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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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兴建"

摘!要!基尼系数的子群分解公 式 有 多 种 形 式#不 同 分 解 公 式

的实证结论有较大差异%本文分析了群内基尼系数的 权 数 以 及 群 间

不平等指标所应具备的基尼系数内涵#提出了一个新 的 群 间 不 平 等

指标#从而给出了一个新的基尼系数子群分 解 公 式%利 用 这 个 新 的

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本文实证分析了近年来中国 总 体 基 尼 系 数

的城乡分解%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群间不平等 对 总 体 基 尼 系 数 的 贡

献率最大#城镇群内不平等的贡献率不断上 升#这 是 促 使 中 国 总 体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的两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基尼系数#子群分解#群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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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分解不平等指标主 要 有 两 个 方 面 含 义&一 是 对 总 体 按 子 群 !Q/9;0,/G"
分解#即将总体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个子群#分别研究各个子群内部不平等

及其相互之间的不平等#并计算它们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比如将某个国家

的总人口按不同 种 族(不 同 年 龄 或 者 不 同 地 区 等 分 解 的 结 果 就 是 这 种 形 式’
二是按收入成分或来 源 !%,-G,(2(1"进 行 分 解#即 将 总 收 入 分 解 为 所 有 收

入来源之和#分析每个收入来源的分布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不平等指标子

群分解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计算群内不平等以及群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

等的贡献#从而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价值%在不平等指标中#方差和

泰尔指数 !=&2’3_(<2\"等大部分指标的子群分解公式均是唯一的#而 基 尼

系数的子群分解 却 有 多 种 形 式#也 因 而 成 为 众 多 学 者 争 论 的 一 个 热 点 问 题#
譬如O), !">A>"(Z4)11!">?A"(N,,E&20f22)(<Q&,00,+EH!">!#"(Q&,0C
0,+EH!">!L"(Q’3920 !">!>"(d)-9201)(< :0,(H,(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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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c233!#$$$"等#对于#$世纪!$年代以前的基尼系数子群分

解方法$K)H)(<Z)0’E& !">!#"进行了很好评述%徐宽 !#$$B"则对基尼系

数的计算方法做了很好综述$并对基尼系数的分解进行了简要评论#由于中

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居民收入数据天然地分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和

农村居民收入两套数据$这给研究全体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一定困难$也给

学者们创造了一个争论的话题#譬如李实 !#$$#"和陈宗胜 !#$$#"就对我

国总体基尼系数的估算进行了有益探讨#此外$程永宏 !#$$A"推导出了一

个关于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 公 式$董 静 和 李 子 奈 !#$$L"分 析 了 对 数 正 态 分

布条件下城乡加权基尼系数 的 计 算 方 法$胡 祖 光 !#$$L"根 据 中 国 城 乡 数 据

的特点利用一个简易公式估算了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

题是$针对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结果$关于城乡之间差距的贡献率

却有很多结论$各种版本的城乡差距贡献率大约分布在#$h到!$h之间 !具

体数值参见陈宗 胜 和 周 云 波 !#$$#"&Q&,00,+EH)(<a)( !#$$@"以 及 程 永

宏 !#$$?"的结论"#如果说不同的不平等指标实证结果不一致还是可以理解

的$那么同样是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却产生很大分歧$就很难理解和接受了#
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采用了不同数据或数据处理方法不同$但根本原

因还是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的不同$因此有必要探究科学的分解方法#
不平等指标的子群分解思想主要来源于统计分析中的方差分析$即群内

方差的加权平均反映了群内变异对总体变异的影响$而以每个子群算术平均

数计算的群间方差反映了群间变异总体变异的影响#但是基尼系数子群分解

的难点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确定群内基尼系数的权数$二是如何

构造群间不平等指标#本文致力于分析这两个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

个新的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并运用这个分解公式对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

城乡分解进行实证分析#

二!基尼系数子群分解方法简述

为方便说明$我们先定义一些数学符号#设总共;个单位的收入按升 序

排列为aT!L"$L#$($L;"$平均收入为2.
8
;

)."
L)

;
$基尼系数为Q#假如总体

被分成了3个子群$其中第4个子群记为54!4T"$#$($3"$该子群的第)个

单位为L4)$单位数 为;4$平 均 收 入 为24$人 口 份 额 为44T
;4
;
$收 入 份 额 为

14T
;424
;2
$基尼系数为Q4#反映子群内部收入差距与子群 之 间 收 入 差 距 的 项

分别记为QO 和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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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尼系数的子群分解大致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为先求出群内不

平等的贡献额#然后将剩下部分归结为群间不平等的贡献额"虽然学者们对

于群内基尼系数的形式完全一致#但针对群内基尼系数的权数却有不同主张"

O), $">A>%主张组内基尼系数的权数为各群人口份额#即

Q.8
3

4."
44Q40Q#1 $"%

N)(;)&)H$">?@%则认为组内基尼系数的权数为各群的收入份额#即

Q.8
3

4."
14Q40Q#1 $#%

当然式 $"%与式 $#%的组间不平等Q# 并不相同#每个Q# 有着不同的

计算形式"#我们说它们是总体基尼系数减去群内不平等的剩余部分#主要是

从数值方面以及Q# 的结构方面讲的"

" 由于这两个等式中的Q# 比较复杂#涉及一些其他符号#因为这些不是本文重点#所以没有将它们完整

地表示出来#欲详细了解 分 解 形 式 的 读 者 可 以 参 看 O),$">A>%&N)(;)&)H$">?@%以 及 K)H)(<Z)0’E&
$">!#%等"

第二种思路为先求出群间不平等的贡献额#然后将剩下部分归结为群内

不平等的贡献额"比如b&)11)+&)04))(<N)&)3)(,9’H$">A?%提出的分解方

法是先求出群间基尼系数贡献额#即Q#."#8
3

4."
8
3

<."
444< 24

2
/2<
2

#再用总体

基尼系数减去Q# 表示组内不平等QO 的贡献额#即总体基尼系数为

Q. "#8
3

4."
8
3

<."
444< 24

2
/2<
2
0QO1 $B%

K)H)(<Z)0’E& $">!#%认为上述三个式子或者是先计算群内不平等#然

后将总体不平等减去群内不平等后的剩余项作为群间不平等’或者是先计算

群间不平等#用总体不平等减去群间不平等后的剩余项作为群内不平等#这

些都不是真正的统计分解"他们认为一个严格的统计分解应该是这样的!群

间不平等U# 仅仅取决于各个子群的平均收入#群内不平等UO 仅仅取决于群

内不平等#即U#T=$2"#2##(#23%#UOT+$U"#U##(#U3%T8
3

4."
B4U4#其中B4

表示一个合适的权数"K)H)(<Z)0’E& $">!#%认为#各种分解方法的价值取

决于其背后的经济解释和说服力"
第三种思路为分别求出群内和群间不平等的贡献额#再加上一个可能的

剩余项’#其中群内不平等的贡献额为群内基尼系数的加权#群间不 平 等 就

是以各群算术平均数计算出的群间基尼系数#剩余项’是由于各群之间可能

的交叠 $8‘203)GG’(;%而产生的"比如N,,E&20f22)(<Q&,00,+EH$">!#%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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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个公式为

Q.8
3

4."
4414Q40"#8

3

4."
8
3

<."
444< 24

2
/2<
2
0’1 !L"

应该说##$世纪!$年代以来#式 !L"的分解形式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

同#相当部分文献围绕着 式 !L"进 行 探 讨#一 方 面 利 用 新 的 方 法 推 导 该 式

!Q’3920#">!>$e),#">>>"#另一方面从不同方面解释剩余项’%对于剩余项

的含义则经历了一个从不了解到相对了解的过程#N,,E&20f22)(<Q&,00,+EH
!">!#"认为不可能得到剩余项的精确含义#这是一个仅仅起维持等式平衡作

用的项$Q’3920!">!>"认为剩余项是由于不同子群之间的交错造成的交互影

响项 !_(120)+1’,(*PP2+1"#反映了子群收入分布的交错程度#而’的这个特

征又被 e’1R&)E’)(<d20-)( !">>""用 来 度 量 收 入 分 层 !Q10)1’P’+)1’,("#’
越大反映收入分层的程度越低$d)-9201)(<:0,(H,(!">>B"则通过图形解

释了剩余项的含义%
此外#将所有子群按24 从小到大排序后#K);/- !">>?"给出的一个分

解公式为&

Q.8
3

4."
4414Q408

3

4.#
8
4/"

<."

!441<04<14"Q,4<# !@"

其中Q,4<定义为第4群与第<群的广义基尼比率 !*\12(<2<I’(’O)1’,"#计算

公式为Q,4< .
’4<

2402<
.8

;4

)."
8
;<

(."

8L4)/L<(8
;4;<!2402<"

%K);/- !">>?"在定义经济富

裕 !*+,(,-’+:PP3/2(+2"概念# 的基础上将式 !@"化为&

Q.8
3

4."
4414Q408

3

4.#
8
4/"

<."

!441<04<14"Q,4<T4<08
3

4.#
8
4/"

<."

!441<04<14"Q,4<!"/T4<"#

!A"

# 首先将平均绝对差距作如下变形&

’4< .
8
;4

)."
8
;<

P."
8L4)/L<P8

;4;< .
8
;4

)."
8

L4)#L<P

!L4)/L<P"

;4;< 0
8
;4

)."
8

L4))L<P

!L<P/L4)"

;4;<

该式右边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记为C4<和$4<#其中C4<定义为第4个子群与第<个子群之间总的经济富

裕!I0,HH*+,(,-’+:PP3/2(+2"#$4<定义为转移变异!=0)(H‘)0’)1’,(#即个体差值L4)UL<(与子群平均数差

值24U2< 符号不一致"的一阶矩#这样C4<U$4<就表示第4个子群相 对 于 第<个 子 群 的 净 经 济 富 裕!721
*+,(,-’+:PP3/2(+2"#T4<T!C4<U$4<"’’4<表示第4个 子 群 相 对 于 第<个 子 群 的 相 对 经 济 富 裕!O23)1’‘2
*+,(,-’+:PP3/2(+2"%

其中式 !A"右边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定义为群间不平等的净贡献率与转移

变异贡献率#这两项之和表示群间不平等的贡献率%可以证明#式 !A"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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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数量上与式 "L#的三 项 分 别 相 等$从 这 个 角 度 讲$式 "A#的 第 三 项 也

是对’的一种诠释%

不难发现$按照式 ""#&"##或 "B#的分解方法$QO 和Q# 总有一个缺

乏明确的经济意义$实证分析 时 虽 然 简 便 但 解 释 能 力 较 差%应 该 说$式 "L#

的三项分解比式 "B#的两项分解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式 "L#中的QO 和Q#
也均有明确的经 济 意 义$但 美 中 不 足 的 是Q# 度 量 群 间 收 入 不 平 等 不 尽 合 理

"详细说明见第四部分#$由此产生的剩余项’即便有其他方面的含义 "比如

可以度量收入分层#$也因为这些含义与不平等不是同一个概念$致使式 "L#

中Q# 和’ 对总体收入不平等Q 的解释是不明晰的%式 "A#利用经济富裕解

释群间不平等很有新意$但是Q,4<与基尼系数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 "详细说明

见第五部分#$解释效果与式 "L#其实也是等价的%因此$一个理论上可行&
实际意义明确并且与基尼系数内涵相一致的分解公式将是非常有用的%

三!群内基尼系数的权数

从前面列举的分解 公 式 可 以 看 出$群 内 基 尼 系 数 的 权 数 有44&14 和4414
等三种形式$因而有必要探究较为合理的权数%为了便于论述$我们以两个

子群为例进行 说 明$设 低 收 入 群 和 高 收 入 群 分 别 为a,T"L,"$L,#$’$L,?#和

aeT"Le"$Le#$’$Le;U?#$群内收入 均 按 升 序 排 列$;#?$且 低 收 入 群 和 高 收

入群的洛伦茨 "d,02(R#曲线分别如图"和图#中的T与J 所示%

图!!低收入群洛伦茨曲线
!!

图"!高收入群洛伦茨曲线

首先$如果两个子群之间没有交错现象$即a,T"L"$L#$’$L?#$aeT
"L?S"$L?S#$’$L;#%若任意一个收入L) 属于低收入群$则它在T 上的坐标

为 )
?
$
8
)

P."
LP

8
?

P."
L

’

(

+

,P

$其中"5)5?(但若从总体角度看$它在图B中总体洛伦茨

曲线H上的坐标应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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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

P."
LP

8
;

P."
L

’

(

+

,P
. ?
;
$)
?
#
8
?

P."
LP

8
;

P."
LP
$
8
)

P."
LP

8
?

P."
L

’

(

+

,P
. 4"$)?

#1"$
8
)

P."
LP

8
?

P."
L

’

(

+

,P
1 !?"

若 任 意 一 个 收 入 L) 属 于 高 收 入 群#则 它 在 J 上 的 坐 标 为

)/?
;/?

#
8
)

P.?0"
LP

8
;

P.?0"
L

’

(

+

,P

#其中?S"5)5;U?#但是该收入在总体洛伦茨曲线H上

的坐标为%

)
;
#
8
)

P."
LP

8
;

P."
L

’

(

+

,P
. ?
; 0

;/?
;
)/?
;/?

#
8
?

P."
LP

8
;

P."
LP
0
8
;

P.?0"
LP

8
;

P."
LP
$
8
)

P.?0"
LP

8
;

P.?0"
L

’

(

+

,P

. 4"04#$)/?;/?
#1"01#$

8
)

P.?0"
LP

8
;

P.?0"
L

’

(

+

,P
1 !!"

由式 !?"不难看出#当图B中的横坐标小于等于4" 时#H上任意点的横

坐标和纵坐标分别相当于图"中T 上某个对应点的4" 和1" 倍&而 由 式 !!"
可以发现#当图B中的横坐标大于4" 时#H上任意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

减去4" 和1" 后#相当于图#中J 上某个对应点的4# 和1# 倍’因而对应的面

积关系为D"T4"1"DT#D#T4#1#DJ’又由于两个子群的基尼 系 数 分 别 为Q"T
#DT#Q#T#DJ#总 体 基 尼 系 数QT#!D"SD#SDFF#S"#所 以QT4"1"Q"S

4#1#Q#S#DFF#S#从而表明两个子群内部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额分别为

4"1"Q" 和4#1#Q# !此时的#DFF#S反映两个子群之间的不平等"’

图!!总体洛伦茨曲线 !子群无交错"
!

图"!总体洛伦茨曲线 !子群交错"

其次#如果两个子群之间存在交错现象#即低收入群中部分高收 入 者 的

收入大于高收入群中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总体不是严格按照从低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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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而是先对低收入群进 行 排 序"接 着 再 对 高 收 入 群 排 序"这 样 得 到 图L
中的曲线F#S"当然实际的总体洛伦茨曲线仍然为H#设T上任意一点的坐

标为 )
?
"
8
)

P."
L,P

8
?

P."
L,

’

(

+

,P

"那么从总体的角度 $曲线F#S%看"该点坐标为!

)
;
"
8
)

P."
L,P

8
;

P."
L

’

(

+

,P
. ?
;
&)
?
"
8
?

P."
L,P

8
;

P."
LP
&
8
)

P."
L,P

8
?

P."
L,

’

(

+

,P
. 4"&)?

"1"&
8
)

P."
L,P

8
?

P."
L,

’

(

+

,P
1 $>%

同理"对于J 上 任 意 一 点 的 坐 标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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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总 体 看 的 坐 标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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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式 $>%’式 $"$%与式 $?%’式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

而均有D"T4"1"DT"D#T4#1#DJ#所不同的是"当子群之间不存在交错时"图

"中的T和图#中的J 按一定比例缩小后恰好为图B中的总体洛伦茨曲线H
的一部分(而当两个子群之间存在交错时"T 和J 按一定比例缩小后将不再

是H 的一部分 $如图L所示%B#

B d)-9201)(<:0,(H,($">>B%作过类似分析"但他们的目的 主 要 是 用 几 何 图 形 解 释 前 面 的 式$L%"本 文

则重点说明群内基尼系数的权数"对式$L%并不完全认同#

虽然上面只是针对两个子群进行了分析"但对于任意个子群而 言"我 们

完全可以类似地推导出上述结论"即第4群的群内不平等对总体基尼系数的

贡献为4414Q4"从而表明群内基尼系数Q4 的权数应该为4414#
金成武 $#$$?%用矩阵向量说明了基尼系数子群分解的一般形 式’意 义

以及分解的非唯一性"讨论了基尼系数子群分解的数学实质"揭示了各种分

解形式的内在联系#金成武 $#$$?%的研究表明"对于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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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多种组合结果#探求合适分解形式是非常必要的$从群内不平等对总体

不平等的作 用 程 度 看#本 文 认 为 群 内 基 尼 系 数 的 权 数 应 该 是 唯 一 的#即 为

4414#其他形式的权数均有失科学性$

四!具有基尼系数内涵的群间不平等测度指标

由于一般认为群间不平等仅仅取决于各个子群的平均收入#因而通常用

基尼系数度量的群间不平等就是Q# . "#28
3

4."
8
3

<."
444<724U2<7#即以子群算术

平均数24 为代表值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但是24 作为子群代表值可能存在一定

偏差#因为它的代表性高低与群内各单位的收入分布密切相关#群内不平等

越大#其代表性就越 差$比 如 两 个 子 群 收 入 分 布 分 别 为!"#"##!"与!"$#"$#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两个子群之间的差距为$#但

如果利用算术平均数测度差距#两个子群之间就没有差距$实际上#第一个

子群平均每个人的福利状况要低于第二个子群#因此在比较子群之间的不平

等时#b3)+E,094%K,()3<H,()(<:/20H20; !">!""强烈建议用平均分配等值

收入 !2D/)334<’H10’9/12<2D/’‘)32(1’(+,-2"代 替 算 术 平 均 数$:1E’(H,(

!">?$" !提出的平均分配等值收入就是幂平均数 8
;

)."
L<)& "; "&V

!当V6$时"或

!几何平均数 >
;

)."
L ") "&;

#由于V)"的幂平均数赋予低收入者较大权重 !V越

小#低收入者赋予的权重就越大"#一般认为它比算术平均数能更好地反映子

群之间的不平等$当然参数V的取值不同#群间不平等的具体数值也会有所

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
应该说如何科学测度群间不平等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议

题#除了等值收入外#K);/- !">!$"和e’1R&)E’!">>L"等探讨了经济距离

!*+,(,-’+K’H1)(+2"测度群间差距的思路# ,̂HH211)(<Q,/1& !">!B"分析

了群间不平等的概念及测度准则#5’(,< !">!@")(<I)H1c’01& !">!@"提出

了经济优势 !2+,(,-’+)<‘)(1);2"的 分 析 思 路#*9201!">!L"利 用 分 布 函

数距离进行测度$与群内不平等一样#在建立公理的基础上探讨合适的群间

不平等指标正成为一种研究范式#这无疑为科学测度群间不平等提供了一个

规范和准则$但笔者以为#对任何一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子群分解时#需要根

据该指标的内涵构造群间不平等的测度方法#至于这个群间不平等指标自身

的合理性#那不是分解所能解决的问题$由于每个不平等指标的内涵不一样#
其对应的群间不平等指标也应有所区别$

若总体 收 入 分 布 aT!L"#L##’#L;"#根 据 O/(+’-)( !">AA"以 及

e’1R&)E’!">?>"定义的相对剥夺 !O23)1’‘2K2G0’‘)1’,("#第)个单位跟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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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相比而言的相对剥夺为!

!)P .
LP/L)" 若L))LP"

$" 若L)4LP
&
’

( "
#""$

则第)个单位的平均相对剥夺为!) .
8
;

P."
!)P

;
"所有单位平均的相对剥夺为/!.

8
;

)."
!)

;
%由于基尼系数Q为!

Q. "
#;#28

;

)."
8
;

P."
8L)/LP8. "

;#28
;

)."
8
;

P."
-)\#$"LP/L)$

. "
;#28

;

)."
8
;

P."
!)P .

8
;

)."
!)

;2
.
/!
2
" #"#$

因此基尼系数可 以 看 做 所 有 单 位 平 均 的 相 对 剥 夺 与 平 均 数 的 比 值%应 该 说"

相对剥夺!)P的概念充分反映了基尼系数的本质内涵"Q.
8
;

)."
!)

;2
.
/!
2

是体现基

尼系数内涵的一个计算公式%
若某个收入L)属于54"则该收入的平均相对剥夺为!

!).
8
;

P."
!)P

; .
8
P%5"

!)P08
P%5#

!)P0&08
P%53

!)P

;

.;";

8
P%5"

!)P

;" 0;#;

8
P%5#

!)P

;# 0&0;3;

8
P%53

!)P

;3
" #"B$

其中
8
P%54

!)P

;4
表示L) 与本群内部所有单位的平均相对剥夺"

8
P%5<"<64

!)P

;<
反映了L)

与子群5< 所有单位相比的平均相对剥夺%从而54 与5<#46<$相比而言的平

均相对剥夺为!

/!4< .
8
;4

)."
8

P%5<"<64
!)P

;4;<
1 #"L$

/!4<反映了子群54 跟子群5< 相比的绝对不平等"用它除以54 的平均收入

24 后"可以反映子群54 跟子群5< 相比而言的相对不平等"记为Q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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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
8
;4

)."
8

P%5<#<64
!)P

;4;<24
1 !"@"

由于子群54内所有个体之间的相对不平等为Q44 .
8
;4

)."
8
P%54

!)P

;4;424
.
8
;4

)."
8
;4

P."
!)P

;#424
#

它恰好是子群54 的群内基尼系数#而Q4<与Q44的结构完全相同#因此Q4<是

一个具有基尼系数内涵的群间不平等指标$
作为符合基尼系数内涵的一个新的群间不平等指标#Q4<主要有三个方面

的特性$首先#一般来说/!4<6/!<4#Q4<6Q<4$即Q4<中的4和<不是对等的关

系#Q4<测度的是第4个子群同第<个子群相比而言的相对不平等#关注的是

第4个子群的收入不平等#比较对象是第<个子群的收入%而Q<4测度的是第<
个子群同第4个子群相比而言的收入不平等#关注的是第<个子群的收入不平

等#比较对象是第4个子群的收入$不满足对等性有点类似数学中的 &"数比

# 数多"$h’并非 &#数比" 数少"$h’#两种说法对应的基数不一样$当

我们将不平等与相对剥夺联系在一起时#不平等就是与外界相比较后的一种

感受#通常低收入者能够感受到不平等#而高收入者并没有这种感受#因此

不满足对等性是比较合理的$此外#群间不平等是各子群所有单位相比其他

子群所有单位而言的#即便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子群#只要该子群与其他子群

的收入存在交错部分#就存在相对不平等$最后#群间不平等Q4<的最小值为

$ !针对收入最高且与其他子群没有交错的子群来说"#但它的最大值可能大

于"#因此它不具备基尼系数的值域($#")$

五!一个新的基尼系数子群分解公式

Q2( !#$$B"指出#如果不平等指标是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单位 !比如方差

和一般熵指数等"#而不是将每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相比较#则该指标一定满

足子群可分解性%反之#如果不平等指标是由每一个单位与所有其他单位相

比较而构成的函数 !比如基尼系数"#则该不平等指标不满足子群可分解性$

Q2( !#$$B"的概括无疑非常精炼#但他所指的可分解形式显然受了传统理解

的约束#即群间不平等就是以子群算术平均数为自变量的某个函数$但是如

果群间不平等 指 标 符 合 基 尼 系 数 的 内 涵#即 本 文 提 出 的Q4<#情 况 又 会 如

何呢？

根据式 !"#"和式 !"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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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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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14Q4408

3

4."
8
<"<64
4<14Q4<1 #"A$

式 #"A$表明基尼系数满足子群可分解性"而且群间不平等指标与群内

不平等指标的意义一致"均具有基尼系数的内涵%对比现有的基尼系数子群

分解公式"式 #"A$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式 #"A$右边的前一项8
3

4."
4414Q44 表示各群群内基尼系数的加权平

均"它跟Q 的 比 值 可 以 反 映 群 内 不 平 等 对 总 体 基 尼 系 数 的 贡 献&后 一 项

8
3

4."
8
<"<64
4<14Q4< 表示的是每 个 子 群 跟 其 他 子 群 相 比 的 群 间 不 平 等 的 加 权 平 均"

该项跟Q的比值反映了群间不平等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此外"4414Q44’Q
与4<14Q4<’Q分别表示第4群的群内不平等以及第4群与第<群相比的群间不

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且8
<"<64
4<14Q4<’Q测度了第4群与所有其他子群相

比而言的群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
第二"式 #"A$中所有群内不平等指标与群间不平等指标的权数之和为

""即8
3

4."
441408

3

4."
8
<"<64
4<14 .8

3

4."
441408

3

4."

#"U44$14T"%也就是说"这个分

解公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加权平均%L

L 可能是受泰尔指数分解公式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群内不平等的权数之和应该等于"#%,c233"#$$$$%
笔者认为"当把群内不平等与群间不平等同等看待 时"应 该 是 所 有 权 数 之 和 等 于""从 某 种 意 义 上 看"这

才是真正的加权平均%当然每个不平等指标均有着特定内涵及分解形式"并不能强求所有不平等指标分

解时权数之和均等于"%

第三"与基 尼 系 数 的 其 他 分 解 公 式 相 比"式 #"A$的 科 学 性 比 较 突 出"
应用性也更强%式 #"A$表 明"如 果 按 照 基 尼 系 数 的 内 涵 定 义 群 间 不 平 等"
那么式 #L$中的剩余项’就不复存在"而且能区分每个子群的群间不平等对

总体不平等的贡献"解释能力大大增强%虽然式 #@$与式 #"A$的外形非常

相似"但两个分解公式第二项的构造和解释完全不同%应该说"就绝对差距

’4< .8
;4

)."
8
;<

(."

8L4)/L<(8
;4;<

而言"它测度的是第4群任一单位与第<群任一单位

之间的平均绝对差距"这是非常合理的"但作为反映平均相对差距的Q,4<"等

于绝对差距除以两个子群平均收入之和"即为Q,4<T’4<’#24S2<$"如此 定 义

应该不符合基尼系数的内 涵%更 重 要 的 是 从 实 际 应 用 角 度 看"式 #"A$能 够

分析每个子群的群间不平等的大小及其贡献"而式 #@$只能笼统说明两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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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间的不平等#不能深入分析这个不平等的内在结构$式 !A"将群间差距

分解为两个部分#从经济富裕的角度解释群间不平等具有一定新意#但这两

个部分在数值上等同于式 !L"的后两项#解释效果是基本类似的$至于其他

一些群内基尼系数权数不为4414 的分解公式#它们的经济意义和解释能力也

大大差于式 !"A"#而且群内基尼系数的权数不是非常合理$

六!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

在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分析时#基尼系数的收入来源分解与泰尔指数

的子群分解是常用的两种分析方法$由于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不满足子群可分

解性#因此分析中国城乡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时#绝大部分文献采用

了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还有一部分文献利用忽略剩余项’的式 !L"进行分

析$与现有实证分析不同的是#本 文 将 利 用 式 !"A"对 中 国 总 体 基 尼 系 数 按

城乡进行分解#分析城乡各自的群内不平等以及群间不平等对总体基尼系数

的贡献$
对城乡两个子群而言#式 !"A"可以化为%

Q.4J1JQJJ 04’1’Q’’ 04’1JQJ’ 04J1’Q’J# !"?"

@ 农村人口比重由">>$年的?B1@>h逐渐下降到#$$@年的@?1$"h#关于各年城 乡 人 口 比 重 数 值 可 参

见&#$$A年中国统计年鉴’表L@"$

其中下标J 代表城镇#下标’表示农村$有关年份的收入不平等如表"所示$
不难发现#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农村群间不平等以及总

体基尼系 数 均 呈 扩 大 趋 势##$$@年 与">>$年 相 比#四 个 指 标 分 别 增 加 了

!#6#"h(##6@Bh("B@6">h和LA6#!h$城镇群间不平等却 呈 现 缩 小 趋 势#

#$$@年与">>$年相比降低了@#6#?h#但由于该指标数值较小#它对总体不

平等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从表#中第#到第@列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在总体

不平等的贡献率中#一半以上来自农村群间不平等项#近期更是达到了A$h
以上#这说明增加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中下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它不仅有助于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而且非常有利于降低

总体收入不平等$此外#农村内部不平等虽呈现扩大趋势#但由于农村人口

比重的大幅度下降@#农村内部不平等项4’1’Q’’ 的贡献率不断缩小##$$@年

的贡献率只有"#6A#h$与 之 相 反 的 是#由 于 城 镇 内 部 不 平 等 的 较 大 幅 度 增

加#以及城镇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城镇内部不平等项4J1JQJJ的贡献率呈现

增长趋势##$$@年达到了#"6A>h$目前我国正处于加 速 发 展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中#城镇人口比重4J以及收入比重1J 的不断增加将是必然趋势#因此如果要

控制城镇群内不平等项4J1JQJJ#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降低QJJ#这就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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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城镇贫困人员的社会救助"切实提高城镇中下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表#右边三列分别为依据式 $L%和 式 $@%计 算 的 群 间 差 距 贡 献 率 及 剩

余项贡献率"虽然从数量上看三个式子是相等的"即"S#TSSTT>"但式

$"?%的经济意义和解释能力明 显 要 强 于 其 他 两 个 式 子#式 $@%只 能 说 明 城

乡差距总的贡献率"不能具体分析这个差距中农村和城镇各自的贡献率"发

现不了农村相比城镇的巨大差距&式 $L%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剩余项

’是一个有别于收入差距的概念"从经济意义上是很难用’解释总体收入差

距的#

表!!城乡内部基尼系数!群间不平等及总体基尼系数

年份
城镇内部

基尼系数QJJ

农村内部

基尼系数Q’’

城镇群间

不平等QJ’

农村群间

不平等Q’J

总体基尼

系数Q
">>$ $6"?A@ $6#>B! $6$B$! "6$B@B $6B"BB
">>@ $6#$?? $6BB?B $6$#L? "6@#LA $6B?!!
">>! $6##A" $6BB$! $6$#L# "6@L$$ $6B?!B
">>> $6#B#> $6BBA$ $6$### "6ALAL $6B!!"
#$$$ $6#L@" $6B@B$ $6$#$" "6!B#> $6L$?"
#$$" $6#@@? $6B@>! $6$#$> "6!!?B $6L"L#
#$$# $6B$A? $6BALL $6$#@# #6$$"! $6LB?#
#$$B $6B"A? $6B?"? $6$##! #6"@$> $6LL!?
#$$L $6B#B> $6B@!B $6$">? #6">@A $6LL!B
#$$@ $6B#"A $6BA"$ $6$"L? #6LL#B $6L@!B

注!本表城镇基尼系数是根据城镇居民收入的七等分数据计算的"农村基尼系数根据农 村 居 民 收

入#$等分数据计算 $其中">>$年为"#等分数据%#要说明的是"统计年鉴中收入高 低 是 按 家 庭 人 均

收入排序的"本文依据各个收入等级家庭的平均人口"将各个等级的家庭比重转化为人口比 重"以 各

个等级的人口比 重 及 其 人 均 收 入 计 算 基 尼 系 数"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详 细 讨 论 可 参 见 洪 兴 建 和 李 金 昌

$#$$@%#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表"!各部分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

年份

城镇内

部贡献

率$h%

农村内

部贡献

率$h%

式$"?% 式$L% 式$@%

城镇群间贡

献率$h%"
农村群间贡

献率$h%#
群间差距Q#
贡献率$h%S

剩余项’
贡献率$h%T

群间贡献

率$h%>
">>$ A6#A L$6$A B6$B @$6A@ L>6AA L6$# @B6A>
">>@ !6$$ B"6L? #6B# @!6#" @@6!> L6A@ A$6@B
">>! ""6$@ #A6$" #6B@ A$6@> @!6#" L6?B A#6>L
">>> "#6"" #B6?B #6"A A"6>> @>6!$ L6B@ AL6"A
#$$$ "B6BB #"6LA "6># AB6#> A"6B# B6!! A@6#$
#$$" "L6A@ ">6>> "6>! AB6B! A"6B@ L6$" A@6B@
#$$# "?6!> "?6AL #6#> A#6"! @>6!? L6A$ AL6L?
#$$B ">6B? "@6!> #6$@ A#6A> A$6A# L6"# AL6?L
#$$L #$6!! "L6B@ "6?A AB6$" A"6## B6@@ AL6??
#$$@ #"6A> "#6A" "6B" AL6B> AB6$! #6A# A@6?$

注!本表贡献率数据是由式 $"!%)式 $L%以及式 $@%右 边 的 每 一 项 除 以Q计 算 得 来"其 中 三

个等式计算的城乡群内贡献率是相同的#
数据来源!根据表"以及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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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测算的结果与程永宏 !#$$?"的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原因 是 两 者

的分解公式不一样$程永宏 !#$$?"的群内基尼系数权重为人口份额#而本

文权重为人口份额与收入份额之积#由于他的权重大于本文权重#因而其计

算的群内不平等贡献率大于本文结果#相应地他测算的群间不平等贡献率远

远小于本文结论$当然本文直接根据样本的分组数据计算#而程永宏利用了

特定函数拟合收入分布#这也是造成差异的一个次要原因$
下面我们再从基尼系 数 变 化 的 角 度 分 析 有 关 因 素 的 影 响$由 于 式 !"?"

可以写成%

Q!4J#4’#2J#2’#QJO#Q’O#QJ##Q’#"

!! .4#J 2J
4J2J 04’2’

QJO 04#’ 2’
4J2J 04’2’

Q’O

!!!0!4J /4#J" 2J
4J2J 04’2’

QJ# 0!4’ /4#’" 2’
4J2J 04’2’

Q’## !"!"

其中2J&2’分别表示城镇居 民 和 农 村 居 民 的 人 均 收 入$根 据 式 !"!"可 知#
影响全体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动&城乡人

均收入的变动&城乡群内不平等以及群间不平等的变动等#我们可以分析在

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动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其中城乡人口比重变动

而引起的基尼系数变化可以表示为A%

’Q4.Q!4J"#4’"#2J$#2’$#QJO$#Q’O$#QJ#$#Q’#$"

/Q!4J$#4’$#2J$#2’$#QJO$#Q’O$#QJ#$#Q’#$"# !">"

A 万广华等!#$$A"注 意 到 选 择 不 同 的’参 照 点(会 产 生 不 同 的 分 解 结 果#因 而 他 们 采 用 了Q&,00,+EH
!">>>"提出的Q&)G324值分解法#并认为建立在合作博弈论基础上的这一方法是科学的$虽然这一方法

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青睐#但笔者以为Q&)G324值分解法自身并不完善#其理论基础存有争议$Q&)G324值

的核心是平均分配合作产生的收益#而不考虑合作各方所面临的风险等因素#这种平均分配方式显然 有

失公平#因此基于风险因子等一些分配思想被学者们提了出来!戴建华等##$$L"$本文选择基期为 参 照

点#其用意就是单纯反映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这也是进行因素分析的最基本方法$当然每一种分 解 方

法可能都有它的不足之处#需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机理与经济意义的角度选择最合适的方法$

上式中下标"和$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比如4J"表示报告期城镇人口份额$
类似地#城乡人均收入变动&城乡内部不平等以及群间不平等变化造成的总

体基尼系数变动可以分别如下表示%

’Q2 .Q!4J$#4’$#2J"#2’"#QJO$#Q’O$#QJ#$#Q’#$"

/Q!4J$#4’$#2J$#2’$#QJO$#Q’O$#QJ#$#Q’#$"# !#$"

’QO .Q!4J$#4’$#2J$#2’$#QJO"#Q’O"#QJ#$#Q’#$"

/Q!4J$#4’$#2J$#2’$#QJO$#Q’O$#QJ#$#Q’#$"# !#""

’Q# .Q!4J$#4’$#2J$#2’$#QJO$#Q’O$#QJ#"#Q’#""

/Q!4J$#4’$#2J$#2’$#QJO$#Q’O$#QJ#$#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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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比重反映了总体的人口结构"它的变化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

可以称为结构效应#城乡人均收入变化反映了城乡收入水平的增长差异"由

于它导致的总体基尼系数变动可以称为水平效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城乡群内不平等与群间不平等这些局部不平等的变化也会使得总体基尼系数

发生变动"这种变动称为局部不平等效应"具体又可分为群内不平等效应和

群间不平等效应$因此式 %">&至 式 %#B&这 四 个 公 式 分 别 测 算 了 总 体 基 尼

系数变动的结构效应’水平效应’群内不平等效应和群间不平等效应$当然

两个时期的总体基尼系数变动除了受上述因素独自变动影响外"还与这些因

素之间的交互变动 %’(120)+1&有关$为简洁起见"本文对所有其他交互变化

导致的总体基尼系数变动不加细分"统称交互效应"记 为’QU$因 此 基 尼 系

数的总变动’Q可以分解为!

’Q.’Q40’Q20’QO 0’Q#0’QU1 %#B&

要说明的是"’QO 和’Q# 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城镇和农村的群内及群间

不平等效应$主要对比年份的总体基尼系数变动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如

表B所示$可以发现"在四个对比年份中"农村的群间不平等效应 最 大"其

数值均大于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动值"因此这是导致我国全体居民收入基尼系

数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其次"城镇和农村的内部不平等效应也是引起总体基

尼系数上 升 的 原 因 之 一"且 城 镇 内 部 不 平 等 效 应 逐 渐 增 强$虽 然 从">>$(

#$$@年这一大的对比时段看"农村内部不平等效应要强于城镇内部不平等效

应"但从不同对比年份看"城镇内部不平等效应的作用渐渐超过了农村内部

不平等效应"而且#$$@年与#$$$年相比"农村内部不平等已 经 转 变 为 总 体

基尼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最后"结构效应’水平效应以及交互效应大多导

致总体基尼系数 的 下 降"表 明 这 些 因 素 的 变 动 有 利 于 总 体 基 尼 系 数 的 缩 小$
应该说"我国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以及城乡人均收入的上升趋势会持续

一段较长时间"因而无论是结构效应还是水平效应"它们降低总体基尼系数

的作用还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起作用"但从它们降低总体基尼系数的幅度看"
远没有增加总体基尼系数的局部不平等效应大$

表!!影响总体基尼系数变动的各种效应分析

对比年份

结构

效应

%h&

局部不平等效应 %h&
群内不平等效应 群间不平等效应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水平

效应

%h&

交互

效应

%h&

总变动

%h&

">>$(">>@ U$6"# $6B@ !"6!A U$6"> ?6@$ U#6$> U$6?@ A6@@
">>@(#$$$ U$6@> $6@@ $6@@ U$6"A L6LA U"6!" U$6"? #6!B
#$$$(#$$@ U$6!B "6? U$6"B U$6#" !6@A UB6AL U$6BB @6"#
">>$(#$$@ U"6B! "6?" "6?! U$6@B "A6AL U@6L@ "6?# "L6@

资料来源!根据表"与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度的是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不平等"虽然城 乡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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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收入的不平等要更加合理#但如何将城乡 !地区"名义收入转化为可比

收入是一个非常 复 杂 的 问 题$由 于 本 文 重 点 探 讨 基 尼 系 数 的 子 群 分 解 方 法#
该方法对城乡实际差距的分解也是适用的#因此关于可比收入的研究可以归

结为另外一个 问 题#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论 述 可 以 参 见],&(H,( !#$$#"%李 实

!#$$B"%江小涓等 !#$$@"%易刚等 !#$$A"以及李实等 !#$$!"$

七!结!!语

如何测度子群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比较棘手的方法论问题#而关于

不平等指标是否满足子群可分解性#很大程度上又与群间不平等的定义密切相

关$本文认为#需要依据每个不平等指标的内涵定义相应的群间不平等#以子

群算术平均数的某一函数 !包括比值或差值"测度群间不平等只是一种方法#
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合适的方法$由于基尼系数与相对剥夺概念的一致性#
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定义了群间不平等#从而给出了基尼系数一个新的子群分

解公式$从群内基尼系数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以及群间不平等指标是否具有

一致性的意义看#本文提出的分解公式比较合理#而且相比其他分解公式#本

文分解公式在实证分析中具有较好的经济意义和较强的解释力$
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城乡分解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群间不平等的贡献率

最大#城镇群内不平等的贡献率也有较大程度的上升#这两个因素是导致我

国全体居民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基尼系数的增量分析结果看#农

村群间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已经超过总体基尼系数的增量$因此#为了有效

控制我国全体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需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同时着

力提高城镇中下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切实做好贫困人员的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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