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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购买力平价测算基尼系数的尝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摘!要!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思想#探讨编制地区间价格指数的方法#
进行我国内部地区间的价格水平 比 较#并 且 利 用 地 区 间 价 格 指 数 将 名 义 收 入 转

换为实际收入#重新测算基 尼 系 数%地 区 间 价 格 指 数 显 示#我 国 的 地 区 间 价 格

水平差异大#可贸易商品地区 间 价 格 差 异 相 对 较 小#不 可 贸 易 商 品 地 区 间 价 格

差异相对较大’各地价格水 平 与 居 民 名 义 收 入 水 平 呈 正 相 关 关 系#因 此#各 地

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以居民实际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较小%

" 执笔人&易纲#张燕姣#北京大学中国 经 济 研 究 中 心%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张 燕 姣#北 京 大 学 中 国 经 济 研

究中心#$M室#"$$DB"’电话&!$"$"C"DA"C$!’*@-)’3&1200’?&)(>!>-)’36+,-%

!!关键词!基尼系数#购买力平价#地区价格差异

基尼系数是一个以基尼 !̂’(’"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有关基尼系

数的研究从未停顿%国内学术界关于基尼系数的讨论通常集中在收入分配差距

的趋势(成因及评价这几个方面#较少涉及基尼系数的测算过程和方法%迄

今为止#我国的基尼系数的测算都是使用居民名义收入%但是与名义收入相

比#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更能代表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和真实贫富程度%为了

更为准确地衡量我国居民的真实贫富差距#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的思想#探

讨编制地区间价格指数的方法#进行我国内部地区间的价格水平比较#并且

利用地区间价格指数将名义收入转换为实际收入#重新测算基尼系数%

一!以居民实际收入测算基尼系数的合理性分析

!一"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成

为举世瞩目的事实#但是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基

尼系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呈现出扩大趋势##$$#年就已经

超过$NM这一国际警戒线 !周文兴##$$C"#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上升过程

中#基尼系数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于总体基尼系数#农村内部

基尼系数和城镇内部基尼系数较小%图"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基尼系

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二是相对全国基尼系数#地

区内基尼系数较小%从"AAB年(#$$#年两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基尼系数



A#!!!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有两大地域性特点&全国农村基尼系数高于各省农村基尼系数 !唯一的例外

是"AAB年云南农村的基尼系数"’全国范围内收入越低的省份#省内农村基

尼系数越高%

图"!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镇及农村基尼系数对比

!!数据来源&周文兴 !#$$C"%

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方式对全国范围的名义收入差距进行考察#可以证明&
城乡差距与地区间差距是造成基尼系数偏大的重要原因%

表"是"AAC年和#$$#年泰尔指数在城镇内部(农 村 内 部 和 城 乡 之 间 分

解所得 的 各 部 分 贡 献 率%城 乡 之 间 差 距 的 贡 献 率 有 所 增 加#由"AAC年 的

OCNAE上升到#$$#年的MOE#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比重%

表"!全国个人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的分解

城镇内部 农村内部 城乡之间

#$$#年贡献率!E" "D6C OD6C MO!
"AAC年贡献率!E" ""6M C#6B OC6A

图#!地带之间和地带内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 !"ABD+#$$""
!!资料来源&鲁凤(徐建华 !#$$M"%

!!数据来源&李实(岳希明!#$$M"%

图#是对泰尔系数做地带间分解得到的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对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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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对比图%地带间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年已

经接近C$E#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计算反映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的转轨 过 程 中#不 同 地

区市场化进程也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造成了我国显著的地域间差异%我国的

地域性差异不 仅 表 现 为 城 乡 间(地 带 间 的 名 义 收 入 差 距#也 表 现 为 城 乡 间(
地带间价格水平的差异%我国居民名义收入与物价水平的双重地域性差异决

定了居民的名义收入无法真实反映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都是运用名义收入测算#若想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

贫富差距#测算一个能够真实反映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异的基尼系数是非常

有意义的%

!三"影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因素

决定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首要因素是居民的实际收入#而这一指标由居

民的名义收入与当地的价格水平共同决定%江小涓(李辉 !#$$C"对我国O!
个大中城市的价格水平进行初步考察#得到一个方向性结论&我国地区之间

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
城乡公共产品是除居民实际收入外影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另一

种因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不均衡#城

市公共产品的供给与质量远胜于农村地区%但是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为居

民的生活质量 带 来 了 很 多 不 可 忽 视 的 负 面 影 响#例 如 空 气 污 染(交 通 堵 塞(
生活节奏紧张(犯罪率增加(人口密度高(居住拥挤#都使居民的实 际 生 活

水平与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综合来看#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究竟对城乡居民实

际生活水平差距造成怎样的影响#无法简单得出结论%因此#本文暂不考虑

公共产品供给所带来的影响#仅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来衡量居民实际生活水

平差距%
此外#商品的品质与质量也是影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重要因 素%同 种

商品的品质与质量在各地间可能有所差异#这种情况在不可贸易商品中较为

常见%例如#不同地 区 理 发 店 制 作 相 同 发 型 的 价 格 不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着 差 异#
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地区理发店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可能也是存在着差异的#
只能够通过抽样过程中的细致工作尽量减少这种差异#例如在各地选取相同

品牌(同等规格(质量的可贸易品#以及水平相近的不可贸易品作为价格监

测的规格商品%由于人力物力的原因#我们不能亲自进行价格采样#所能做

的非常有限#只 能 谨 慎 处 理 和 选 择 现 有 数 据#以 降 低 商 品 质 量 差 异 带 来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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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居民的实际收入计算基尼系数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又具有特殊的户籍制度#中国劳动力在地区 间 及 城

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我国内部地区间的比较与国际比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利用购买力平价思想计算反映地区间价格差异的横截面价格指数是可

行的%用所得的横截面价格指数对居民名义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居民实

际收入数据#进而测算基尼系数衡量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编制地区间价格指数

编制反映地区间价格差异的横截面指数%Q‘!%0,RR@Q2+1’,(‘(<2_"的基

本思路是&选择满足一致性(可比性(代表性(相同代表性原则的商 品 和 服

务作为规格品#根据其价格编制综合指数%编制横截面价格指数#需要两方

面的数据&一是居民支出基本分类的数据#作为计算横截面价格指数的权数’
二是所选取的规格品的价格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将全国 !或者所考察的区域"划分为/个地区编制指数#
对第3!3Z"#8#/"个地区#用对应的横截面价格指数 %Q‘3去处理该地区的名

义收入数据#从而剔除地区间(城乡间的人民币购买力失衡带来的基尼系数

测算偏差%将规格品分为$ 个基本分类#先计算每个基本分类下的价格指数#
再汇总为综合指数%

" 最小间隔树法是澳大利亚学者=,9201I6Y’33在"AAO年亚太地区国际比较项目数据处理时#提出的一

种新的购买力平价汇总方法#参见 Y’33!"AAA"%余芳东!#$$C"对包括最小间隔树法在内的购买力平价多

边比较方法作了详实的整理和汇总%本文选用最小间隔树法这一多边比较方法进行价格比较的汇总#是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都有所不同#运用这一方法可以保证双边比较 的

地区之间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从而选取误差最小的双边比较组合%

!一"居民基本分类一级

采用最 小 间 隔 树 法" !]’(’-/-@QX)((’(>U022]21&,<#简 称 ]QU"计

算不同地区间各个基本分类一级的横截面价格指数%共设$ 个基本分类#每

个基本 分 类 下 选 取 8, 种 规 格 品#,Z"#8#$#则 规 格 品 总 数 为 8 #

-
$

,#"
8, %由于地域上的差别#各个 地 区 间 的 代 表 性 商 品 不 尽 相 同#将 所 有 在

当地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以 ,"-标记%任意选取两地区3#W3/"#/0进行

比较#计算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计算拉氏价格比率#即各个基本分类下对基准地区有代 表 性 的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比率%

&31W # /!V3"1V
"
W""!V3#1V

"
W#"8!V3:1V

"
W:"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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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基准地区W的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的数目#:$8,%
第二步#计算帕氏价格比率#即计算各个基本分类下对伙伴地区 有 代 表

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比率%

V31W # /!V
"
3"1VW""!V

"
3#1VW#"8!V

"
3"1VW""0

"
"# !#"

其中"为伙伴地区3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的数目#"$8,%
第三步#利用最小间隔树方法#寻找基本分类水平上的多边比较 的 最 佳

组合方式%

# 一般认为#当价格与数量权数变动成正比例时#帕 氏 公 式 计 算 结 果 上 偏#拉 氏 公 式 下 偏’当 价 格 与 数 量

权数变动成反比例时#拉氏公式计算结果上偏#帕氏公式下偏%

最小间隔树法利用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的特殊性质#利用双边比较的结

果选择最佳组合方式%由于帕氏指数与拉氏指数构成实际值的边界##两个对

比地区的帕氏和拉氏指数值之差 !W))R+&2@T)RX2402RQX02)<#即WTQ"越小#
其比较结果越准确%在/个地区间进行两两双边比较#得到如下矩阵

WTQ"" WTQ"#8 WTQ"/
WTQ#" 6 9

9

WTQ/" 8 WTQ

’

(

7

8//

(

!!任意两个地区之间的WTQ值为&

WTQ3W #3,>/-)_!V3W#&3W"1-’(!V3W#&3W"0# !O"

WTQW3#3,>/-)_!VW3#&W3"1-’(!VW3#&W3"0

#3, !> #-)_ "
&3W
#"
V3 $W

#-’( "
&3W
#"
V3 $"W

( !M"

!!若V3W *&3W #则有

WTQ3W #3,>V3W’3,>&3W# !C"

WTQW3 #3,>
"
&3W
’3,> "V3W

#3,>V3W’3,>&3W #WTQ3W( !!"

!!当3#W时#

WTQ33 #3,>/-)_!V33#&33"1-’(!V33#&33"0#3,>"#$( !B"

!!因此/个地区两两比较所得的WTQ矩阵是一个对角线为$的/_/矩阵%
当/个地区进行比较时#会产生//’# 个间隔树#即//’# 种不同的组合方

式#每个间隔树中有/["个双边比较#依次将它们连成多边比较%每一个间

隔树中的/["个WTQ都从WTQ矩阵中得来%设N#//’# #第N个间隔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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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Q值为

WTQN #-
/’"

3#"
WTQ3-#!-3 /"#N0( !D"

!!在N个间隔树中进行比较#取最小间隔分布组合

#-’( -
/’"

3#"
WTQ3"#-

/’"

3#"
WTQ3##8#-

/’"

3#"
WTQ $3N ( !A"

!!根据这个最小间隔树分布#进行各个地区之间的双边比较#并依次连接

成为多边比较%
第四步#根据所选定的最佳组合计算每一基本分类下各地区间多边比较

所得的购买力指数%以选定的最佳组合方式为参加比较的各个地区排序#并

计算3#W两地区间的V’R&20价格比率

S3W # /&31W9V31W0
"
##!W#3+"# !"$"

得到$ 个基本分类下各地区的横截面价格指数

S""# S"#O8 S"!/’""/
S#"# 6 S#!/’""/
9

S$"# S$#O S$!/’""

’

(

7

8/

(

S,3!3\""下标的两个数字#前者表示的是所考察地区的编号#后者表示基准地区

的编号’上标,表示规格商品基本分类的编号%如S""#表示以第二个地区为基

准#在第一个基本分类下的第一个地区的相对横截面价格指数%在上述矩阵

中

S,3W #
"
S,W3
# !"""

S,3W #S
,
3!3+""8S

,
!W’""W#!W*3( !"#"

!!因此#将所得的双边比较矩阵转化为多边比较#只需以某地区的横截面

价格指数为"#对双 边 比 较 矩 阵 作 标 准 化%例 如#以 第/个 地 区 的 价 格 为 基

准#将其价格指数标准化为"#可以得出各个基本分类下#第3个地区的横截

面价格指数#3Z"#8#/["

%Q‘"" %Q‘"#8 %Q‘"/["

%Q‘#" 6 %Q‘#/["
9

%Q‘$" %Q‘$# %Q‘$

’

(

7

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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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3#3Z"8/#,Z"8$ 表示第3个地区在第,个基本分类下的价格指

数%
若第3个地区#基本分类,下某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则利用横截面价

格指数对其处理#所得的物品量意义上的实际收入为 ),3
%Q‘,3

%

!二"基本分类以上一级

在基本分类以上#以各地区基本分类的平均支出比重为权重汇总价格指

数

%Q‘3 #
"

-
$

,# !"

U "
,

%Q‘, "3

#!3#"8/# !"M"

其中

U "
, #

"
/-

/

3#

’

(
"

93,

-
$

,#"
9

7

8
3,
( !"C"

!!若第3个地区#某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则利用横截面价格指数对其处

理#所得的物量意义上的实际收入为 )3
%Q‘3

%

三!实 证 部 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 )中 国 物 价 年 鉴 !#$$M"*及 历 年 )中 国 统 计 年

鉴*%由于我国目前 对 外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有 限#本 文 分 别 考 察O!个 大 中 城

市的价格差异##C个 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农 村 地 区 的 价 格 差 异 及 其 对 基 尼

系数的影响%

!一"考察O!个大中城市之间的价格差异和收入差距

由于数据样本有限#选取B!种规格商品#共分为四大类&食品(衣着及

日常用品(居住 !包括住房(水电气"(服务及其他 !包括教育(医疗(交通

及通信"%表#为O!个大中城市价格比较的规格商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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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O!个大中城市价格比较规格商品目录

基本分类 规格商品

食品 绿豆!一级"(粳米标一(面 粉 特 一 粉(面 粉 标 准 粉(玉 米 粉 精 制(花 生 油 一 级 桶 装!C
升"(色拉油一级桶装!C升"(鲜猪肉去骨 后 腿 肉(鲜 牛 肉 去 骨 后 腿 肉(白 条 鸡 开 膛 上

等(草鱼!活#BC$克左右一条"(菠菜新鲜一级(芹菜新鲜一级(大白菜新鲜一级(油菜

新鲜一级(黄瓜新鲜一级(冬瓜新鲜一级(萝卜新鲜一级(茄子新鲜一级(西红柿新鲜

一级(土豆新鲜一级(尖椒 新 鲜 一 级(圆 白 菜 新 鲜 一 级(大 葱 新 鲜 一 级(韭 菜 新 鲜 一

级(芦柑一级(苹果红富士一级(鸭梨一级(香蕉国产一级(西瓜地产主销一级(豆腐(
白砂糖(鲜奶C$$-3(国产红塔山硬DM--盒(啤酒青岛OCC]T""度(葡萄酒长城干

红BC$]T""度

衣物

及日

用品

衣物 女式纯棉棉毛衫!宜而 爽 普 通 全 棉T号"1件(女 式 纯 棉 棉 毛 裤!宜 而 爽 普 通 全 棉T
号"1件(男式纯棉背心!宜而爽普通全棉T号"1件

日用品 香皂舒肤佳"#C^(洗衣粉白猫超浓缩M$$^(洗 发 液 飘 柔 二 合 一#$$]T(黄 金 饰 品

纯金#M:1克

居住

住房 住房综合租金(普通物业管理费 元1月平方米(大学生公寓住宿费四人间 元1年

水电气 居民生活用水不含污水处理费 元1吨(污水处理费 元1吨(居民用电##$5 元1百 千

瓦时(液化石油气民用议价 元1罐

服务

交通及通信 公共汽车普通一票制(出租汽 车 租 价 普 通 桑 塔 纳 基 价(移 动 电 话 资 费 中 国 移 动 本 地

通话费 元1次分钟(移动电话资费中国联通本地通话费 元1次分钟

娱乐 有线电视收费1年

医疗 挂号费普通门诊复诊(注射费肌肉注射 元1次(手术费阑尾 元1例(住院费 普通 病 房

!四人间"元1床日(检查费%U头颅 元1次

教育 大学学费普通综合性院校 元1学年(大学学费艺术性院校 元1学年(大学学费师范院

校 元1学年(高中学费市重点学校 元1学年(高中学费普通学校 元1学年(普通职业高

中学费 元1学年(普通初级中学学费 元1学年(普通小学学费 元1学年

经调整后的指数以北京为基准%表O所显示的是按综合指数由高到低排

序的O!个大中城市的各项分类指数%用某城市的名义收入除以该城市的综合

价格指数#便得到该地的相对实际收入 !以北京为基准"%

O!个大中城市的横截面价格指数可以验证关于地区价格差异的两个结论&
第一#住房和服务是典型的非贸易商品#因此价格的地域间差异 大 于 食

品(衣着及日用品类的可贸易商品%从四类商品的价格指数来看#住宅和服

务的地区差距比较大#住房价格 最 高 的 城 市 是 广 州 市#最 低 是 兰 州 市 !不 考

虑拉萨#由于数据原因#在住房这一基本分类中#拉萨不参与比较"#两者横

截面指数之比是#NMD%同时#服务类商品这一基本分类下#深圳的指数最高#
为"NB#$D#最低 的 是 兰 州#为$NCDD$#前 者 是 后 者 的#NAO倍%相 比 之 下#
食品(衣着及日用品这两类商品在各大城市间价格差异相对比较小#最高与

最低价格指数之比分别为"N!B和"NMC%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这一基本分类下所选取的规格商品不是房 价#而 是

各种租金#若取 房 价 数 据 进 行 比 较#价 格 差 异 将 比 租 金 的 地 区 间 差 异 更 大%
房租与房地产价格之间是成正相关关系的#两者的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房

租与房价相比相 对 稳 定#当 市 场 供 求 矛 盾 超 出 一 定 范 围 或 出 现 投 机 现 象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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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房价 上 升 速 度 快 于 房 租 上 升 速 度 的 情 况 !谢 经 荣(吕 萍(乔 志 敏#

#$$#"%
第二#总体来看#东部地区价格水平高#中西部 地 区 价 格 水 平 低#价 格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价格水平前十位的城市中有A$E是东部

城市#而价格水平最低的十个城市D$E是中西部城市%

表O!#$$O年O!个大中城市横截面分类价格指数

城市 综合 服务 食品 居住 衣物及

日用品

城市 综合 服务 食品 居住 衣物及

日用品

深圳 "6ODB "6B#" "6ODAC "6"CA $6AAD 贵阳 $6AM!$6BMM! "6"MM $6DAB "6$#A
广州 "6#!" "6OMO "6#A"!"6#O" "6"AD 重庆 $6AOA $6BD#D "6""A $6A"# $6ADA
上海 "6#$B "6O"A "6#C#D "6"AC "6$#! 太原 $6A#D $6DMBM "6$#A $6BB! "6$D"
拉萨 "6"!C "6$$O "6MCA! "6OCC 呼和浩特 $6A#D $6DC!! "6$BM $6CAO "6$D!
厦门 "6"C" "6O! "6#""B $6DDB "6$"B 南昌 $6A! $6BAM# "6$OB $6BM# "6$#!
海口 "6"OB "6#O# "6"CMA $6AD# "6"M! 武汉 $6DAD $6DOOM "6$M# $6B"B $6AO!
福州 "6$DA "6"B!"6$D$M $6A$" "6"AB 沈阳 $6DA" $6D$MD "6$"! $6C!A "6"#B
南京 "6$C" "6$A!"6$!!# $6AD! "6"$! 南宁 $6DDC $6D!CD $6A$B $6D#O "6$#C
杭州 "6$#! $6ADC "6"DMC $6D"C $6ABD 大连 $6DD# $6DB"" $6A"! $6B#D "6$OB
宁波 "6$$D "6$!! "6"OD# $6CDD $6ADA 石家庄 $6DBD $6DMBA $6AOC $6BA# $6ABD
北京 "!! "!! " !! "!! "!! 成都 $6D!B $6BD#B $6ABO $6B"" "6$"#
长春 $6ABB $6DA!"6"CD" $6D! $6AD! 西宁 $6DCC $6!O#! "6$AA $6C#" "6$$B
济南 $6ABO "6$MB "6$"!C $6!AM "6$#O 西安 $6DOM $6!BAM "6$"D $6CAM "6$!M
长沙 $6AB# "6"!A $6DB"M $6D$M "6$"B 郑州 $6DO!$6BOBO $6AOD $6B$! $6A!O

哈尔滨 $6A!" $6DC! "6"#B! $6!AC "6$AA 银川 $6D$B $6CA#O "6$#! $6!M! $6AAB
青岛 $6ACA $6AD" "6$CB! $6BO# $6ACM 兰州 $6D$" $6CDD!"6$## $6MAB "6$#A
合肥 $6AC! $6A$A "6$OD# $6D#D "6$#A 乌鲁木齐 $6BAD $6!CAO "6$D! $6!"A "6$B"
天津 $6AM! $6ABO $6AD"B $6BCD "6$C# 昆明 $6BAO $6B$BB $6DDC $6CAD $6ADB

表M!各基本分类下商品价格差异比较

综合指数 衣着及日用品 食品 居住 服务及其他

城市 指数值 城市 指数值 城市 指数值 城市 指数值 城市 指数值

最高价

格指数

深圳 "6OD!D 拉萨 "6OCM! 拉萨 "6MCA! 广州 "6#O"" 深圳 "6B#$D

最低价

格指数

昆明 $6BA#! 武汉 $6AO!! 长沙 $6DB"M 兰州 $6MA!C 兰州 $6CDD!

最高1最低 B6OP! B6EEO! B6QOE! C6ER! C6SCO!

为考察居民名义收入与当地价格水平的相关关系#以北京为基 准#求 出

各大中城市 的 相 对 名 义 收 入#例 如#北 京 居 民 的 人 均 名 义 收 入 为"#MCM元#
上海居民的人均名义收入为"O#C$元#则以北京为"$$#上海市居民的相对名

义收入为"$!NOA%图O是O!个大中城市的横截面价格指数与城市的人均名义

收入的对比图#居民名义收入指数以北京为"$$进行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

为$NBB#其变动趋势大体一致%名义收入与价格水平的高度相关性#说明各

大城市之间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低于各大城市间的名义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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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O!#$$O年O!个大中城市的价格水平与居民名义收入散点图

!二"考察#C个省(自治区的农村省间价格差异和收入差距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 文 考 察 除 北 京(上 海(天 津(重 庆(西 藏(青 海

之外的#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的价格差异和收入差距问题%选取#$种规

格商品#分为居住和服务 !包括交通与通信(医疗服务(教育与娱乐"两个

基本分类%表C为规格品目录%

表C!#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价格比较规格商品目录

基本分类 规格商品

居住

水电 农村居民用电完成农网改造到户价##$5(农村居民用电未完成农网改造 到 户 价##$5(
排灌用电(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农村灌溉用水

住房 宅基用地农业户口使用

服务

通信 农村电话通话费 本地网营业区内每次三分钟

医疗 挂号费乡镇医院普通门诊复诊(注射费!乡镇医院肌肉注射"(住院费普通病房!M人间"乡

镇医院(检验费尿常规C项指标!乡镇医院"
娱乐 农村有线电视收费

教育 农村小学学费(农村初中学费(农村高中学费

以河北为基准#记河北省农村的横截面价格指数为"#可 以 测 算 出#$$O
年各省农村地区之间居住(服务两个基本分类下的横截面价格指数%作为不

可贸易品的居住和服务类商品在各省农村间的价格差距比较明显#居住类价

格指数最高的 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农 村#为"N!MD$#最 低 的 是 黑 龙 江 省 农 村#
为$N!O###前者是后者的#N!倍%服务类价格指数最高与最低的分别是广东

省农村和甘肃省农村#两者的比值为ON!%
在计算综合横截面价格指数时#假设各地食品(衣着及日用品的 指 数 均

为"#即忽略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差异#可得到如表!所示的综合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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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O年#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横截面分类价格指数

地区 横截面

价格指数

居住 服务 地区 横截面

价格指数

居住 服务

广东 "6M$!O "6O##" #6#B"B 云南 "6$M## "6OOO! $6A$AB
湖南 "6#$$# "6MDAO "6"!#D 安徽 "6$OAC "6#DDD $6ACBC
吉林 "6"BCC "6M#B! "6OCD" 湖北 "6$##M $6A$DC "6"#O"
浙江 "6"O!A "6$O!M "6ODD# 河北 " " "
福建 "6"#O" "6"$BM "6O!#B 宁夏 $6AAMC "6$$O# $6AD$M
广西 "6"$OO "6!MD $6A#AO 新疆 $6AAOC "6"C"O $6D!CM
海南 "6$AAO "6!M"M "6"!#D 贵州 $6AA#D $6AC#A $6AAD#
辽宁 "6$A! $6DBOA "6ODC# 四川 $6ADMO $6BBC" "6$CM
陕西 "6$D"D "6"$BA "6"DD 山西 $6ADO" "6$"BO $6AODO
山东 "6$!A "6""!O "6"CAD 河南 $6ABBD "6#$!A $6BDMC
内蒙古 "6$!CC "6$OC" "6"BBM 黑龙江 $6A!OM $6!O## "6"$MO
江西 "6$!MM "6O$$# "6$DD# 甘肃 $6DDA! "6$MCC $6!#MC
江苏 "6$C"B $6!M$" "6OMCO

以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名义收入为基准#即以河北省农村居民名义收入

为"$$#将各省农村居民的人均名义收入换算成相对名义收入#同时#将各省

农村的横截面价格指数乘以"$$#以便于考察各地横截面价格指数与名义收入

变动趋势的相关性%图M即为两指标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个省(自治区

农村地区居民的名义收入与当地的物价水平也具有正相关性#地区间居民的

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

图M!#$$O年#C个省(自治区价格水平与居民名义收入散点图

!三"测算基尼系数#考察剔除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分别以居民名义收入数据与实际收入数据为基础#计算样本区域的基尼

系数%在计算O!个大中城市的基尼系数时#利用原始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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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式#结果分别为$N"!与$N""%请注意#这里计算的是O!个大中城市

之间的基尼系数#即用每个城市名义收入的平均值和实际收入的平均值计算

的基尼系数#而不是我们常用的一般意义的基尼系数%计算#C个省(自治区

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时#选择几何法传统公式

Z#"’-
/

3#"
63!#A3’@3"#!A3#-

3

3#"
@,# !"!"

其中#@3 为第3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A3为第3组收入累计百分比#63为第

3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各个省份收入数据与人口数据均取自历年 )中国统

计年鉴*%根据这一公式#先后采用人均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数据测算##C个

省(自治区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为$N"O与$N""%同样#本文所计算的是

#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采用的数据是每个省(自治区居

民收入的平均值#并没有包括各个省(自治区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
综合本文的实证研究#考虑地区间的价格差异#利用各地居民实 际 收 入

测算基尼系数#与利用名义收入测算所得基尼系数如表B所示%

表B!考虑地区间价格差异前后基尼系数比较

O!个大中城市 #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

基尼系数!名义收入" $6"! $6"O
基尼系数!实际收入" $6"" $6""

价格调整后变化率 TDBU TBPU

我国农村与城市局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剔除各地价格水平

因素#基尼系数的降低幅度分别为O"E与"CE%可以推断#全国范围的基尼

系数在剔除各地价格水平差异因素后#也会有所下降%首先#作为考查对象

的O!个大中城市分布于我国的各个省区#所考察的农村地区也包括除直辖市

与西藏之外的 全 部 省 区%样 本 区 域 覆 盖 范 围 广#对 全 国 区 域 都 具 有 代 表 性%
其次#从对O!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来看#我国城市中居民名义收入与价格

收入成正比#尤其是在住房和服务类商品上#物价水平与居民名义收入的正

相关性表现得非常显著%我国#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我

国农村地区价格水平与名义收入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全国范

围内的城市(农村都表现出价格水平和居民名义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

说剔除各地价格水平差异#各地实际收入差距应当小于名义收入差距%由基

尼系数的分解可知#只要城乡价格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显著的负相

关性#剔除价格差异因素#全国基尼系数的测算值会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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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结论及局限性

!一"基本结论

!!基尼系数是用于考察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在计算基尼系数时#采

取的数据不同#所得的基尼系数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以居民实际收入测算

的基尼系数反映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
利用价格指数剔除地区间价格差异的影响#所得居民的实际收入与名义

收入相比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分布不同#因此以

两者为基础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所不同%通过编制横截面价格指数#以

居民实际收入测算基尼系数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并且新的基尼系数能够更加

真实地反映各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本文探讨了编制横截面价格指数的方法#并在实证部分将这一思想实现#

分别计算了O!个大中城市以及#C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两组横截面价格指

数#得到各个地区居民的实际收入#并进一步用居民实际收入测算基尼系数%
实证部分所得结果显示#各地区居民名义收入与当地价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用实际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小于用名义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这一结果说明

我国城市内部及农村内部样本区域的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居民名义收入差

距%
以居民的实际收入作为衡量我国居民贫富水平的基础#以基尼系数为衡

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结果意味着#现有文献对我国居民的

贫富差距可能存在高估%

!二"局限性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价格数据有限#计算横截面价格指数时样本过 少#容 易 造 成 代

表性不足的问题#引起偏误%尤其是在测算#C个省(自治区农村横截面价格

指数时#食品(衣着与日用品方面的价格数据也缺乏#影响横截面价格指数

的测算%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样本中也存在着潜在问题&同种商品在各地取

样时很难保证同质性%虽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但是这一

问题关系到样本数据的准确性#也会影响到测算的结果%
鉴于目前统计数据所存在的问题#建议有关统计部门建立相应的统计制

度#加强常规性的价格统计调查(测算工作#以便取得更为全面(准 确 的 统

计数据#为研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打下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帮助

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为采取相应的对策做好准备#促进

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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