&,00,+EH!">!$#">!L#">!!"#%,c233)(<J/;)!">!""#̂ ,H120)(<Q&(24C
20,‘!#$$$"$子样本分解往往使用I*指标#尤其是第二泰尔指数H$$将样

本分组后#可以计算各个子样本的第二泰尔指数#然后用子样本的人口比例

进行加权得到所谓的组内贡献#将总的H$减去组内贡献就得到所谓的组间贡

献$人们通常将组间贡献归咎于用来分组的范畴变量$比如说#可把我国分

为由A#个区域组成 !除港澳台"#每 省 有 两 个 区 域 分 别 为 城 市 和 农 村$这 时

可将B"个农村区域看成一个子样本#计算农村地区间的第二泰尔指数’同样

地计算城市地区间的第二泰尔指数$将这两个值用城乡人口比例加总便得到

组内贡献$当然全国即总体的不均等可以简单地用A#个区域的数据得到$在

我国#由城乡分割导致的组间贡献不小于@$h#进而可以得出结论#城乡分

割是造成我国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b,/0;/’;(,( !">?>"证明#H$是唯一可以用人口比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

分解 !)<<’1’‘2<2+,-G,H)932"指标#而第一泰尔指数H"是唯一可以用收入比

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分解不平等指数$Q&,00,+EH!">!$"则证明整个广义熵

指数族皆是相加可分解的#其权数可表示为=)D2)#其中2为广义熵指数的参

数$Q&,00,+EH)(<a)(!#$$@"指出#使用H$指标的优点是分解结果不取决

于是先计算组间贡献还是组内贡献#而且所用权数的和为"$在使用其他不平

等指数时#这些优点就会丢失$例如#当权数为=)D2) 时 !=)为人口比重"#除

非2为$或"#权数之和就会大于或小于"#这时组内差异就不是一个加权平

均数了#同时组间或组内差异的值取决于先计算那一项$在这些情况下#组

间贡献值与 !"U8=)D2)"成比例 !=&2’3#">A?"$
用基尼系数 进 行 子 样 本 分 解#始 于Q,31,c !">A$"$早 期 的 尝 试 还 包 括

b&)11)+&)04))(<N)&)3)(,9’H!">A?"#N2&0)(!">?L"#N)(;)&)H!">?@"以

及Z4)11!">?A"$事实上#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将基尼系数进行子样本分解$
取决于平均收入的定义 !算术平均&几何平均或其他"#组内 !间"差异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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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权数 #收入份额$人口份额或是混合%的使用"各个方法给出的结果都

不相同&如果子样本间的收入不重叠"那 么 基 尼 系 数 也 是 相 加 可 分 解 的 #见

*9201"">!!%&这时组内贡献可表示为子样本的基尼系数乘以人口份额的加权

和"剩下的便是组间贡献&在子样本间收入有重叠时"残差项不可避免要出

现&这时"可以先定 义 组 内 贡 献 为 以 收 入 份 额 为 权 数 的 各 组 基 尼 系 数 的 和"
将剩余部分定义为组间贡献&反过来"也可以用组平均收入替代相关组的个

人收入"然后计算基尼系数"并定义为组间贡献"剩余部分为组内 贡 献&残

差项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基尼系数的缺陷"但近来有人认为它提供了子样本

间收入重叠的信息 #Q’3920"">!>"e’1R&)E’)(<d20-)("">>""d)-9201)(<
:0,(H,("">>B"e’1R&)E’"">>L"Q)H104)(<J23E)0"">>L%&他们分别提出了

不同的分解公式"并赋予相应的残差项不同的含义&
传统的子样本分解方法也有两大缺陷&首先该分解结果取决于分的组数

的多少&一般地说"组间贡献会随着分组的个数不断增加&在分析种族歧视

时"我们可以将总样本分为白人和非白人两组"也可以分为白$黄$黑三组"
甚至可以分得更多&假如我们得到组间贡献分别为"$h$"@h 和B!h"那么

很难说究竟哪个数值真正代表种族歧视&第二个缺陷是"子样本之间的差异

往往不仅仅是由用来分组的范畴变量决定的&比如说男女在收入方面的差异

不一定或不仅仅反映雇主的性别歧视"因为男女两组人之间还可能存在教育$
健康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简单地将组间贡献归咎于分组范畴变量而不控制其

他变量"是值得商榷的&

#三%传统分解方法___!不平等变化的分解

不平等水平的分解旨在分析总不平等的构成"而不平等变化的分解则可

以发现导致不平等上升或下降的原因&用变异系数平方的一半作为不平等指

标"]2(E’(H#">>@%提出的分解方法可表示为!

’U.8
R

)."
’’()3) U(U- ))" #!%

()为分项收入与总收入的相关系数"U为$6@%5#&
由 #?%式所代表的基尼系数的分解固然有用"但某项收入对总不均等的

贡献也许不大"却可能是导致其变化的重要因子&有关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
是本文作者在万广华 #">>!%中推出的&定义该变化为’Q"并用7和7S"下

标代表时间"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Q.8
R

)."
D)70"S)70"/8

R

)."
D)7S)7

.8
R

)."

#D)70"S)70"/D)7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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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Q#可以定义’D)TD)7S"UD)7#’S)TS)7S"US)7$这样一来#我们就可

以用’D)SD)7替代 式 中 的D)7S"#同 时 用’S)SS)7替 代S)7S"#然 后 稍 加 整 理#
可以得到

’Q.8
R

)."
S)7’D)08

R

)."
D)7’S)08

R

)."
’S)’D)# !>"

!>"式表明#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三大部分%!""8
R

)."
S)7’D) 代表由收入

比重变化引起的收入差异的上升或下降&!#"8
R

)."
D)7’S)代表由收入集中系数变

化引起的基尼指数的上升或下降&!B"8
R

)."
’S)’D) 代表前两项共同变化引起的

收入差异的上升 或 下 降$因 为 收 入 比 重 的 变 化 与 经 济 结 构 的 调 整 密 切 相 关#
我们可以将S)7’D) 称为结构性效应#而称D)7’S) 为收入集中效应$

对基尼系数的变化进行分解其意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国家试图缩小

收入差异#有必要分析导致该差异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性效应#还是收入

集中效应$不难理解#处理结构性效应的政策是不同于处理收入集中效应的

政策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状来说#由结构性效应引起的收入差异的变化

是暂时的#也是正常的$一旦中国完成国民经济的重大调整#这种结构性效

应将大大削弱#甚至消失$我们认为著名的 J/R(21H假 设 本 质 上 与 结 构 性 效

应相关$
换句话说#上述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为这一著名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基础$

!四"以回归方程为基础的分解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尝试使用以回归方程为基础的方法分解不平

等$8)\)+)!">?$"和b3’(<20!">?B"首次 提 出 了 分 解 两 组 人 群 之 间 收 入 均

值差异的方法$]/&(#N/0G&4)(<Z’20+2!">>B"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扩展#使

得对组间差异的分解可以建立在收入变量的整个分布上#而不仅仅是收入分

布的 均 值 之 差$b,/0;/’;(,(# ,̂/0(’20)(<I/0;0)(!#$$""放 松 了]/&(’

N/0G&4)(<Z’20+2!">>B"收入决定函数为线性模型的限制$显然#这些学者

们都致力于解释群体 !如%女性 和 男 性"间 的 收 入 分 配 差 异#他 们 并 没 有 量

化各个单独的收入决定因素对总不平等的贡献份额$K’7)0<,#̂ ,01’()(<d2C
-’/\!">>A"提出的半参数法和K2)1,(!">>?"提出的非参数法主要根据密度

函数去描述和比较收入的总体分布$这些方法未将收入与其决定因素相联系#
无法分析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

’̂23<H)(<e,,!#$$$"及 N,0</+&)(<Q’+/3)0!#$$#"提出了以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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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基础的不平等分解框架"该框架能够使所有不平等的决定因素都得到识

别和量化#也可以包含任意数目的变量甚至代理变量"这两点是传统的分解

方法所不具备的"然而#目前以回归方程为基础的不平等分解方法仍存在以

下几方面的不足!$"%对于回归方程形式的限制" ’̂23<H)(<e,,$#$$$%$本

文简称 ê%使 用 了 半 对 数 形 式 的 收 入 决 定 函 数"而 N,0</+&)(<Q’+/3)0
$#$$#%$本文简称 NQ%要求使用标准的线性函数"$#%对于不平等度量指标

的限制" ê只能使用变异系数的平方 $%5#%来衡量不平等"该指标违背了

至关重要的转 移 性 原 则"另 一 方 面#NQ只 能 使 用 可 加 的 不 平 等 指 标"在 对

NQ的论文仔细研究后发现!他们的方法仅适用于分解第一泰尔指数#其他度

量指标要么不能用 $如泰尔第二指数或基尼系数%#要么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

$如变异系数%"$B%其他限制" ê只能分解对数收入而非原始收入变量的不

平等#而 NQ的方法隐含收入变量为正态分布的假设"这一假设在计 量 经 济

学中较为流行#但在收入分配领域是不可接受的"
本文作者在#$$#年提出了最新的 方 法#它 将 回 归 方 程 和 夏 普 里 值 分 解

原理有机地结 合 在 一 起"该 方 法 及 其 运 用 已 经 在 &收 入 和 财 富 评 论’( &发

展经济学评论’( &比 较 经 济 学 杂 志’等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上 刊 发"前 二 篇 发 表

后一直被列为阅读 最 多 或 下 载 最 多 的 文 章"回 归 方 程 将 所 要 研 究 的 目 标 变

量如收入(消费#与 目 标 变 量 的 决 定 因 素 如 人 力 资 本(家 庭 特 征(职 业 性

质(性别(年龄等建 立 一 个 数 量 关 系"夏 普 里 值 原 理 则 建 立 在 合 作 博 弈 论

的基础上#可以用来 将 目 标 变 量 的 不 平 等 分 解 为 决 定 因 素 的 贡 献"与 以 往

的方法相比#我们 的 新 方 法 有 很 多 优 势"第 一#它 对 不 平 等 指 标 的 使 用 没

有任何限制#基尼系数(泰 尔 指 数 或 其 他 任 何 不 均 等 指 标 皆 可 使 用"第 二#
它允许加入 所 有 能 控 制 的 变 量#因 而 分 解 结 果 较 之 以 前 更 为 精 确 和 可 信"
第三#它不要求预先设 定 的 等 式 $如 总 收 入 等 于 分 项 收 入 之 和%#只 要 能 够

估算出回归方 程 就 可 以 了"当 然#它 也 可 以 应 用 于 预 先 设 定 的 等 式 $见 万

广华和张藕香##$$!%"第 四#它 对 回 归 方 程 也 没 有 什 么 限 制#可 以 是 高 度

非线性的#可以包 含 交 互 项#还 可 以 是 联 立 方 程 中 的 一 个 模 型"该 方 法 的

详细介绍和应用可参照 a)( $#$$###$$L%#万广华 $#$$A%#与此相关的软

件可向作者免费索取"

四!研究我国不平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内有关不平等的研 究 仍 存 在 几 个 问 题 或 误 区"第 一#用 什 么 变 量 来

研究不平等#是收 入 还 是 消 费？ 因 为 只 有 消 费 才 能 带 来 效 用#我 们 更 倾 向

于使用消费数 据"当 然#决 定 消 费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是 收 入#所 以 用 收 入 作 为

消费的代理变量也 未 尝 不 可"即 便 是 用 收 入 也 还 存 在 是 用 净 收 入 还 是 总 收

入#是用税前收入还 是 用 可 支 配 收 入 等 问 题"近 些 年 来 国 内 外 都 有 人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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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的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来 度 量 不 平 等#这 是 衡 量 福 利 不 平 等 的

初步尝试$
第二#我国不同地区存在价格水平上的差异 !其他国家如俄罗 斯#甚 至

美国也存在类似情况"#往往是越为富裕的地方价格水平越高$因此#不考虑

价格水平在地区间的差异就会高估不平等程度$关于这一点#作者早在">>!
年发表在 %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中就有讨论#但国内不少学者尚未注意到这

个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转移#价格水平也会变化#如果不作跨年 度 的 比

较#只要用地区价格水平指数去胀就行$否则#有关变量还应用各年的价格

指数去胀$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Z_#这主要是因为%Z_用 起 来 方 便#其

他价格指数也可以考虑$
第三#不少研 究 忽 略 不 同 地 区 的 人 口 数 目#这 是 错 误 的$我 们 可 以 通

过一个简单的例 子 来 作 说 明$假 如 一 个 国 家 可 以 简 单 地 分 为 东 西 部#东 部

全是富人而西部相对来说全是穷人$再假如东西部的人均收入分别是"@$$$
元和@$$$元$在东西部人口相等或不考虑人口数量 的 情 况 下#这 时 基 尼 系

数为$6#@$如果东部人口占"$h#而西部的穷人占>$h#这时实际 的 基 尼

系数是$6"@$这时 若 对 换 东 西 部 人 口#基 尼 系 数 则 变 成 了$6$A$很 显 然#
基尼系数所 暗 含 的 ’厌 恶 不 平 等(的 参 数 是 偏 向 于 穷 人 的$换 句 话 说#它

更加接纳富 人 较 多 而 穷 人 较 少 的 社 会#而 厌 恶 穷 人 较 多 富 人 较 少 的 社 会$
其实#基尼系数的这 一 性 质 是 比 较 符 合 情 理 的$一 个 多 数 人 贫 困 而 少 数 人

富裕的社会是比大 多 数 人 富 裕 而 少 数 人 贫 困 的 社 会 更 加 难 以 接 受#也 更 加

难以管理$但忽略人 口 权 数 就 不 能 体 现 基 尼 系 数 和 其 他 不 平 等 指 标 的 这 一

重要的隐含性质$
第四#取决于实证 分 析 所 用 数 据#我 国 的 不 平 等 可 以 分 为 东)中)西#

省市间#城乡间#县市间#乡村间#家庭之间或个人之间不 同 的 情 况$当 使

用某一个或一组不平等数据时#必须搞清楚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个加总程度

的不平等$比如说#人们常说我国的收入差异已经很高#是指地区 之 间#还

是指人与人之间？它们是不可比的$当然不同加总程度上的不平等是有一定

关系的$比如说#县与县之间的不平等等于省与省之间的不均等与省内县与

县之间不平等的加权平均$

五!尚待研究的问题

常言道#钱不是万能的#所以收入不平等既不能完全反映福利或 效 用 或

幸福程度的不平等#也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不平等$但非收入变量的观察值往往

缺失或不完整$因此#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便是根据非收入信息对收入变量加

以调整#以获得所谓的等值收入或有效收入$当然#更为理想的是把不平等定

义为一个多维的概念#将非收入因素与收入一并用以分析不平等并获得多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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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个单值指标"
另外#人们常常基于不平等估算结果提出种种改革建议#而不考虑这些建

议对减少不平等究竟有多大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不平等估算值缺乏

严格的统计检验方法#不知道分析结果是否显著"如果一个政策建议暗含的效

果很小#或不显著#这种建议就不应被政府采用"
研究不平等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数据缺失"虽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家计调

查数据无法获得#但常常能拿到人口和收入百分比的数据#比如最穷的"$h
人口得到@h的收入#最富裕的"$h人口得到L$h的收入$$一个可行的思

路是在洛伦茨曲线 上 确 定 这 些 点#然 后 %产 生&成 千 上 万 的 数 据 ’见Q&,0C
0,+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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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31,(%XF%&=&2N2)H/02-2(1,P1&2_(2D/)3’14,P_(+,-2H’%>&:;:?)&9:-(;2<%">#$%B$

!">>"%BL!(BA"F

#"@$K)H%=F%)(<:FZ)0’E&)&K2+,-G,H’1’,(,P_(2D/)3’14N2)H/02H)(<)%,-G)0)1’‘2:()34H’H’%

>?$)()&2<>&:;:?)&3%">!#%?!"(#"%#B(L!F

#"A$K)11%IF%)(<NFO)‘)33’,(%&I0,c1&)(<O2<’H10’9/1’,(%,-G,(2(1H,P%&)(;2H’(Z,‘2014-2)HC

/02H):K2+,-G,H’1’,(c’1&:GG3’+)1’,(1,b0)R’3)(<_(<’)’(1&2">!$H’%9:-(;2<:=T*A*<:$?*;7

>&:;:?)&3%">>#%B!!#"%#?@(#>@F

#"?$K2)1,(%:F%HI* ";2<%3)3:= 5:-3*I:<C D-(A*%3Fb)31’-,02)],&(H X,GE’(H M(’‘20H’14

Z02HH%">>?F

#"!$K’7)0<,%]F%7F̂ ,01’(%)(<=Fd2-’/\%&d)9,/0N)0E21_(H1’1/1’,(H)(<1&2K’H10’9/1’,(,Pa)C

;2H%">?B(">>#):Q2-’CG)0)-210’+:GG0,)+&’%>&:;:?*7()&2%">>A%AL!@"%"$$"("$LLF

#">$*9201%MF%&N2)H/02-2(1,P_(2D/)3’14):(:112-G1)1M(’P’+)1’,()(<I2(20)3’R)1’,(’%D:&)2<

SI:)&*2;CO*<=2(*%">!!%@!#(B"%"L?("A>F

##$$ 2̂’%]F%IFO)(’H%)(<QFJ/,%&I0,c1&)(<1&2 )̂-’34K’H10’9/1’,(,P_(+,-294 )̂+1,0%,-G,C

(2(1H’%\-2(7*(<%9:-(;2<:=>&:;:?)&3%">?!%>#!""%"?(@BF

##"$ ’̂23<H%IF%)(<IFe,,%&̂)33’(;d)9,/0_(+,-2_(2D/)3’14’(J,02)?H*+,(,-’+I0,c1&)Z)1120(H

)(<M(<2034’(;%)/H2H’%’*A)*B:=U;&:?*2;CO*2<7I%#$$$%LA!#"%"B>("@>F

###$ ’̂H&9/0(%ZF%T*&)3):;2;CZ2<-*HI*:(%F72ce,0E)a’324%">ALF

##B$ ,̂H120%]F%)(<:FQ&(2420,‘%&Z)1&_(<2G2(<2(1_(2D/)3’14N2)H/02H’%9:-(;2<:=>&:;:?)&

HI*:(%%#$$$%>"!#"%">>(###F

##L$I’90)1%OF%E*3U;*+2<)7*3>&:;:?)V-*3FZ)0’H)Q’024%">B"F

##@$I’(’%%F%&_3<’‘20H,)++02H+’-2(1,<2332+3)HH’H,+’)3’23)+,(+2(10)R’,(2<233)0’++&2RR)’%Q):(;2<*

C*+<)>&:;:?)37%">$>%#$%#?(!BF

##A$I’(’F%F%&_(<’+’<’+,(+2(10)R’,(22<’<’G2(<2(R)’%"77)C*<<2UUU()-;):;*C*<<2D:&)*72U72<)2;2

$*()<!(:=(*33:C*<<*D&)*;G*%">"$%L@B(LA>F

##?$I’(’%%F%&Q/33)-’H/0)<233)+,(+2(10)R’,(22<233)‘)0’)9’3’1)<2’+)0)1120’’%"77)C*<’1U;37)7-7:

Z*;*7:C)DD1EE1""1%">"L%?B%"#$B("#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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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Q’-G3’P4’(;1&2%&,’+2H921c22(M(+201)’(Z0,HG2+1Ha&202Z02P202(+2’H7,(3’(C

2)0&$N2;2+*?*;7D&)*;&*3$">?L$#$’?($"$L?)"$?#F

"#>#]2(E’(H$QF$%:++,/(1’(;P,0_(2D/)3’14=02(<H!K2+,-G,H’1’,(:()34H2HP,01&2MJ$">?")!A&$

>&:;:?)&2$">>@$A#’#L@($#>)ABF

"B$#]/&($%F$JFN/0G&4$)(<bFZ’20+2$%a);2_(2D/)3’14)(<1&2O’H2’(O21/0(H1,QE’33&$9:-(;2<

:=!:<)7)&2<>&:;:?%$">>B$"$"’B($L"$)L#F

"B"#J)Ec)(’$7F$%:GG3’+)1’,(H,Pd,02(R%/0‘2H’(*+,(,-’+:()34H’H&$>&:;:?*7()&2$">??$L@

’B($?">)#?F

"B##J)3<,0$7F">@A$%:3120()1’‘2=&2,0’2H,PK’H10’9/1’,(&$’*A)*B:=>&:;:?)&D7-C)*3$#B’#($

!B)"$$F

"BB#J,3-$QF$%M(2D/)3_(2D/)3’1’2H$_&$9:-(;2<:=>&:;:?)&HI*:(%$">?A)$"#’B($L"A)LL#F

"BL#J,3-$QF$%M(2D/)3_(2D/)3’1’2H$__&$9:-(;2<:=>&:;:?)&HI*:(%$">?A9$"B’"($!#)"""F

"B@#d)-9201$ZF$)(<]F:0,(H,($%_(2D/)3’14K2+,-G,H’1’,(:()34H’H)(<1&2I’(’%,2PP’+’2(1O2‘’H’C

12<&$>&:;:?)&9:-(;2<$">>B$"$B’L#$($"##")"##?

"BA#d20-)($OF$)(<QFe’1R)E’$%_(+,-2_(2D/)3’14*PP2+1H94_(+,-2Q,/0+2!:72c:GG0,)+&)(<

:GG3’+)1’,(1,1&2M(’12<Q1)12H&$’*A)*B:=>&:;:?)&32;CD727)37)&3$">!@$A?’"($"@")"@AF

"B?#d’$XF$)(<eFj&/$%_(+,-2$_(+,-2_(2D/)3’14$)(<X2)31&!*‘’<2(+2P0,-%&’()&$9:-(;2<:=

S:?$2(27)A*>&:;:?)&3$#$$A$BL’L($AA!)A>BF

"B!#d,02(R$NF$%N21&,<H,PN2)H/0’(;%,(+2(10)1’,(,Pa2)31&&$9:-(;2<:=7I*"?*()&2;D727)37)@

&2<"33:&)27):;$">$@$>$#$>)#">F

"B>#N)(;)&)H$NF$%_(+,-2_(2D/)3’14’(1&2Z&’3’GG’(2H!)K2+,-G,H’1’,(:()34H’H&$a,03<*-G3,4C

-2(1Z0,;0)--2a,0E’(;Z)G207,F"#$I2(2‘)$_d8$">?@F

"L$#N)0+&$dF%./23D/2H2\2-G32H<2<’H10’9/1’,(H<2H)3)0’2H&$9:-(;2<C*<2D:&)*7*D727)37)V-*C*

!2()3$"!>!$">B)#$A$#L")#L!F

"L"#N2&0)($̂ F$%K2+,-G,H’1’,(,P1&2I’(’_(<2\$:Q1)1’H1’+)3:()34H’H,P_(+,-2_(2D/)3’14&$_(C

+,-2K’H10’9/1’,()(<*-G3,4-2(1Z0,;0)-a,0E’(;Z)G20$I2(2‘)$_d8$">?LF

"L##N,0</+&$]F$)(<=FQ’+/3)0$%O21&’(E’(;_(2D/)3’14K2+,-G,H’1’,($c’1&*‘’<2(+2P0,-O/0)3

%&’()&$>&:;:?)&9:-(;2<$#$$#$""#’L?A($>B)"$AF

"LB#8)\)+)$OF$%N)32Ĉ2-)32a);2<’PP202(+2H’(M09)(d)9,/0N)0E21H&$U;7*(;27):;2<>&:;:?)&

’*A)*B$">?B$"L’B($A>B)?$>F

"LL#Z)021,$5F%d)32;;2<233)<,-)(<)&$Q):(;2<*C*+<)>&:;:?)37$"!>@$"#$@>)A!F

"L@#Z)021,$5F$%*+0’1HH/03)+,/092<23)02G)01’1’,(<23)0’+&2HH2&$F*-A(*S:?$<*7*3C*Z)<=(*C:

!2(*7:$!-W<)**33:-3<2T)(*&7):;C*Q):A2;;)#-3);:FI2(2‘2!d’90)’0’2K0,R$"!>AF

"LA#Z)021,$5FS:-(3C?*&:;:?)*!:<)7)V-*FI2(2‘2!d’90)’0’2K0,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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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4)11%IF%&8(1&2_(120G021)1’,()(<K’H);;02;)1’,(,PI’(’%,2PP’+’2(1H’%>&:;:?)&9:-(;2<%

">?A%!A!BL#"%#LB(#@@F

#L!$./’0E%]F%)(<OFQ)G,H(’E%&:<-’HH’9’3’14)(<N2)H/0)932M1’3’14 /̂(+1’,(H’%’*A)*B:=>&:@

;:?)&D7-C)*3%">A#%#>!#"%"L$("LAF

#L>$O’+)0<,%KF!"!"?"%F;7I*!();&)$<*3:=!:<)7)&2<>&:;:?%2;CH2L27):;%B0<*<’1’,(F72c

e,0E)aFaF7,01,(%">#"F

#@$$Q)32-%:F%)(<=FN,/(1%&:%,(‘2(’2(1K2H+0’G1’‘2N,<23,P_(+,-2K’H10’9/1’,()1&2I)--)

K2(H’14’%>&:;:?*7()&2%">?L%L#!A"%"""@(""#?F

#@"$Q+&/-G2120%]F%5)37:(%:=>&:;:?)&";2<%3)3F8\P,0<)8\P,0<M(’‘20H’14Z02HH%">@LF

#@#$Q)H104%KF%)(<MFJ23E)0%&7,12,(1&2K2+,-G,H’1’,(,PI’(’_(2D/)3’14’%’*A)*B:=>&:;:?)&3

2;CD727)37)&3%">>L%?A!B"%@!L(@!AF

#@B$Q&,00,+EH%:F%&=&2%3)HH,P:<<’1’‘234K2+,-G,H)932_(2D/)3’14 N2)H/02H’%>&:;:?*7()&2%

">!$%L!!B"%A"B(A#@F

#@L$Q&,00,+EH%:F%&_(2D/)3’14K2+,-G,H’1’,(94 )̂+1,0%,-G,(2(1H’%>&:;:?*7()&2%">!#%@$!""%

">B(#""F

#@@$Q&,00,+EH%:F%&_(2D/)3’14K2+,-G,H’1’,(94Z,G/3)1’,(Q/9;0,/GH’%>&:;:?*7()&2%">!L%@#

!A"%"BA>("B!@F

#@A$Q&,00,+EH%:F%&:;;02;)1’,(_HH/2H’(_(2D/)3’14N2)H/02-2(1’%’(*’+&&,0(%aF!2<F"%N*23@

-(*?*;7);>&:;:?)&3F72ce,0E)Z&4H’+)C5203);%">!!%L#>(L@"F

#@?$Q&,00,+EH%:F%)(<KFQ3,11f2%&:GG0,\’-)1’(;M()(’-’1480<20’(;H):(:GG3’+)1’,(1,d,02(R

K,-’()(+2’%9:-(;2<:=>&:;:?)&3%#$$#%Q/GG32-2(1>%>"(""!F

#@!$Q&,00,+EH%:F%)(<IFa)(%&QG)1’)3K2+,-G,H’1’,(,P_(2D/)3’14’%9:-(;2<:=>&:;:?)&Q*:+@

(2$I%%#$$@%@!""%@>(!#F

#@>$Q&,00,+EH%:F%)(<IFa)(%&M(;0,/G’(;_(+,-2K’H10’9/1’,(H)Q4(1&2H’H’(;Q)-G32HP,0_(2C

D/)3’14)(<Z,‘2014:()34H’H’%’(b)H/%JF%)(<JFO)‘’!2<HF"%O*<=2(*%T*A*<:$?*;7%!I)<:3@

:$I%2;CD:&)2<D&)*;&*3)>332%3=:("?2(7%2D*;?3f‘7I#)(7IC2%F8\P,0<)8\P,0<M(’‘20H’14

Z02HH%#$$!F

#A$$Q’3920%]F%&̂)+1,0%,-G,(2(1H%Z,G/3)1’,(Q/9;0,/GH)(<1&2%,-G/1)1’,(,P1&2I’(’_(<2\,P

_(2D/)3’14’%’*A)*B:=>&:;:?)&32;CD727)37)&3%">!>%?"!""%"$?(""@

#A"$Q’(;&%QF%)(<IFN)<<)3)%&: /̂(+1’,(P,01&2Q’R2K’H10’9/1’,(,P_(+,-2H’%>&:;:?*7()&2%

">?A%LL%>AB(>?$F

#A#$Q,31,c%dF%&=&2K’H10’9/1’,(,P_(+,-2O23)12<1,%&)(;2H’(1&2K’H10’9/1’,(H,P*</+)1’,(%

:;2)(<8++/G)1’,(’%’*A)*B:=>&:;:?)&32;CD727)37)&3%">A$%L#!L"%L@$(L@BF



第"期 万广华!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 BA?!!

"AB#=&2’3$ XF$>&:;:?)&32;C U;=:(?27):; HI*:(%F :-H120<)-! 7,01&CX,33)(< Z/93’H&’(;

%,F$">A?F

"AL#=&2’3$ XF$ D727)37)&2< T*&:?$:3)7):; ";2<%3)3F :-H120<)-! 7,01&CX,33)(< Z/93’H&’(;

%,F$">?#F

"A@#=&/0,c$dF$%:()34R’(;1&2:-20’+)(_(+,-2K’H10’9/1’,(&$"?*()&2;>&:;:?)&’*A)*B$">?$$

L!’#($#A")#A>F

"AA#e’1R&)E’$QF$)(<OFd20-)($%_(+,-2Q10)1’P’+)1’,()(<_(+,-2_(2D/)3’14&$’*A)*B:=U;&:?*

2;CO*2<7I$">>"$B?’B($B"B)B#>F

"A?#e’1R&)E’$QF$%*+,(,-’+K’H1)(+2)(<8‘203)GG’(;,PK’H10’9/1’,(H&$9:-(;2<:=>&:;:?*7()&3$

">>L$A"’"($"L?)"@>F

"A!#万广华$%中国农村区 域 间 居 民 收 入 差 异 及 其 变 化 的 实 证 分 析&$*经 济 研 究+$">>!年 第@期$第

B?)L#页,

"A>#a)($IF$%O2;02HH’,(C9)H2<_(2D/)3’14K2+,-G,H’1’,(!Z’1P)33H)(<:Q,3/1’,(Z0,+2</02&$a_KC

*OK’H+/HH’,(Z)G20$#$$#F

"?$#万广华$%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 归 方 程 的 分 解 方 法&$*经 济 研 究+$#$$L

年第!期$第""?)"#@页,

"?"#a)($IF$%:++,/(1’(;P,0_(+,-2_(2D/)3’14’(O/0)3%&’()&$9:-(;2<:=S:?$2(27)A*>&:;:?@

)&3$#$$L$B#’#($BL!)BABF

"?##万广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A年,

"?B#a)($IF$%M(<20H1)(<’(;O2;’,()3Z,‘2014)(<_(2D/)3’14=02(<H’(%&’()!N21&,<,3,;’+)3)(<

*-G’0’+)3_HH/2H&$’*A)*B:=U;&:?*2;CO*2<7I$#$$?$@B’"($#!)BLF

"?L#万广华$%中 国 的 反 贫 困!仅 有 高 经 济 增 长 够 吗？&联 合 国 发 展 经 济 学 研 究 院 政 策 简 报$#$$!年 第

L期,

"?@#a)($IF$U;*V-2<)7%2;CQ(:B7I);N:C*(;SI);2F8\P,0<!8\P,0<M(’‘20H’14Z02HH$#$$!)F

"?A#a)($IF$J;C*(372;C);+U;*V-2<)7%2;C!:A*(7%);SI);2!N*7I:C32;C"$$<)&27):;3F72c

e,0E!Z)3;0)‘2N)+N’33)($#$$!9F

"??#a)($IF$NFd/$)(<jF%&2($%=&2_(2D/)3’14CI0,c1&72\/H’(1&2Q&,01O/()(<d,(;O/(!

*-G’0’+)3*‘’<2(+2P0,-%&’()&$9:-(;2<:=S:?$2(27)A*>&:;:?)&3$#$$A$BL’L($A@L)AA?F

"?!#a)($IF$NFd/$)(<jF%&2($%I3,9)3’R)1’,()(<O2;’,()3_(2D/)3’14’(%&’()&$’*A)*B:=U;@

&:?*2;CO*2<7I$#$$?$@B’"($B@)@>F

"?>#万广华-张藕香-伏润民$%">!@)#$$#年 中 国 农 村 的 地 区 收 入 不 平 等!趋 势-起 因 和 政 策 含 义&$

*中国农村经济+$#$$!年第B期$第L)"@页,

"!$#a)($IF$)(<jFj&,/$%_(+,-2_(2D/)3’14’(O/0)3%&’()!O2;02HH’,(C9)H2<K2+,-G,H’1’,(MC

H’(;X,/H2&,3<K)1)&$’*A)*B:=T*A*<:$?*;7>&:;:?)&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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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02%IF%&=&’0<C<2;022H1,+&)H1’+<,-’()(+2’%"?*()&2;>&:;:?)&’*A)*B%">?$%A$!B"%

L@?(L@>F

#!#$j&)(;%eF%)(<IFa)(%&=&2_-G)+1,PI0,c1&)(<_(2D/)3’14,(O/0)3Z,‘2014’%9:-(;2<:=

S:?$2(27)A*>&:;:?)&3%#$$A%BL!L"%A>L(?"#F

5/*[2"+.-#;*"721*H*/-"/4)*3$H!$7.-.$/!
<0216*#

IM:7IXM: a:7
!X-;;2;J;)A*(3)7%:=M);2;&*2;C>&:;:?)&3"

<=7-1"3-!=&’HH/0‘24G)G2002‘’2cH1&2,0’2H)(<-21&,<,3,;’+)3’HH/2H02;)0<’(;’(+,-2

<’H10’9/1’,(F_(G)01’+/3)0%’1<’H+/HH2H2\’H1’(;)(<(2c34<2‘23,G2<P0)-2c,0EHP,0’(2D/)3’C

14-2)H/02-2(1)(<’(2D/)3’14<2+,-G,H’1’,(F

>?@:+"77.%.3"-.$/!%$#%KB"%K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