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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加剧了城市贫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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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考察了全球化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我们发现#
尽管平均收入的增 长 伴 随 着 收 入 分 配 的 恶 化#但 是 全 球 化#尤 其 是 贸 易 开 放#
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我 们 还 发 现 对 外 贸 易 和VL‘对 收 入 分 配

的影响不同%贸易对收入分配的有益效果并不局限于沿海省份%自"AA#年以来

这一有益效果减弱了%

" 张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L2X)01-2(1,G*+,(,-’+Q1/<’2R#c(’b20R’14,GL/(<22’万广

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万 广 华#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B"#"$$’电话&!$#A"DB$D"#$A’*@-)’3&>/)(>&/);)(!4)&,,6+,-%
" 区域贸易开放度的差别可见S2’)(<S/!#$$#"和S)(#T/)(<%&2(!#$$M"’区域贫困程度的差别可

见:&)(!"AAD"和 Y/RR)’(!#$$O"6

!!关键词!全球化#贫困#中国

一!引!!言

近期研 究 显 示##$世 纪D$年 代 后 期 以 来 我 国 城 市 贫 困 率 下 降 缓 慢

!=)b)33’,()(<%&2(##$$M"#甚至出现了反弹 !Y/RR)’(##$$O’:&)(#̂ 0’G@
G’()(<=’RF’(#"AAA"%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

长的驱动力由农村非集体化带来的农业增长#转变为以国外直接投资带动的

出口制造业的发展%鉴于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是否会加剧贫困人口边缘化的争

论#有必要研究全球化对我国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影响%
尽管在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这一主题上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关于

全球化对贫困问题的影响的研究很少%在最近的两个相 关 研 究 中#=)b)33’,(
)(<%&2(!#$$M"和=)b)33’,(!#$$M"发现贸易扩张与总体贫困减少之间的关

联不明显%这一结果是基于在国家层面加总的贫困程度与贸易开放度的数据’
然而#贸易开放度和贫困程度在中国各个省份 之 间 区 别 很 大%"此 外#由 于 一

般情况下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受世界经济周期影响#全球化对城市和农村

贫困人群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即使全球化对贫困问题会产生正向或负

向的冲击#这些冲击也不一定会体现在国家层面加总的数据中%
全球化通过两个渠道对贫困人口发生作用&增长效应和分配效 应%绝 大

多数观点认为贸易 !和VL‘流入"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冲击#而对收入分配

的影响则无论 在 理 论 还 是 在 实 证 中 都 存 在 争 议%在 理 论 上#据Q1,3X20@Q)-@
/23R,(定理的著名结论#在一个 Y2+FR+&20@8&3’(世界中#贸易的开放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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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充裕的生产要素对较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一般而言#相对低技术劳动

力#高技术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比在发达国家中更加稀缺#因此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增加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中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升

水#而提高发达国家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升水%这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会在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中导 致 更 低 的 !更 高 的"收 入 不 平 等%但 是#发 展

中国家不但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对两个要素禀

赋相对充裕程度差别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上述Q1,3X20@Q)-/23R,(效果同样会

发生作用%#因此#对于贸易开放会提高还是降低 收 入 不 平 等 程 度#国 际 贸 易

理论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
此外#国际贸易+++商品和劳务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只是全球化的

一个方面%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V22(R10))(<Y)(R,(!"AAB"认为VL‘可以增加资金流入国对高技术劳动力

的相对需求量#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他们的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对

资金流入国而言#国外资本比国内资本更需要高技术劳 动 力%O如 果 外 国 企 业

并非更偏好于高技术劳动力#他们的结论就会反转过来%

# L)b’R!"AA!"认为#影响一个国家贸易对收入分配的作用的重要因素#不是该国的资 源 禀 赋 相 对 于 全

球的充裕程度#而是相对于国际分工中与本国类似的国家的充裕程度%例如#相对全球而言#所有的发展

中国家都可被归类为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但资本和劳动力禀赋在它们本身之间仍存在差别%贸易趋

于自由化后#它们之中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的工资回报1资本回报之比很可能下降%这一推理同 样 可 用

于预测自由贸易对高技能劳工的工资升水的影响%
O V22(R10))(<Y)(R,(!"AAB"认为#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情况恰好相反+++它们需要的是低技术的劳

动力%这将抑制资本输入国家的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因此会恶化高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不

平等%

对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是不明确的%对#$世

纪B$年代至#$世纪D$年代亚洲 ,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研究表明#与世界经

济越密切#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小%然而#对#$世纪A$年代的拉 美 的 研

究显示出相反的结果 !S,,<#"AAB"%L,33)0)(<:0))4!#$$#"认 为 全 球 化

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和对其他收入阶层一样#因此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没有影响%
比照这些不同的结果#全球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如何呢$

本文与之前的研究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本文关注全球化对中国 城 市 贫

困人口收入的影响#是对之前研究整体影响和对农村收入影响的研究的补充%
第二#本文同时研究了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的影响%尽管全球化的这两个方

面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可能不同%下文将表明#中国的城

市是两者存在不同点的一个例子%最后#本文将各省居民收入的数据汇集为

面板数据#这样省间的异质性更容易被区分%
下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了我们如何从分组家庭调查数据中估

计出三个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指标%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单个家庭数据或其他

适合的数据#所以这样做是必须的%对这三个指标的时间趋势和区域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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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也在这一部分%在第三部分#我们考察了全球化对这三个收入份额

指标的影响#并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估计贫困人群的收入份额

为了得到不同省的城市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利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家

计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发表在各省的统计年鉴中%M能获得 的 只 有 按 收 入 分 组

的家庭数据#每组样本中家庭的个数(组内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人数都被列

出%我们一共收集到了OBC组收入分布#覆盖了中国内地O"个省中的#A个#
样本期为"ADD到#$$"年%

根据这些数据直接计算产生的人口分位数不仅无规律#而且在不同省份

和不同年份都有所不同%为了使跨地区和跨时的比较能够进行#需要根据现

有数据估计出收入分配的概率密度函数 !WLVR"%许 多 参 数 模 型 都 可 以 被 用

来达到这一目的#但 还 没 有 确 定 的 证 据 表 明 这 些 模 型 中 的 某 一 种 优 于 其 他%
考虑到这OBC个分布很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都很大#并且能用于估计

每一个分布的数据点的数量也不同#我们觉得试图寻找一个能很好地近似所

有的分布的参数模型是不可行的%非参数方法的核密度估计是一个很好的替

代方法#因为这一方法不需要事前假定分布的函数形式%C

核密度估计最近被Q)3)@’@])01’(!#$$#)##$$#9"用于估计世界居民的收

入不平等程度%!对这一方法的进一步介绍 可 参 见Q)3)@’@])01’(的 文 章%这 里

我们只说明#我们使用=,R2(93)11@W)0?2(密度估计#以标准正态分布为核%B

对每个省#核的带宽 !9)(<;’<1&"设为$NA_._/’"1C#这里.为该省对数收

入的标准差的均值#/为数据点的数量%附录H中的图 表 给 出 了 每 个 省 三 年

的拟合概率密度函数&每个省样本的起始年(最后一年#以及"AAC年或"AA!
年 !取决于是否有该省"AAC年的数据"%D

M 大多数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依赖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些研究使用了中国社科院在一批海外

经济学家协助下进行 的 调 查 的 数 据%这 一 调 查 覆 盖 了 全 国"1O的 省 份#但 只 有"ADD和"AAC两 年 的

数据%
C 我们也试验了对数 正 态 分 布#H21)和 一 般 二 次!̂."洛 仑 兹!T,02(?"曲 线 三 个 参 数 模 型#并 用Q&,0@
0,+FR)(<S)(!#$$M"的方法对参数模型生成的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后两个参数模型并不总是

能得到有意义的洛仑兹曲线%而且#由参数模型得到的分布与用核密度估计的结果的区别主要在高收入

一端%
! ]’3)(,b’+!#$$#"对Q)3)@’@])01’(!#$$#)##$$#9"文中的核密度估计方法提出质疑#认为Q)3)@’@])01’(
使用的五分位数的数据的信息量不足以推断出整体的分布#尤其是分布的上尾%这实际上是对数据的批

评而非对方法的批评%任何的估计方法#无论参数的还是非参数的#都只能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给 出 接

近实际分布的近似%本文的数据中#每个分布平均有D个数据点#并且主要集中在分布的下尾%
B 使用*X)(2+&’(’F,b核#得到的结果类似%
D 横轴为"AD"年价格衡量的收入的对数%

从附录H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中几乎对所有省的收入分布都向右

移动了%这表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收入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增加%除甘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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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甘肃只有"AA$年 到"AAB年 的 数 据"#所 有 省 的 收 入 不 平 等 程 度 都 提 高

了%在三个直辖市的收入分布的高收入一端#一个局部峰逐渐成形#表明存

在两极分化的趋势%A

与贫困研究直接相关的是收入分布函数的低收入#即下尾一端%可 以 看

出#所有省份收入分布的下尾都变得更长了%这说明在样本考察期间#贫困

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平均收入增长率%相应地#贫困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

的份额必然下降了%此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从#$世纪A$年代中

期开始明显放缓%在山西(安徽(湖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份#贫 困 人 口 的 实

际收入可能反而下降了%
中国的区域差异问题最近得到了大量关注%为了弄清不同省份收入的概

率密度函数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附录H按照地理位置的不同将省份分

成了六组 !Le-/0>2021)36##$$#使用了类似的分组"%与预期的一样#较富

裕的东部省份 !包括沿海省份和三个直辖市"的收入分布在收入轴上更加偏

右%然而#仅仅靠图像观察难以比较不同省份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我们下

面使用一些量化的指标来测度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
我们将贫困人口定义为总人口中 收 入 最 低 的CE#"$E或#$E%也 就 是

说#对于给定的对数收入概率密度函数6!*"#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收入! 满足

.
3(!

’j
6!*"<*%-!-Z$N$C#$N"或$N#"#他就被定义为贫困人口%收入最低

的CE#"$E和#$E的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为"$

-.
3(!"

’j
2*6!*"<*

.
+j

’j
2*6!*"<*

# !""

这里.
3(!"

’j
6!*"<*#-#-#$N$C#$N"#$N#%

A 当然#这很可能与高收入组的数据存在更大的误差有关%

"$.
3(!"

’j
2*6!*"<*#:!V 是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是贫困人口的比例#.

+j

’j
2*6!*"<*#:!是全部居民的

平均收入#因此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为:!Vg-1:!%
"" 分组方法见表"的注释%

图"是"ADD+#$$"年间三种收入份额的横截面柱状图%三种收入份额的

横截面分布的散度没有明显变化#但三个份额的均值都明显随时间下降%为

了估计下降的程度和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我们将全部省份用三种方法分组""#
对数据作了四个回归%表"的结果显示#离海岸线越远的省份#贫困人口的

收入境况越差%在二 区 域 !沿 海+内 陆"和 三 区 域 !沿 海+中 部+西 部"分

组中#沿海省份的贫困人口 收 入 份 额 都 明 显 高 于 内 陆 省 份 !根 据 回 归#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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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组别虚拟变量的系数可得"%中部省份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高于西部省

份%当采用更细致的分类方法时#我们发现三个直辖市的贫困人口境况最好#
其次是东北三省和其他沿海省份%人口密度低#资源丰富的西北省份的贫困

人口收入份 额 最 低%然 而#组 内 各 省 的 差 别 很 大’在 回 归M中#沿 海 省 份(
中部省份(东北三省的平均收入份额与基准组+++西南省份在统计意 义 上 不

能区别%尽管存 在 区 域 差 异#可 以 确 认 的 是 三 种 收 入 份 额 指 标 都 有 所 下 降#
下降幅度在#$E到O$E之间%我们还试图在回归O和M中加入时间和区域虚

拟变量的交叉项#但由于区域虚拟变量和交叉项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交

叉项难以精确估计#因此被排除在回归式外%

图"!贫困人口收入份额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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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趋势与地区差异

回归
回归" 回归# 回归O 回归M

#$E "$E CE #$E "$E CE #$E "$E CE #$E "$E CE
截距 ""6#M" M6A#! #6#$!"$6AAA M6BD! #6"O#"$6B!# M6!!$ #6$B#""6#C# M6A#$ #6#$"

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
时间趋势[$6"BA[$6$A#[$6$MM[$6"D$[$6$A#[$6$MC[$6"BA[$6$A#[$6$MM[$6"D"[$6$AO[$6$MC

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
沿海) $6!M$ $6OB" $6"AC $6DBM $6MAC $6#CM $6#"O $6"M$ $6$BO

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JJJJ6FIhJ6Jh\J6J]H
中部9 $6MMA $6#OD $6""C $6$AD $6$C" $6$##

J6JJJJ6JJJJ6JJJJ6hFFJ6hJJJ6hRJ
O直辖市+ $6BMM $6MMB $6#MM

J6JJJJ6JJJJ6JJJ
东北< $6"D" $6""O $6$!$

J6FR\J6JGHJ6JdJ
西北2 [$6D"![$6MOD[$6##"

J6JJJJ6JJJJ6JJJ

!!注&斜体数字为估计系数的"@统计量的边际显著水准%在回归M中#基准组为西南省份&广西(贵州(
四川和云南%其他组定义如下&

)6在回归#(O中#沿海省份包括北京(福建(广 东(海 南(河 北(江 苏(辽 宁(上 海(山 东(天 津 和 浙 江%
在回归M中#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被划分到其他组%

96在回归#(O中#中部省份包括安徽(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江西(吉林和山西%在回归

M中#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被划分到其他组%

+6三个直辖市为北京(天津和上海%

<6东北省份包括辽宁(黑龙江和吉林%

26西北省份包括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青海和新疆%

上述结果中#全球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仅仅考察全球化与贫困 人 口 收

入份额两者的二元关系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两者在空间上的关

系和在时间上的关系似乎自相矛盾%中国全球化过程的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是&!""从#$世纪D$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东

部省份对外开放的规模(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内陆省份%因此#在时间尺

度上#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下降意味着全球化使富人获益更多#因此全球化

不能改善贫困问题’而在空间尺度上#说全球化会使贫困恶化#又会与东部

沿海省份的贫困人口收入份额高的事实矛盾%那么#这一矛盾是否说明全球

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中性的呢$接下来我们对全球化和贫困人口收入份额

之间的关系作更为严格的分析%

三!全球化与城市贫困

我们采用L,33)0)(<:0))4!#$$#"中使用的计量模型&

2)V," #!$+!"2),"+!!","+"5,+(,"( !#"

在这一模型中#在位置 !省",和时间 !年""的贫困人口的 !对数"收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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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V,"首先取决于该省的人均收入2),"’同时#它还受其他因素 !由向量","表

示"和一系列不 随 时 间 变 化 的#因 省 而 异 的 因 素 !由 向 量", 表 示"影 响%
!#"式两边同时减去2),"#再进行适当变换#我们得到

C," #!"$ +!""),"++".,"+!
"5""

," +"5,+(,"# !O"

这里C," #2)V,"’2),"+3,>-"##-Z$N$C#$N"或$N##是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的

对数#!"$ #!$+3,>-#!"" #!"’"’.,"是当地全球化程度的指标 !的对数"%本

文主要关注的是#.,"在方程 !O"中是否显著’如果是#系数+" 的符 号 是 正

是负%此外#从前一部分的初步分析来看#我们预期!"" 为负#意味着平均收

入上升时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下降%
理论上来说#一个反映全球化的指标应当反映当地制度的 ,开放度-#也

就是说#它应当反映当地法律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对跨地域的商品劳务和资本

流动的支持 或 限 制 情 况%然 而#这 类 数 据 难 以 获 得#尤 其 是 省 一 级 的 数 据%
因此#我们用进出口额与 L̂W之比衡量贸易开放程度#外国直接投资与 L̂W
之比衡量资本开放程度%虽然这两个指标衡量了全球化的两个方面#但是在

我们的数据中这两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NBA%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

题#同时也保证全球化的这两个方面都能出现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我们

用这两个比 例 的 第 一 主 成 分 !G’0R1X0’(+’X32+,-X,(2(1"作 为 第 三 个 全 球 化

指标%"O

在进行回归分 析 时#对", 可 以 采 用 两 种 处 理 方 法%第 一 种 是 固 定 效 应

!G’_2<2GG2+1"估计%该方法相当于将每个变量转化为相对于相应横截面数据

均值的偏移值#然后对已经转化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另一种方法是对回归式

进行一阶差分来消掉",%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一阶差分估计会失去一些信息

量#在我们的面板数据中许多省份的数据不连续#这一问题更加严重%"M而如

果使用固定效应估计#为保证估计量的一致性#需要方程右边的变量严格外

生%这一假设很可能站不住脚#特别是人均收入2), 可能受收入分配C, 影响#
虽然这一影响的关系可能不是同期的%两种方法都可能因为测量误差而导致

估计不满足一致性%这一模型省略了其他决定C, 的潜在变量#尽管这样能得

到一个简洁的模型#但如果这些被省略的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的话#也

可能导致与前面类似的问题%

"# 见脚注D%
"O 第一主成分解释了两个指标方差的A$E%这些指标的构建和其他变量的定义可参见附录J%J>e(,0
!#$$O"同样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来得到,全球化指数-%

"M 一阶差分后#面板数据中的样本量减少了OD#是总样本量的"
"$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们 考 虑 了 对 方 程 !O"的 几 种 不 同 的 计 量 模 型 设

定#下文讨论了这些结果%在这些回归中#我们对存在问题的变量2), 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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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工具变量%参照=)b)33’,(!#$$""#我 们 用 !对 数"人 均 真 实 L̂W作 为

2), 的工具变量%尽管这两种收入的度量指标近年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包括

中国"差距增大"C#但这两个时间序列在 我 们 的 数 据 中 高 度 相 关%"!对 于 全 球

化指标的工具变量#我们尝试了它的滞后变量#两年的均值#和两者同时采

用%我们先作了固定效应估计#然后作了一阶差分估计%所有不同的尝试都

得到了相近的结果’特别是2), 和.,"的符号在所有结果中都一致%简短起见#
下面我们使用.,"["作为.,"的工具变量%

"C=)b)33’,(!#$$O)"考察了家计调查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间的差异%
"! 这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为$(D!%
"B=)b)33’,(!#$$O9"发现#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差异较大#但却呈现出向中等水平收

敛的趋势%
"D 例如#H)00,!"AAA"#QX’3’-920>,#T,(<,(,)(<Q?2F234!"AAA"%

!一"贸易和VL‘的不同效果

表#至表M给出了分别以收入最低的#$E#"$E#CE的城市居民收入份

额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每个表分为三部分#给出了采用不同的

全球化指标的"$个 回 归 式 的 结 果%第 一 列 是 简 单 8TQ回 归 结 果!即",Z"#

,Z"#8##A"#第 二 列 是 固 定 效 应 的 8TQ回 归 结 果%根 据 上 面 的 讨 论#8TQ
回归的结果可能不具有一致性’这些结果在此仅用于比较%剩下八列都是使

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L,33)0)(<:0))4!#$$#"对A#个国家长达M$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

了 ,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总平均收入同比增长-的结论%在方程 !O"中#这一

命题相当于真实 L̂W的系数!"" 在统计上不显著%从表#至表M来看#我们

的结果显示!"" 不但显著#而且为负%这一结果对所有三种收入份额指标#不

同的全球化指标#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都成立%因此#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

收入似乎并 没 有 像L,33)0)(<:0))4!#$$#"所 说 的 那 样 随 ,水 涨-而 ,船

高-%考虑到在#$世纪D$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中国成

为L,33)0@:0))4命题的一个例外也许并不令人惊讶%"B虽然如此#我们的结果

还是说明不能把基于多国数据的一般结果简单地套用在单个国家上%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全球化指标系数+" 的估计结果%在表#至表M的第一

部分中#几乎对所有的回归#+" 均显著为正 !只有第#列的固定效应的8TQ
的结果例外#而且这一列很可能是有偏的"%L,33)0)(<:0))4!#$$#"以及近

期若干使用多国数据的研究"D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没有或者有负面影

响%而我们的 结 果 却 显 示#贸 易 对 贫 困 人 口 的 收 入 份 额 有 正 面 影 响%但 是#

这一良性影响的量级很小#大约只相当于收入增长的负效果的"
"$
%由表#可

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贸易1̂ LW之比升高一倍只能提高#$E低 收 入 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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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份额的OE#例如从"#E提高到"#NME%这一效果对"$E和CE的低收

入人群稍大一些#但也很有限%

表#!全球化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E最低收入人群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比

全球化. $6$#A $6$"" $6$O$ $6$O# $6$#D $6$#A $6$O$ $6$#C $6$M$ $6$MC
J6JJF J6]JF J6JIF J6JHI J6J]H J6JId J6JId J6JHR J6JJR J6JJ]

人均收入) [$6"MC[$6O$$[$6O"A[$6O"A[$6OOD[$6OCM[$6OOD[$6O$A[$6OB#[$6OD"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M
J6dh]

X"AA#g. [$6$$D[$6$"$[$6$$![$6$$D[$6$""[$6$"#
J6JHh J6JI\ J6FHH J6JHd J6JJG J6JJd

市场自由化 $6$M! $6$!O
J6FF] J6J]d

经济结构 $6$C! $6$A!
J6FII J6JFH

教育 [$6$"# [$6$""
J6h\J J6HFJ

通货膨胀 [$6"$$[$6"OM
J6JF\ J6JJI

调整后># $6$A! $6!A" $6D"C $6D"# $6D$B $6D$D $6D$D $6D$D $6D$B $6BAD
全球化指标&VL‘存量1̂ LW比

全球化. $6$$O $6$$! $6$$A $6$$A $6$$" $6$$C $6$$" $6$$" $6$$$ $6$$C
J6\hR J6]FG J6FdR J6F\h J6GIH J6H\R J6Gh\ J6GJH J6GR] J6HRF

人均收入) [$6""C[$6O$A[$6O#A[$6O#$[$6O#C[$6OC"[$6O#C[$6#AC[$6OM![$6OCC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D
J6IhG

X"AA#g. [$6$$A[$6$"$[$6$$A[$6$$A[$6$"#[$6$"#
J6JJh J6JJ] J6JJd J6JJ\ J6JJJ J6JJJ

市场自由化 $6$C" $6$!$
J6FJ\ J6JdF

经济结构 $6$OM $6$!$
J6]]I J6JGG

教育 [$6$"O [$6$"#
J6hh] J6hGR

通货膨胀 [$6$D"[$6"$M
J6J]G J6JJG

调整后># $6$AM $6!DA $6D$A $6D$D $6D$C $6D$O $6D$M $6D$M $6D$M $6BAB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与VL‘1̂ LW的第一主成分

全球化. $6$"" $6$$D $6$"O $6$OA $6$O# $6$#A $6$OO $6$O# $6$OA $6$MD
J6J]H J6JR] J6JIh J6JH] J6JJF J6JIH J6JJF J6JJh J6JJJ J6JJh

人均收入) [$6"OO[$6O$![$6O#O[$6OOM[$6OM![$6OMA[$6OC$[$6OC$[$6OBO[$6MC"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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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R1g. [$6$#C
J6FdR

X"AA#g. [$6$"#[$6$""[$6$""[$6$"#[$6$"M[$6$"C
J6JI] J6JHF J6J]I J6JIH J6JJR J6JF]

市场自由化 [$6$#! [$6$OB
J6HRI J6hI\

经济结构 $6"CC $6#CD
J6JdG J6JIF

教育 $6$$# $6$"#
J6G]F J6hdR

通货膨胀 [$6$A#[$6"#M
J6JIH J6JJH

调整后># $6$AB $6!A$ $6D"C $6D"M $6D$! $6D$C $6D$M $6D$M $6D$C $6BAD

!!注&变量的定义见附录%斜体数字为对应估计量的"统计量的边际显著水平%
每个回归的估计方法如下&
!""对混合数据做8TQ回归%用 72;24@S2R1方 法 来 修 正 估 计 量 的 标 准 差#考 虑 异 方 差 与 一 阶 自

相关%
!#"固定效应的8TQ估计%
!O"+!"$"固定效应的‘5估计%

表O!全球化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E最低收入人群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比

全球化. $6$M$ $6$"C $6$M$ $6$OA $6$OB $6$OA $6$OD $6$OO $6$MB $6$C#
J6JJJ J6IIG J6JFh J6JHG J6JIh J6JFd J6JIF J6JhH J6JJd J6JJ\

人均收入) [$6"B$[$6O!$[$6ODC[$6ODC[$6M$D[$6MO"[$6M$D[$6O!O[$6MOA[$6MO!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O
J6GJF

X"AA#g. [$6$"$[$6$"O[$6$$D[$6$"$[$6$"O[$6$"C
J6Jh\ J6JFd J6FFI J6JhG J6JF] J6JJG

市场自由化 $6$!M $6$BD
J6JRJ J6J]R

经济结构 $6$C# $6$DA
J6Ihd J6J\h

教育 [$6$"D [$6$"D
J6]hh J6]\\

通货膨胀 [$6$A$[$6"#!
J6JR\ J6JFd

调整后># $6$D# $6!D" $6D$A $6D"$ $6D$M $6D$# $6D$O $6D$M $6D$O $6BAC
全球化指标&VL‘存量1̂ LW比

全球化. $6$$B $6$$! $6$"$ $6$"$[$6$$" $6$$M[$6$$#[$6$$"[$6$$# $6$$M
J6hHI J6]RJ J6Ihh J6IId J6ddI J6\G] J6dRF J6GJ\ J6dHJ J6RFI

人均收入) [$6"OC[$6O!D[$6OA"[$6ODM[$6OD![$6M"A[$6OD![$6OOC[$6M$O[$6OA!
J6JJF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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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R1g. [$6$$!
J6hdF

X"AA#g. [$6$"O[$6$"O[$6$"#[$6$"#[$6$"C[$6$"C
J6JJI J6JJF J6JJ] J6JJ] J6JJJ J6JJJ

市场自由化 $6$!! $6$B$
J6JdH J6JGR

经济结构 $6$#M $6$MD
J6HRI J6Idh

教育 [$6$## [$6$#"
J6IdJ J6]Ih

通货膨胀 [$6$!![$6$AO
J6F\d J6JHh

调整后># $6$D" $6!D$ $6D$A $6D$A $6D$O $6D$" $6D$O $6D$# $6D$O $6BAM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与VL‘1̂ LW的第一主成分

全球化. $6$"# $6$"O $6$#" $6$C" $6$MC $6$MC $6$M! $6$M! $6$C# $6$CB
J6JhJ J6JIJ J6JJh J6J]\ J6JJJ J6JJJ J6JJJ J6JJF J6JJJ J6JJJ

人均收入) [$6"C"[$6OB#[$6OAC[$6M$D[$6M#C[$6MOM[$6MO$[$6MOM[$6MCO[$6MAB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O$
J6FGh

X"AA#g. [$6$"C[$6$"D[$6$"C[$6$"C[$6$"D[$6$#"
J6JFH J6JJd J6JIJ J6JF\ J6JJ\ J6JJ]

市场自由化 $6"!M $6#OB
J6IJF J6Jd]

经济结构 $6"C! $6#D#
J6F\h J6JIR

教育 $6$$M $6$$!
J6dRd J6RdI

通货膨胀 [$6$AM[$6""#
J6J\I J6J]I

调整后># $6$DM $6!D# $6D"" $6D"$ $6D$M $6D$O $6D$M $6D$M $6D$O $6BA!

!!注&见表#注%

表M!全球化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CE最低收入人群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比

全球化. $6$M! $6$"O $6$M$ $6$O! $6$O! $6$OD $6$OB $6$O" $6$MB $6$C"
J6JJJ J6]RI J6J]I J6FFG J6JHH J6JhI J6JHJ J6JG] J6JII J6JFR

人均收入) [$6"BA[$6OAO[$6M#$[$6M#"[$6MC$[$6MBD[$6MC$[$6M$"[$6MDM[$6MD"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D
J6RGG

X"AA#g. [$6$"#[$6$"![$6$""[$6$"#[$6$"![$6$"A
J6JIR J6JJG J6J\h J6JIG J6JJd J6JJH

市场自由化 $6$BB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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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J6JHH J6J]I
经济结构 $6$MD $6$DA

J6]h\ J6FJH
教育 [$6$#$ [$6$#$

J6]R] J6]dJ
通货膨胀 [$6$A![$6"OO

J6JGR J6JIG
调整后># $6$!D $6!!O $6D$D $6D$A $6D$" $6D$" $6D$# $6D$O $6D$O $6BDM
全球化指标&VL‘存量1̂ LW比

全球化. $6$$A $6$$B $6$"# $6$"#[$6$$" $6$$![$6$$"[$6$$"[$6$$# $6$$C
J6]R] J6]R] J6IFG J6IJH J6GI] J6\hd J6GFh J6Gh\ J6dGJ J6\\d

人均收入) [$6"MO[$6M$M[$6MOO[$6M#![$6M#B[$6M!B[$6M#B[$6OBO[$6MMB[$6MMO
J6JJI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B
J6hGH

X"AA#g. [$6$"C[$6$"C[$6$"M[$6$"M[$6$"B[$6$"B
J6JJI J6JJF J6JJI J6JJ] J6JJJ J6JJJ

市场自由化 $6$BD $6$D#
J6JRH J6JdG

经济结构 $6$## $6$MA
J6\Hh J6]]h

教育 [$6$#O [$6$#O
J6]FJ J6]HF

通货膨胀 [$6$B![$6"$M
J6F\H J6JHG

调整后># $6$!D $6!!# $6D$D $6D$D $6BAA $6BAD $6BAB $6BAD $6BA! $6BDC
全球化指标&贸易1̂ LW与VL‘1̂ LW的第一主成分

全球化. $6$"M $6$"C $6$#C $6$CA $6$CO $6$CO $6$CM $6$CC $6$!" $6$!B
J6JhF J6JIF J6JJ] J6J]H J6JJJ J6JJJ J6JJJ J6JJF J6JJJ J6JJJ

人均收入) [$6"CD[$6M$A[$6MOA[$6MCO[$6MBO[$6MDO[$6MBD[$6MA"[$6C$![$6C!#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J6JJJ

%,)R1g. [$6$OO
J6IJ\

X"AA#g. [$6$"B[$6$#$[$6$"B[$6$"D[$6$#"[$6$#M
J6JFH J6JJd J6JIJ J6JF\ J6JJ\ J6JJ]

市场自由化 $6"DM $6#!D
J6IJd J6Jdd

经济结构 $6"B$ $6O"D
J6FdH J6J]F

教育 $6$$B $6$"$
J6RGh J6RJ\

通货膨胀 [$6""$[$6"O$
J6JHR J6J]I

调整后># $6$B$ $6!!O $6D"" $6D$A $6BAA $6BAA $6BAD $6BAA $6BAB $6BDC

!!注&见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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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贸易开放度与地区虚拟变量 !是否沿海"或时间虚拟变量 !是否"AA#
年后"的交叉项加入回归式后"A#上述关于!"" 和+" 的结果保持不变%此外#
第M列的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减少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局限于沿海省份’而第C
列的结果则说明这一效果从#$世纪A$年代初开始变弱#并且对越贫困的阶

层效果弱化越明显%
表格的第二部分是以VL‘1̂ LW之比为全球化指标的回归结果%这里我们

发现全球化不再对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全球化与时间

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X"AA#g."的系数显著为负#显示自"AA#年来全球化使

收入不平等增加了%造成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回归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显

然是因为它们使用了不同的全球化指标%本文在此对贸易开放与对外资本开

放的效果为何不同不展开分析#也不考虑使贸易的有益效果减弱的机制是什

么%已有文献中的许多模型表明#贸易与VL‘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劳动力转

移的难易(市场扭曲(生产技术和分工#及许多其他初始条件等的不同而不

同%上面的结果很可能是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但我们仍给出两点

推测&!""我国外资出口企业采用的技术比本土出口企业要先进#因此需要雇

佣更高比例的高技术劳动力’!#"我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由外资企业驱动%如

果第一个假设成立#那么本土企业的出口增长会提高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改善贫困人口的境况’而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会提高对高技术劳动力的

需求#不会影响#甚至会降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都

参与贸易#因此#只要贸易总额中本土企业的份额是增加的#我们就会观察

到贸易开放对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而VL‘开放则没有效果’而如

果贸易的增加如假设 !#"所述主要由外资企业贡献#贸易对收入分配的正面

效果就会减少%#$

"A 邓小平"AA#年的南巡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自"ADA年停滞后再次复兴的标志%
#$ 这里我们给出这两个推测的两个事 实 依 据%第 一#许 多 中 国 的 本 土 出 口 企 业 是 乡 镇 企 业#从 事 衣 服(
鞋(玩具等非资本密集性的行业%第二##$世纪A$年代VL‘的流入显著高于#$世纪D$年代%

既然贸易与VL‘对收入分配的效果不同#全球化的影响整体上如何$各

表格第三部分的 结 果 给 出 了 答 案%这 里 使 用 的 全 球 化 指 标 由 贸 易1̂ LW比 与

VL‘1̂ LW比计算得出#可以同时反映两者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得到的结

果类似于第一部分%因此#可以认为#总体上全球化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

份额%内陆地区的贫困人口并非像一般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被排除在全球化的

影响之外%不仅如此#内陆贫困人口受益的幅度甚至大于沿海省份贫困人口%
但是#全球化的有益效果自#$世纪A$年代以来减弱了%

!二"敏感性检验

在上述回归分析中#我们把模型设定的复杂度控制到了最低%这 样 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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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好处是可以省下自由度%令人欣慰的是#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的调整后

>#平均高于$ND"%然而#这样简化的模型很可能因为错误的函数形式假定或

忽略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导致严重的偏误%因此#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敏感性检

验来检验 !一"中的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首先考虑了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效果是非线性的可能性%第一种非

线性的情况是全球化的效果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第二种非线性的情况是全

球化对收入分配的效果初始 时 为 负#在 超 过 某 一 临 界 值 后 转 为 正#呈 ,拉 弗

曲线-的形状%#"为了检验这两种非线性的情况#我们在第五列的回归式中加

入了2)," 和.," 的交叉项#以及.," 的平方项%无论这两项是分别还是同时进入

回归式#它们的系数都不显著#而2),"#.,"和.," 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系

数都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非线性的可能性可以安全

排除%
我们还检验了 区 别 出 口 与 进 口 的 效 果 的 情 况%用 出 口1̂ LW之 比 取 代 贸

易1̂ LW之比不造成质的变化%用进口1̂ LW之比作为全球化指标时#它的系

数在所有情况下都不显著#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为负 !结果请参见附录%中

的表J""%进口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缺乏联系这一事实在我们意料之外#因

为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制造加工业#进口与出口的增长应当是紧密联系的%一

个可能的解释来自L)b’R!"AA!"#他的模型的一 个 重 要 结 论 是#如 果 一 种 进

口商品并不属于一国在自由贸易下的产品集#那么进口这种商品对该国的要

素价格没有影响%##对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许多奢侈品都可以被归为这

一类%此外#奢侈品进口的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增

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减少’因此在进口和贫困人口收入份额之间出现

了负相关%
前述全球化的有益效果有可能是由于全球化和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同时受

第三个变量1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考察了经常在相关研究中被提到的四个可

能的变量%第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的进展程度%越开放的市场也是越自由市场#
一个自由的市场给了私有经济更大的空间#因此提高了贫困人口受雇用的机

会%我们用非国有企业雇用的劳动力份额作为自由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加入

这一变量的回归的结果在表#至表M的第!列%可以看出#市场自由化对贫

困人口 的 收 入 份 额 存 在 正 面 的 影 响#但 这 一 效 果 不 能 取 代 全 球 化 的 正 面

影响%#O

#" J>e(,0!#$$O"考察了全球化对贫困的绝对量的,拉弗曲线-效果%
## 还可见脚注#%
#O 当使用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份额作为市场自由程度的度量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

我们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当地经济的结构%在一个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

究中#=)b)33’,()(<%&2(!#$$M"发现农业的增长对贫困减少的影响比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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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业的增长的影响更大%这一结论对城市贫困人口是否成立$表#至表M
的第B列列出了加入制造业占 L̂W份额这一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这一列的

A个回归中#全球化的系数仍然显著#而新加入的这一变量并不显著%当我们

将这一变量换为所有工业占 L̂W的份额之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与经济结构

之间仍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省一级的数据中没有

城市 L̂W的分行业数据#我们用的是全省的数据%因此#这一数据可能不能

很好地描述城市的经济结构情况%
我们考虑的下一个变量是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测试这一变量影响的理由

在于#我国人力资本的分布与实物资本一样集中在沿海省份%由于没有更好

的度量变量#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被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加入回归

式#结果见第D列%贫困人口收入份额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很小#不显

著#在大多数情况下为负%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是衡量获

取劳动收入能力的理想指标%基础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完成情况与此更加相关#
但对这些情况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因此#第D列的结果不能排除人力资本

的作用%
我们考虑的最 后 一 个 因 素 是 通 货 膨 胀 率%对 于 中 国 这 样 一 个 大 国 来 说#

各地区的物价水平差别通常较大%以往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的

影响比对其他人阶层要大%#M=)b)33’,()(<%&2(!#$$M"发现通货膨胀会使贫

困增加%如果一个省份的开放程度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那么即使全球化与

贫困人口收入份额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回归结果也会显示两者正向相关%然

而#第A列的 结 果 显 示 通 货 膨 胀 确 实 会 使 贫 困 恶 化#但 全 球 化 的 效 果 仍 然

存在%

#M 例如*)R12034)(<V’R+&20!#$$""%

作为最终的检查#我们把所有的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作回归%第"$列的结

果显示#在第一和第三部分中.,"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与时间虚拟变量的

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综上所 述#第 三 部 分 !一"中 的 结 果 未 受 额 外 的 控 制

变量和函数形式的非线性的影响#因此是稳健的%

四!结!!论

本文从考察了全球化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的目的

有二&第一#在数据层面上#我们从省一级进行分析%这使得我们能 够 充 分

考虑各省之间在发展和开放程度上的差别#从而优于多国或单国研究%第二#
在方法层面上#我们将多国研究中的统计学方法和计量模型用于省一级的分

析%我们采用了Q)3)@’@])01’(!#$$#)##$$#9"中的核密度估计 !F20()3<2(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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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1’,("方法来从分组调查数据估计出省一级的收入分布#得到了三组最低

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然后将其用于L,33)0)(<:0))4!#$$#"的计量模型%
与以往多国研究的结果相比#我们所得的结果或是不同#或是被 以 往 研

究所忽略%我们发现&第一#平均收入的增长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负向相

关’而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开放#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正向相关%这 两 个

结果都与L,33)0)(<:0))4!#$$#"中的结果不同%第二#贸易开放度与VL‘
开放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相反的#也是有区别的%贸易对收入

不平等的减少的作用自从"AA#年以来明显减弱#这说明贸易增长的方式和贸

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最后#全球化对贫困人口的影

响不仅仅局限在沿海省份%在考虑了全球化的非线性效果和加入额外控制变

量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尽管目前我国

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在乡村#然而毋庸置疑#一旦取消内部人口迁移的限制

后#城市化进程将加速进行%城市 贫 困 问 题 是 城 市 化 过 程 中 许 多 可 能 的 ,发

展期阵痛-之一%相比农村贫困#消除城市贫困的问题也将会日益重要%发

展国际贸易和VL‘能否起到帮助$本文的证据表明#一方面#全球化不仅仅

对先富起来的省份或沿海省份有影响’另一方面#需要 进 一 步 研 究 造 成VL‘
的负效果以及贸易使贫困人口收入增加的作用的减弱的原因%

附录J!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家庭收入的数据来自于各省 的 统 计 年 鉴%其 他 所 有 变 量 的 数 据 来 自 于 )新 中 国C$年

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AAA"#和 )中国统计年鉴*#$$$+#$$#年%

第三部分中的回归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如下&

!""C&收入最低的#$E#"$E和CE的居民的收入份额的对数%计算收入份额的方法

见正文第二部分%

!#")&真实人均收入的对数%用H0)(<1)(<Y,3?!#$$M"的省级价格数据对调查数据

中的名义收入进行处理后得到%

!O".&分别定义为进出口总额与 L̂W之比#VL‘存量与 L̂W之比#前两个比例的第

一主成分%VL‘存量由永续盘存 !X20X21/)3’(b2(1,04"方法对年度VL‘利用量数据进行加

总后得到%VL‘的名义值被转换为真实值%折旧率被设为$N$A%

!M"%,)R1&沿 海 省 份 的 虚 拟 变 量#包 括 北 京(福 建(广 东(海 南(河 北(江 苏(辽

宁(上海(山东(天津和浙江%

!C"U’-2&"AA#+#$$"年的虚拟变量%

!!"T’920)3’?)1’,(&非国有部门劳动力雇用数占总体比例的对数%

!B"*+,(,-’+R10/+1/02&制造业占省 L̂W的份额的对数%

!D"*</+)1’,(&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 S)(#T/和%&2(!#$$C"%

!A"‘(G3)1’,(&年 度 通 货 膨 胀 率%由 H0)(<1)(<Y,3?!#$$M"给 出 的 价 格 水 平 计 算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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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估计的对数收入的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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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J"!出口(进口与贫困人口收入份额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全球化指标&出口1̂ LW
全球化. $N"OM $N"MM $N$MB $N$M# $N$MO $N$MO $N$MO $N$M# $N$C" $N$C"

$N$"# $N$O$ $N$$" $N$#" $N$$# $N$$# $N$$# $N$$O $N$$$ $N$$"
人均收入) [$N"O#[$6O$#[$6O$A[$6O""[$6OO![$6OC#[$6OO![$6O#C[$6OB![$6M$"

$6$$$ $6$$$ $6$$$ $6$$$ $6$$$ $6$$$ $6$$$ $6$$$ $6$$$ $6$$$
%,)R1g. $6$"M

$6!OB

X"AA#g. [$6$$D[$6$"$[$6$$B[$6$$D[$6$"#[$6$"C
$6$#D $6$"C $6$B" $6$OO $6$$" $6$$"

市场自由化 $6$MO $6$!!
$6"O! $6$O$

经济结构 $6$CO $6$DA
$6"OA $6$"D

教育 [$6$$C [$6$$O
$6BB" $6DB!

通货膨胀 [$6""C[$6"O!
$6$$C $6$$"

调整后># $6""$ $6!A# $6D$$ $6D$$ $6D$M $6D$M $6D$C $6D$C $6D$# $6D$M
全球化指标&进口1̂ LW
全球化. $6$MO $6$C"[$6$$A[$6$$C[$6$"M[$6$"$[$6$"M[$6$"C[$6$$B $6$$"

$6O"M $6#BB $6O!O $6!!C $6#"# $6OCA $6#O" $6"AC $6CCD $6A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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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 !#" !O" !M" !C" !!" !B" !D" !A" !"$"

人均收入) [$6""M[$6O$$[$6#DC[$6#DM[$6O"M[$6OOM[$6O"C[$6#AA[$6OOA[$6OC!

$6$$$ $6$$$ $6$$$ $6$$$ $6$$$ $6$$$ $6$$$ $6$$$ $6$$$ $6$$$

%,)R1g. [$6$"#

$6O$A

X"AA#g. [$6$$A[$6$"$[$6$$A[$6$$A[$6$"$[$6$"$

$6$$# $6$$" $6$$B $6$$O $6$$" $6$$O

市场自由化 $6$MA $6$!"

$6$DM $6$MM

经济结构 $6$#O $6$!$

$6C#D $6"OM

教育 [$6$$! [$6$$D

$6B$C $6!$"

通货膨胀 [$6$!$[$6$A"

$6"!C $6$CC

调整后># $6$DB $6!DA $6D$C $6D$! $6D$! $6D$! $6D$! $6D$B $6D$C $6D$B

!!注&所有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都是#$E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份额%另见表#的附注%

参 考 文 献

/"0 J>e(,0#W’2002@=’+&)0<#,L,2R 3̂,9)3’?)1’,(Y/011&2W,,0$-]’-2,#S,03<H)(F#S)R&’(>1,(

L6%6##$$O6

/#0 H)00,#=,9201I6#,‘(2d/)3’14# 0̂,;1&)(<‘(b2R1-2(1-#7H*= S,0F’(>W)X207,6B$OD#7)@

1’,()3H/02)/,G*+,(,-’+=2R2)0+&#%)-90’<>2#]J#"AAA6

/O0 H0)(<1#T,02()(<%)0R12(J6Y,3?#,QX)1’)3W0’+2L’GG202(+2R’(%&’()&*R1’-)12R)(<‘-X3’+)@

1’,(R-#])(/R+0’X1#Q,+’)3Q+’2(+2L’b’R’,(#Y,(>:,(>c(’b20R’14,GQ+’2(+2)(<U2+&(,3,>4#

Y,(>:,(>##$$M6

/M0 L)b’R#=,()3<=6#,U0)<2T’920)3’?)1’,()(<‘(+,-2L’R10’9/1’,(-#7H*= S,0F’(>W)X207,6

C!AO#7)1’,()3H/02)/,G*+,(,-’+=2R2)0+&#%)-90’<>2#]J#"AA!6

/C0 Le-/0>20#Q43b’2#I2GG024L6Q)+&R#S’(>U&42S,,#Q&/-’(>H),# 2̂(2%&)(>)(<J(<02;

]233’(>20#,̂2,>0)X&4#*+,(,-’+W,3’+4#)(<=2>’,()3L2b23,X-2(1’(%&’()-#7H*= S,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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