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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地评述 过 去 一 百 年 来 有 关 总 量 贫 困 测 度 的 研 究#目 的

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 展 线 索 和 理 论 成 果#为 中 国 的 贫 困 研 究 奠 定 基

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
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 缺 点 和 适 用 性’文 章 最 后 探 讨 了 总 量 贫 困 测 度

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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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于公理方 法 的 贫 困 测 度#基 于 福 利 方 法 的 贫 困 测 度#多 维 度

贫困测度

一!引!!言

贫困一直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研究贫困有

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贫困识别#二是贫困测度’关于贫困测度#研究 者 们 分

别从总量贫困测度和局部贫困排序 !;+23)+5;.L4236.2C42)*BG"这两个相互关

联又有所区别的角度展开研究’主要涉及科学的贫困指数构建*合适的指数

选择和实际应用’总量贫困测度主要是在F4* !<=>%"的开创性论文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目的是构建新的贫困指数来替代传统的贫困指数’局部贫困排序

关注的是在多种贫困测度标准下#收入分布排序的一致性问题 !b(4*B##$$$"’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对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进行介绍

和评论’从历史发展看#总量贫困测度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世

纪初到#$世纪>$年代#是传统贫困指数产生与应用阶段)!#"#$世纪>$年

代末到?$年代中期#是各种贫困指数和测度方法蓬勃发展的阶段)!""#$世

纪?$年代后#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种贫困指数在实践中的应用’在过

去#$年间#已经存在一些关于总量贫困测度的文献综述#如T.G342!<=?&"*

F4)C5!<=??"*’(+K2+L+236 !<==$"*Y.2..+( !<==<"*F4* !<==#"和b(4*B
!<==>"等’其中#b(4*B !<==>"系统地讨 论 了 各 种 贫 困 公 理 的 性 质 及 其 相

互之间的关系#并 运 用 相 关 的 贫 困 公 理 对 一 系 列 贫 困 指 数 做 出 分 析 和 评 价’
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困测 度 方 法 及 其 应 用 又 有 了 一 些 新 进 展#如 徐 宽 和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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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B!#$$<"对FFZ指数进行的有益拓展#多维度贫困测度方法的蓬勃兴起’
因此#系统总结和评述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一方面#它将有

助于更进一步加深对贫困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它也必将有助于探讨适

合中国的贫困测度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一些数学符 号*基 本

概念和公理)第三部分介绍和评述传统的两个贫困指数)第四部分介绍和讨

论以公理方法为基础的贫困指数#即F4*指数及由其衍生而来的一系列贫困

指数)第五部分介绍和评述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贫困测度)第六部分介绍和

评述多维度的贫困测度)最后是文章的总结和简要的评论’

二!总量贫困测度的基本概念和公理

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总量贫困测度上#不妨作以下基本假定(!<"贫困线

是外生给定的)!#"个人 !或家户"是同质的)!""收入是福利水平的测度变

量)!&"将个人 !或家户"的偏好视为理性和稳定的#不考虑诸如香烟*毒品

之类的特殊消费品所带来的复杂问题’

!一"数学符号

假设研究目标由,个个人 !或家户"构成#令+E2?<#?##.#?<#?G#.#

?,3为构成个人 !或家户"的收入按非递减的顺序排列的向量#这里#?< 表示

第<个个人 !或家户"的收入’令贫困线为R#$#当?<$R时#则<被视为贫

困个人 !或家户"’令贫困人口的数量为B’如果?<$R#令?"< E?<#否则令

?"< ER#即?"< E/)*!?<#R"#由此得到一个修改的收入向量 !-4*G.24C)*-./4

C)G32)S13).*L4-3.2"+"E2?"< #?"# #.#?", 3’同理#如果?"< E/+D!?<#R"#则

可得到另一个修改的 收 入 向 量+"E2?"< #?"# #.#?", 3’在 总 人 口 收 入 向 量+
中删除非贫困人口的收入向量部分#便得到贫困人口的收入向量+3E2?<#?##

.#?B3’总人口的平均收入%?5<,&
,

<5<
?<#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45<B&

B

<5<
?<#修

改的收入向量d" 的平均值为#5
<
,&

,

<5<
?"< ’贫困人口收入分布+3 的基尼系

数 !P)*)-.4AA)-)4*3"K3 5
<
#B#4&

B

<5<
&
B

G5<
S?<T?GS’

!二"有关贫困的一些基本公理<

< 贫困公理是指能被社会大众所公认且无须证明的对贫困测量认识的规范性要求’

!!贫困测度是在有关贫困的认识和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反映这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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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概念’由于对贫困的认识涉及到价值判断和社会观念等因素#因而贫困

测度必须满足能反映有关的一些规范性要求’这些被称为公理的规范性要求

便于描述贫困指数的性质#并成为判断某一贫困指数优劣的标准’F4*是贫困

测度公理方法的首创者#在此之前#一般使用的贫困指数都是在某种先验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 !徐宽和cGS42B##$$<"#但F4*认为贫困指数必须与在理论

上经得起考验的标准相符’于是在F4*的倡导下#确立了以下一系列基本公

理’

<8相关性公理 !A.-1G+D)./"(贫 困 指 数 应 与 非 贫 困 人 口 的 数 量 有 关#
而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布无关’

#8弱单调性公理 !M4+K/.*.3.*)-)36+D)./"(其余情况不变#任意一个

穷人的收入减少都应使贫困指数提高’

"8强单调性公理 !G32.*B/.*.3.*)-)36+D)./"(其余情况不变#任意一

个穷人的收入增加#并可能越过贫困线#都应使贫困指数降低’强单调性公

理意味着弱单调性公理#反之则不成立’

&8弱转移性公理 !M4+K32+*GA42+D)./"(收入由一个较穷的穷人向另一

较富的穷人转移#转移之后#后者仍未脱贫#则贫困指数应提高’

!8强转移性公理 !G32.*B32+*GA42+D)./"(收入由一个较穷的穷人向 另

一较富的穷 人 转 移#转 移 之 后#后 者 可 能 越 过 贫 困 线#则 贫 困 指 数 应 提 高’
同样#强转移性公理隐含着弱转移性公理#其区别在于前者允许贫困人群发

生变化’

%8弱转移敏感性公理 !M4+K32+*GA42G4*G)3)L)36+D)./"(贫困指数对更

低收入水平的贫困人口 之 间 的 收 入 转 移 更 敏 感’如 贫 困 人 口 中 的<#G#P#0#?<
向?G#?P 向?0 各转移收入$!#$"#且?G ?̂<E?0 ?̂P#$#转移之后没有人越

过贫困线#则贫困指数对前一种收入转移更敏感’

>U连续性公理 !-.*3)*1)36+D)./"(贫 困 指 数 应 是 收 入 的 连 续 函 数#即

贫困指数3!+)R"关于?< 的一阶导数处处存在’该公理是为了保证贫困人口收

入水平的微小变化#不会引起贫困指数发生非期望的跳跃式变动’这样#贫

困指数不会对实际测度中的观察误差过度敏感’

?U复制不变性公理 !24;5)-+3).*)*L+2)+*-4+D)./"(如果计算贫困指数所

基于的收入分布是最初收入分布的P次复制#则贫困指数应保持不变’

=U对称性公理 !G6//4326+D)./"(收 入 分 布 的 排 列 次 序 变 化 不 影 响 贫

困指数的值’

<$U人口子群一致性公理 !G1SB2.1;-.*G)G34*-6+D)./"(如果收入分布

+#E!?V##?W#"’1 是从+<E!?V<#?W<"’1 获得的#且,!?V<"E,!?W<"#,!?V#"E

,!?W#"#3!?V##R"(3!?V<#R"#3!?W##R"E3!?W<#R"#则3!+#)R"(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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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可分解性公理 !C4-./;.G+S)5)36+D)./"(总 人 口 中 不 同 类 别 人 群 的

贫 困 度 量 加 权 和#恰 好 等 于 全 部 人 口 的 贫 困 程 度#即 3!+)R"5

<
,!?"&

,

<5<
3!?<#R"’该公理和人口子群一致性公理的提出是出于对实践应用的

考虑#特别是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根据这两个公理#可以按不同特 征#如 人

口学或地域特征#将总人口分成不同的组#分别计算其贫困程度’这样便于

更详细地考察总人口内部的贫困状态#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反贫困政

策’

<#U贫困线上升性公理 !)*-24+G)*B;.L42365)*4+D)./"(其余情况不变#
贫困线上升会提高贫困指数’

在上述十二 个 公 理 中#相 关 性 公 理*弱 转 移 敏 感 性 公 理*连 续 性 公 理*
复制不变性公理*对称性公理*人 口子群一致性公理和贫困线上升性公理构

成了贫困公理中的核心公理 !3(4-.24+D)./G"’这些公理相互独立#并且由

它们 可 以 推 导 出 其 他 相 关 公 理#是 一 个 科 学 的 贫 困 指 数 应 具 备 的 性 质

!b(4*B#<==>"’

三!传统的两个贫困指数

!一"贫困率X !J4+C@-.1*3U+3)."

!!贫困率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贫困指数’由于其方便计算#目前依然被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使用’贫困率是指一国 !地区"贫困人口!B"
占总人口!,"的比率#即(

X 5B,U

!!V+33G!<=%?"和F4* !<=>%"等人对贫困率指数提出了批评’主要问题

有(!<"贫 困 率 是 一 个 很 粗 的 指 数#包 含 的 信 息 量 少#在 理 论 上 存 在 缺 陷)
!#"贫困率对穷人的收入分布完全不敏感#违背了单调性和转移性公理#无法

反映贫困的深度和强度)!""贫困率指数在反贫困政策上具有误导性’如对资

源有限条件下的反贫困政策而言#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最简单的办法便

是补贴贫困人口中相对收入较高者#即离贫困线最近的穷人#使其越过贫困

线#而不是去帮助那些处于贫困最底层的人#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对

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性 很 大) !&"贫 困 率 不 适 合 于 以 家 户 为 对 象 的 调 查 数 据

!V.25CY+*K##$$!"’此 外#当 贫 困 人 口 中 出 现 可 防 止 死 亡 或 未 成 年 死 亡

!;24/+3124/.23+5)36"时#贫困率下降#这似乎表明贫困问题改善 了#但 人

们对贫困认识的直觉则是#贫困者中出现可防止死亡或未成年死亡意味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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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恶化# !I+*S12##$$""’

# 因为如贫困人口中即使出现一个可防止死亡或未成年死亡#则B
, #

B̂ <
, <̂

!,#B)<"’这种情况其实同

移民影响贫困测度的情形类似’为克 服 这 一 缺 陷#I(+*!#$$&"对 贫 困 率 指 数 进 行 了 适 当 的 修 改#得 到

XV指数(XVEB̂ B%
, B̂%

_B%,
#这里#B% 为贫困人口中可防止死亡或未成年死亡的人数’事实上#这是很多贫

困指数!如我们将要讨论的8指数"共同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贫困率指数却在广 泛 应 用’这 是 因 为(第 一#贫 困 率

具有简单*直观*易于被普通大众所理解以及操作性强等优点)第 二#同 其

他指数相比#贫困率的计算只需一般的有关贫困状态的信息 !如一般质量的

收入数 据"#在 给 定 相 同 测 量 误 差 的 情 况 下#贫 困 率 指 数 在 统 计 上 更 可 靠

!b(4*B#<==>"’另外#T.G342和F(.22.-KG!<==?"证 明#如 果 贫 困 线 可 以

变动#那么贫困 率 将 是 一 个 最 有 力 的 贫 困 测 度 工 具’J+B4*++2G !<=?>"认

为#如果贫困线是 %饥饿线&!(1*B425)*4"#贫困率也将是一个十分优良的测

度指数’

!二"贫困人口平均贫困差距率I !O*-./4@B+;U+3)."

为了克服贫困率指数的一些不足#<=><年美国社会安全局提出了贫困差

距 !;.L4236B+;G"的概念#并用于实践’为了使该指数具有历史和地区间的

可比性#F4* !<=>%"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贫困人口平均贫困差距率

指数I#它度量了相对于贫困线而言#贫困人口平均的相对收入短缺#即(

I5&
B

<5<

RT?<
BR

#

这里#R ?̂<!<E<###.#B"表示贫困人口<相对于贫困线的收入短缺’

I指数中的R ?̂< 反映了贫困概念中绝对丢失!+SG.5134C4;2)L+3).*"的概

念#但F4*!<=>%"认为(I指数给贫困差距R ?̂< 赋予相同的权重!均为<"#忽视

了相对丢失!245+3)L4C4;2)L+3).*"#同 样 存 在 理 论 上 的 缺 陷’相 对 于 贫 困 率 而

言#I指数具有以下特点(!<"满足单调性公理#但违背了转移性公理#即无法反

映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转移)!#"对贫困人口的数量B不敏感#即该指数无法传

递有关贫困人口数量变动的信息)!""同贫困率一样#没有考虑到贫困人口内部

的收入不平等’
总的看来#X 和I指数都是在某种先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X 对I不敏感#

同样I对X 也不敏感#二者构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在实践中#X 和I指数因为

简单直观而被人们广泛使用#因而通常称之为官方贫困指数#但它们在理论上

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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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公理方法的总量贫困测度

<=>%年#F4*通过引入相对丢失的概念#运用公理方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

贫困指数’在F4*的这项开创性工作的激励下#后来的研究者又发展出一系列

各具特色的基于公理方法的贫困指数’

!一"O指数!F4*O*C4D"

F4*!<=>%"在满足相关性*单调性和弱转移性公理的要求下#通过赋予贫困

人口收入差距R ?̂< 以贫困人口收入排序的序号!B_< <̂"为权重的方法构建

出如下O指数(

O5 #
!B6<",R&

B

<5<

!RT?<"!B6<T<"

5 !X <T!<TI "" <TK "3 B
B6 ##$<

#

这里#权重函数2<EB_<̂ <#K3 为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当B较大

时# B
B_<

趋近于<#于是O指数可简化为(

OV5X2I6!<TI"K33U

!!徐宽和cGS42B !#$$<"利用OV指数所隐含的基尼社会福利函数#对OV指

数进行了进一步简化(

OW5XI!<6YK3"#

这里#YK3 为贫困人口贫困差距率分布的基尼系数’OW指数这种直接的可分相

乘性的数学结构使其更易于在实际测度中应用’

O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O指数通过使用收入排序权重系统 !3(4)*@
-./42+*K.2C42M4)B(3)*BG6G34/"#将相对丢失的概念成功地反映在贫困指

数之中#这是F4*关于贫困测度的最大贡献)!#"O指数能表达成传统的X*

I指数和基尼系数K3 的函数#从而有利于对扶贫政策诸多影响因素做出分析)
!""具有类似于基尼系数的图形化解释#增强了O指数的解释力’

但O指数还存在一些问题(!<"O指数没有考虑到贫困线以上人口的收入

分布#因而对相对丢失概念反映并不充分 !Z+K+6+/+#<=>=)’5+2K#<=?<")
!#"Z(.* !<=>="发现当收入由收 入 水 平 较 低 的 贫 困 者<向 收 入 水 平 相 对 较

高的贫困者G转移#且使G越过贫困线时#O指数不升反降#违背了强转移性

公理)!""O指数给予处于收入排序不同位置的等量收入转移以相同的权重#
背离了弱转移敏感性公理 !I+KM+*)#<=?$") !&"O指数以贫困人口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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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互比较排序的序号为权重#这种相互比较的联系性导致它无法满足人口

子群一致性和可分解性公理’这是所有以排序为权重的贫困指数共有的特征)
!!"O 指 数 是 收 入 水 平 的 非 连 续 函 数#违 背 了 连 续 性 公 理 !F(.22+-KG#

<==!")!%"O指数缺乏直觉感’因而#O指数更多出现在学术研究之中#很

少在实践中应用’
虽然存在以上 不 足#但F4*的 开 创 性 工 作 为 贫 困 测 度 引 入 了 一 套 严 谨*

科学的方法#开创了贫困测度的新时代’

!二"&指数 !Z(.*O*C4D"

在F4*的激励下#Z(.* !<=>="对O指数中的权重函数2< 进行了调整’

Z(.*以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收入排序的序号,_<̂ <作为权重#得到(

&5 #
!,6<",R&

B

<5<

!RT?<"!,6<T<"U

!!Z(.*对权重函数的这一简单调整#的确克服了O指数的某些缺陷#如满

足强转移性和连续性公理#但它却失去了对贫困人口数量B的敏感性’在实

际应用中#当,和B足够大时#&指数可简化为(

&V5XO6#2<TX3IU

!三"Z 指数 !I+KM+*)O*C4D"

为克服O指数不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的缺陷#I+KM+*)!<=?$"在F4*的

分析框架下#将权重函数调整为2<E!B_<̂ <"P!P)$"#推导出一组一般化的

贫困指数(

Z 5 B
,R%B!P"&

B

<5<

!RT?<"!B6<T<"P#

这里#%B!P"5&
B

<5<
<P #参数P为社会不平等厌恶系数 !3(4)*4]1+5)36+L42G).*

;+2+/4342"#P 越 大#表 明 社 会 对 贫 困 人 口 收 入 不 平 等 的 厌 恶 程 度 越 强’

!<"如果PE$#则ZEB,
R^4
R EXI)!#"如果PE<#则Z5 #

!B6<",R&
B

<5<

!R

T?<"!B6<T<"#即O指数)!""如果P#<#则Z 指数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

P越大#表明赋予收入水平越低的穷人的权重越大#即社会对收入水平越低的

穷人更关心’

!四"&) 指数 !Z+K+6+/+O*C4D"

Z+K+6+/+!<=>="认为O指数对相对丢失揭示不够充分#并且还有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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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缺点’Z+K+6+/+在沿用F4*的收入排序公理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修改的

收入分布+"#并利用O指数同基尼系数之间的联系#得到(

&) 5<6
<
,T

#
#,

#&
,

<5<

!,6<T<"?"< #

这里##为修改的收入分布+" 的平均收入水平#?"< E/)*!?<#R"’上式中指

数&) 恰好等于修改的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K"#即&)EK"’为了便于反

贫困政策分析#反映出贫困因素的变化趋势#Z+K+6+/+对&) 指数进行了一

些必要变换#得到(

&V) 5X2!<T%"I6%K33#

这里#%EX4
#

为 穷 人 的 累 积 收 入 比 !3(4-1/15+3)L4)*-./42+3)..A3(4

;..2"’

&) 指数具有以下特点( !<"相对于O指数而言#&) 指 数 更 关 注 相 对 丢

失)!#"&) 指数是基尼系数向贫困测度的一种更自然转换)!""&) 指数也具

有简洁的几何解释)!&"Z+K+6+/+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修改的收入分布+" 这

一分析工具引入到贫困测度之中#为后来的研究拓宽了视野’
但是#正如Z+K+6+/+自己所认识到的#&) 指数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它

违背了单调性公理’若出现如下情况时#这种弱点便暴露无遗’当穷人<的收

入水平高于修改的 收 入 分 布+" 的 均 值#时!#(?<(R"#如 果<的 收 入 减 少

$!#$"#但?< $̂依然大于##此时修改的收入分布+" 的不平等程度下降了#

也即K"!E&)"减小了#这与&) 应该上升的结果相矛盾’

!五"FFZ指数 !F4*@F(.22.-KG@Z(.*O*C4D""

" 该指数是由F(.22.-KG!<==!"在F4*指数的基础上推导而来的#并且和Z(.*!<=>=#<=?""提出的&指

数等价#因而通常称之为FFZ指数!cGS42B和 a1#<==="’

!!为 了 克 服O 指 数 缺 乏 连 续 性#且 违 背 转 移 性 和 可 分 解 性 公 理 的 不 足#

F(.22.-KG!<==!"也对O指数中的权重函数进行了调整#即令2<E#,^#<_
<#并运用修改的收入分布+"这一工具#得到(

FFZ5 <
,#R&

B

<5<

!RT?"< "!#,T#<6<"U

!!该指数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具有类似于基尼系数的简单几何解释’但

许多学者认为#它可以看成是& 指数和&) 指数的一个近似’不过& 指数不

满足复制不变性公理#而&) 指数违背了单调性公理#这 是FFZ指 数 优 于 它

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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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Z指数虽然在理论上具有良好的性质#但是其直觉感依然较差’徐宽

和cGS42B !#$$<"利用FFZ指数所隐含的基尼社会福利函数和可分相乘性的

数学结构#对FFZ指数进行了简化#使其易于计算*理解#并具有更简洁的

几何解释’

FFZV5XI!<6YK"#

这里#YK为总人口贫困差距率分布的基尼系数’对上式 两 边 取 对 数#并 进 行

一阶差分#便得到FFZV指数的线性形式(

#5*FFZV5#5*X6#5*I6#5*!<6YK"U

!!上式可解释为(FFZV变动的百分比EX 变动的百分比_I变动的百分比

_ !<_YK"变动的百分比’FFZV指数的线性形式将总量贫困程度变化分解为

人们所熟知的贫 困 率*贫 困 差 距 率 和 用 于 不 平 等 测 度 的 基 尼 系 数 变 化 之 和#
便于政策制订者#特别是普通民众直观地理解贫困的变动趋势’正因为如此#

FFZV指数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 !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 !如

中国*伊朗"应用’

!六"8指数 !T.G342O*C4D"

T.G342*P2442和 Z(.2S4-K4!<=?&"注意到F4*及其部分衍生指数 !如

&*&) 和Z 指数"不具备可分解性#违背了人口子群一致性公理’为克服这

些不足#他们彻底放弃了F4*及其他指数使用收入排序的序号作为权重的方

法# "改而用
R ?̂<#R

&̂ <作为权重来构建指数’

85 <,R&
B

<5<

!RT?< "" RT?<#R
&T< 5 <,&

B

<5
"

<

RT?< #R
&#

这里#&为社会贫困厌恶系数 !3(4;.L4236+L42G).*;+2+/4342"!&)$"’!<"

当&E$时#8EB,EX
)!#"当&E<时#85B,&

B

<5<

RT?<
BR 5XI)!""当&E

#时#85<,&
B

<5
"

<

RT?<#R
# #即平方贫困距指数8# !3(4G]1+24C;.L4236B+;

)*C4D")!&"当&#$时#8满足单调性公理)!!"当&#<时#8满足转移性

公理)!%"当&##时#8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并且&越大#贫困指数对收

入更低的穷人关注程度更强’

8指数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具有可分解性#这是其他许多指数所不具备的’

可分解性的政策含义在于#它使得反贫困政策或措施能达到有的放矢的效果’

但是#同贫困率指数一样#如果贫困人口中出现可防止死亡或未成年死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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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不升反降#同样有悖于人们对贫困认识的直觉& !I+*S12##$$""’另外#

由于8指数缺乏直觉性#也未能说明实际测度中&的最优取值#因而限制了

它的应用’

!七"- 指数 !V+33GO*C4D"

V+33G!<=%?"构建了一个能反映收入分布的敏感性且可分解的贫困指数(

- 5 <,&
B

<5<

!5*RT5*?<"U

!!- 指数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在

于- 指数缺乏公理性特征’b(4*B !<==""重新研究了- 指数#将贫困看作

社会福利的绝对丢失#于是- 指数就能够满足所有的贫困公理’b(4*B的这

一工作#激起了人 们 重 新 认 识 和 研 究- 指 数 的 热 情!’- 指 数 的 优 点 在 于#
计算简单*直观#具有良好的理论性质’

& 为克服这一缺陷#I+*S12!#$$""推导了一个改进的8指数(8V5 <’&< "I &
* #"<

RT?<#R
&#这里#&

为标准寿命#*< 为个体<的实际寿命#I!4"为最大取整函数#’ 5&
< "I &

* #<
’8V指数实际上是考虑

了收入和寿命两个维度的一种多维度贫困测度’
! 如 R.2C1-(!<==?"对- 指数进行相 关 的 数 学 变 换#得 到 贫 困 人 口 平 均 脱 贫 时 间&A!3(4+L42+B44D)3

3)/4"(&A5
<
,&

B

<5<

5*RT5*?<
A 5 -A

#这里#A!#$"为假定的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率’平均脱贫时间&A 为

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和评判尺度’

至此#我们看到O*&*Z*&)*FFZ*8和- 指数都是在事先满足某些

贫困公理的 基 础 上 推 导 而 来 的#因 此 我 们 称 之 为 贫 困 测 度 的 公 理 方 法 !3(4
+D./+3)-+;;2.+-("’另外#我们注意到#后面的几个指数 !不含- 指数"都

是在O指数的框架下推导而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统称为F4*及其衍

生指数’我们还发现#O*&*Z*&) 和FFZ指 数 使 用 的 是 以 收 入 排 序 作 为

权重的公理方法#而8指数使用的是非排序的公理方法’

五!基于福利方法的总量贫困测度

F4*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有些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对F4*的研究方法进行

了拓展’他 们 将 贫 困 视 为 社 会 福 利 丢 失#并 运 用 社 会 福 利 函 数 !3(4G.-)+5
M45A+24A1*-3).*"来测度贫困’于是#这 类 贫 困 指 数 的 性 质 就 依 赖 于 它 所 采

用的某一具 体 社 会 福 利 函 数’因 此#将 这 种 方 法 称 为 贫 困 测 度 的 福 利 方 法

!3(4M45A+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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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YQ指数 !Y5+-K.2S6@Q.*+5CG.*O*C4D"

Y5+-K.2S6和Q.*+5CG.* !<=?$"首次运用 社 会 福 利 方 法#以 贫 困 人 口 代

表性收入水平’3 !3(424;24G4*3+3)L4)*-./4.A3(4;..2"
% 概念为核心#构建

YQ指数(

YQ5 !X <T’3 $R U

!!YQ指数是一个非常一般化的贫困指数#例如当YQ指数所采用的社会福

利函数 为 贫 困 人 口 的 基 尼 社 会 福 利 函 数 时#YQ 指 数 就 演 化 为 O 指 数

!’(+K2+L+236#<=?""’YQ指 数 的 性 质 依 赖 于 它 所 采 用 的 社 会 福 利 函 数 的 性

质’当社会福利函数-!4"连续*对称*递增*完全递归#并且严格O=凹福

利函数时#则对应的YQ指 数 满 足 相 关 性*对 称 性*弱 单 调 性 和 弱 转 移 性 公

理’如果再给-!4"附加一些条件#YQ指数也能满足弱转移敏感性和复制不

变性公理’但是所有的YQ指数都不满足连续性*强转移性和人口子群一致性

公理 !’(+K2+L+236#<=?""’

!二"’(指数 !’(+K2+L+236O*C4D"

’(+K2+L+236 !<=?""注意到YQ指数存在的缺陷#提 出 修 改 的 收 入 分 布

+" 的代表 性 收 入 水 平’
" !3(424;24G4*3+3)L4)*-./4.A+-.//1*)36-.224@

G;.*C)*B3.3(4-4*G.24C)*-./4"> 这一概念#对YQ指数进行了修改’

’(5RT’
"

R U

% 贫困人口的代表性收入水平’3 是指#当收入在贫困人口中平等分配时所产 生 的 社 会 福 利 水 平 与 贫 困

人口原始收入分布+3 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水平相等时的收入分布#即满足-!’3"E-!+3"的’3#-!4"
为社会福利函数’
> 修改的收入分布+"的代表性收入水平’"是指#当修改的收入分布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水平与贫困人口

原始收入分布+3 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水平相等时的收入分布#即满足-!’""E-!+3"的’"’

!!’(指数满足许多YQ指数所不满足的公理#但是为了满足复制不变性和

人口子群一致性公理#仍需对’(指数中的社会福利函数施加一些限制条件’
同时#’(指数也是一个非常一般化的贫困指数#例如当’(指数所使用的社

会福利函数 为 总 人 口 的 基 尼 社 会 福 利 函 数 时#’(指 数 就 演 化 为FFZV指 数

!’(+K2+L+236#<==>"’

!三"[ 指数 !7+1B(+*O*C4D"

7+1B(+* !<=?>"认为贫困指数可以看成是社会因存在贫困而引起的福利

丢失’7+1B(+*以总人口的收入分布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考虑贫困人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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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收入分布#推导出一组绝对贫困指数![)"和相对贫困指数![/"(

[) 5-!?""T-!?"#![/ 5
-!?""T-!?"

-!?""
#

这里#?"表示另一种修改的收入向量#其中#?"< E/+D!?<#R"#-!4"为社会

福利函数’

[ 指数的性质是由其社会福利函数的性质决定的#许多贫困 指 数 都 可 以

隐含在[ 指数之中’

!四"D指数 !’5+2KO*C4D"

’5+2K*J4//)*B和\5;( !<=?<"认为O指数存在技术和概念上的不足’
从技术上看#由于贫困人口的 收 入 分 布 一 般 呈 %中 间 密 集#两 头 稀 少&的 正

态分布#在等距收入转移情况下#O指数所采用 的 排 序 权 重 法 不 足 以 反 映 这

种变化)从概念上看#O指数对相对丢 失 的 概 念 反 映 不 够 全 面’于 是 他 们 运

用:3K)*G.*社会福利函数#以贫困人口收入短缺R ?̂< 分布的基尼系数KA 替

代O指数中的K3#得到(

D5 B !,R
<
B&

B

<5<

!RT?<"$( <
(#

这里#(为社会不平等厌恶系数!()<"#(越大#D指数对收入转移的敏感性

越强’
为了便于政策分析#他们还对D指数进行了相应的数学变换#得到DV指

数(

DV5<T5X2!<TF"!<TI"3!6!<TX"6
<
!#

这里#FE<̂ ?"3
4

为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3K)*G.*不平等系数#?"3 为贫困人

口均等收入分布的等价收入水平)!为另一个社会不平等厌恶系数!!$<"#!
越小#DV指数对收入转移越敏感’

D指数是通过将社会福利函数定义在修改的收入分布+" 上#运用类似于

YQ指数的社会福 利 方 法 推 导 而 来 的’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它 还 不 满 足 转 移 性 公

理#只有当社会福利函数严格凹#且将收入定义在贫困人口范围内#它才满

足转移性公理’

!五"JQ指数 !J+B4*++2GO*C4D"

J+B4*++2G!<=?>"在社 会 福 利 函 数 的 框 架 下#分 别 用Q+53.*和 :3K)*@
G.*收入不平等测度法#推导出两组贫困指数(



第"期 张建华*陈立中(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

JQ5B !, &
B

<5<

Q!R"TQ!?<"
BQ!R $" #

J:5<T<RQ
T "< < !, &

B

<5<
Q!?<"6!,TB"Q!R $#" #

这里#Q!4"为效用函数’

JQ指数实际上隐含着许多前述的贫困指数’!<"当Q!?"E<
)
?( 时#JQ

指数就演变为D指数)!#"当Q!?"ER&^!R̂ ?"& 时#JQ5<,&
B

<5
"

<

RT?<#R
& #

即8指数)!""当Q!?"E?时#JQEB,
R^4
R EXI)!&"当Q!?"E$#且?(

R时#JQEB,
#即 贫 困 率 指 数 X) !!"当Q!?"E5*?!?#$"时#JQE

B
,
5*R 5̂*4
5*R

’该指数的优点在于它仅仅是,*B*R和4 的简单函数#只要有

收入数据#就可以进行计算和估计’

六!多维度的贫困测度

我们看到上述贫困测度中的公理方法和福利方法特点各异#有着相互补

充的作用’但是两种方法所构建的一系列贫困指数#大都只是从收入水平这

一个维度去刻画和度量贫困’实际生活中贫困还包括健康*教育*预期寿命*

性别和种族平等 等 多 方 面 的 内 容#也 就 是 说 贫 困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多 维 的 概 念’

因而#尝试从多维的视角去测度贫困有助于人们对贫困本质属性的更好认识’

下面介绍几种多维度贫困测度 !3(4/153)@C)/4*G).*+5;.L4236/4+G124/4*3"

指数’

!一"J@R指数 !J+B4*++2GR153)C)/4*G).*+5N.L4236O*C4D"

J+B4*++2G!<=?>"对 JQ指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扩展#试图从收入与闲

暇两个维度刻画贫困’

J@R!?#*"5<T
&
\

05<
&
,

P5<
Q!?"P #*0"

/+D
?#*&

\

05<
&
,

P5<
Q!?"P #*0"

#

这里#0表示个体的特征种类变量 !如家户规模")\表示个体特征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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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时间#即闲暇的替代变量’J@R指数的优点在于(收入与闲暇 !时间*"
两个统计数据在实际测度中相对容易获得’

!二"JNO人类贫困指数 !3(4J1/+*N.L4236O*C4D"

人类贫困指数是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9QN"在<==>年发表的 ,人类

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它由寿命 !5.*B4L)36"*读写能力 !5)342+-6"和生

活水平 !5)L)*BG3+*C+2C"三个指标构成’

JNO!0<#0##0""5 !E<0)<6E#0)#6E"0)""
<
)#

这里#0< 为寿命指标#用&$岁以前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测定)0# 为

读写能力指标#用拥有读写能力的成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计算)0" 为生

活水平指标#用可获得医疗服务和安全饮用水的居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以及!
岁以下营养不良幼儿在所有幼儿中的比例来测算)E<*E# 和E" 分别为赋予

0<*0# 和0" 的权重系数#且E<_E#_E"E<))为 一 个 调 节 系 数!))<"’当

)E<时#0<*0# 和0" 之 间 是 完 全 替 代 关 系)当)*g时#JNO!0<#0##0""E

/+D!0<#0##0""’

人类贫困指数的优点在于#它使得人们从多维的视角去关注贫 困#并 制

订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组合式反贫困政策’但是#构成 JNO指数的三个指标

如何汇总是个大难题#因为汇总除遗漏一些与政策相关的信息外#还要求随

意选择权重#也没有说明在实际计算时)值该如何选择’

!三"’(@R指数 !’(+K2+L+236R153)C)/4*G).*+5N.L4236O*C4D"

近年来#’(+K2+L+236 !<==?##$$""和ZG1)!#$$#"在构建基于公理方

法的多维度贫困测度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他们的研究假定多维度贫困指数是

人们在反映基本需求的各方面相对于门槛值短缺的加总’设!R<#R##.#RP"为

P种不同特征 !+332)S134"的基本需求的门槛值 !贫困线"’C<E!C<<#C<##.#

C<P"表示第<个人的P种不同特征的基本需求’令]E!C<G",hP#C<G表示第<个

人的第G种基本 需 求’OG 为 在 第G种 基 本 需 求 上 被 视 为 贫 困 !低 于 门 槛 值"

的所有个体集合’然后在满足相关多维度贫困公理的基础 上 推 导 出’(@R 多

维度贫困指数’

’(@R!])R<#.#RP"5
<
,&

P

G5<
&
<’OG

) !G RGTC<GR $
G

5&
P

G5<
)GXGIG#

这里#)G 为一个正常量#且&
P

G5<
)G 5<)XGE

BG
,
#即第G种基本需求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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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BG 为相应的贫困人口数)IG 5&
<’OG

RGTC<G
BGRG

#即第G种基本需求的平均贫

困差距率’

!四"T@R指数 !T.G342R153)C)/4*G).*+5N.L4236O*C4D"

’(+K2+L+236 !<==?##$$""和ZG1)!#$$#"同样在满足相关多维度贫困

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T@R多维度贫困指数(

T@R!])R<#.#RP"5
<
,&

P

G5<
&
<’OG

) !G <TC<GR $
G

&U

!!T@R多维度贫困指数是8单维度贫困指数的一般化扩展’

!五"V@R指数 !V+33GR153)C)/4*G).*+5N.L4236O*C4D"

’(+K2+L+236*Q413G-(和F)5S42!#$$!"在满足相关 贫 困 公 理 的 基 础 上#
并运用社会福利的方法#对- 指数进行了多元化拓展(

V@R!])R<#.#RP"5
<
,&

P

G5<
&
<’OG

$G "5* RG
C< #G

#

这里#$G!)$"为一些受约束的不平等参数’

’(+K2+L+236*Q413G-(和F)5S42!#$$!"还运用F(+;546可分 解 概 念 !3(4
-.*-4;3.AF(+;546C4-./;.G)3).*"对 V@R 指 数 进 行 适 当 变 换#将 V@R 指

数#即 V+33G多维度贫困的变化分解 为 总 体 贫 困 率 变 化!#X"*不 同 贫 困 维

度权重变化!# "*不同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变化!#*G"*V+33G贫 困 差 距 率 变

化 !##-##K(G"以 及 贫 困 人 口 Z(4)5@Y.12B1)B*.*不 平 等 系 数 变 化 !#\3G"’
即(

#V@R5$!#X## ##*G###-##K(G##\3G"U

!!上述’(@R指数*T@R指数和 V@R指数属于基于公理方法的多维度贫困

测度 !3(4+D)./+3)-C42)L+3).*G.A/153)@C)/4*G).*+5;.L4236)*C)-4G"’另外#
还有模糊集方法 !3(4%A1ff6G43&+;;2.+-("*距离函数法 !3(4C)G3+*-4A1*-@
3).*+;;2.+-("和信息理论法 !3(4)*A.2/+3).*3(4.26+;;2.+-("应用于多维

度贫困测度 !Q413G-(和F)5S42##$$!"’如 果 贫 困 线R能 包 含 反 映 贫 困 的 不

同特征#如RE <R<_ #R#_._ PRP#这 里 <# ##.# P 为 分 别 赋 予

R<#R##.#RP 的权重#且&
P

<5<
< 5<#那 么 将 简 化 多 维 度 贫 困 测 度 过 程’

如果存在一个能反映贫困大部分特征的统计指标 !如个人耐用商品拥有量"#
也将简化多维度贫困测度过程#增强它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目前多维度贫困测度的主要困难表现在(!<"如何确定能反映贫困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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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维度指标)!#"如何将这些维度指标加总#即如何对各维度指标的权重赋

值)!""如何界定各维度指标间的相互作用 !如替代和互补关系")!&"不同

维度指标的统计数据在实际测度中的可获得性’在现有的实际测度中#研究

者主要进行了两到四个维度的贫困测度’因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实际操作上#还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七!总结与评论

在本文中#我们系统地梳理了各种不同贫困指数#分析它们的性 质 及 适

用性)通过分析各种贫困指数之间的演进关系#探讨构造贫困指数的不同方

法及其特点’通过这些介绍与评述#我们认识到(贫困测度方法的 演 进#同

时也是人们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一个演进过程)贫困测度为人们理解贫困提供

了有效的工具#并将为制定反贫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分析至此#我们有必要对前面的贫困测度方法进一步做出总结和评价(
第一#用公理方法构造贫困指数#使贫困测度更加具有 科 学 合 理 性’如

前所述#在满足相关性*弱转移敏感性*连续性*复 制 不 变 性*对 称 性*人

口子群一致性和贫困线上升性七个核心公理的基础上#构建的贫困指数将具

有良好的性质’
第二#从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角度看#用福利方法构造贫困 指 数 有

利于我们把握贫困的属性’例如#我们一般认为贫困是社会福利的丢失’不

过#为了增强福利方法构造贫困指数的科学性#我们可以用公理方法来加以

完善’
第三#对贫困属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延展的过程’当用多维度的 视 角 看

待贫困问题时#会对贫困认识更全面*更科学’如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已经从

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发展到能力丢失 !-+;+S)5)36C4;2)L+3).*"#再到最近关心

穷人的脆 弱 性 !L15*42+S)5)36"#没 有 权 力#缺 少 发 言 权 和 社 会 排 斥 !G.-)+5
4D-51G).*"等方面的内容’因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必 将 成 为 未 来 研 究 的 焦

点’我们还注 意 到#构 造 一 个 科 学 的*又 具 有 可 操 作 性 的 多 维 度 贫 困 指 数#
要综合使用公理方法和福利方法’

第四#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贫困指数在很大 程 度 上

取决于贫困测度的目的’比如一些国家需要了解一国 !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也许贫困率便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指数’相反#一些国家或许更关心贫困人口

的收入分布#更希望能为那些收入水平最低的穷人提供帮助’此时#对收入

分布敏感的贫困指数便是令人满意的指数’因此#经济学家应尽可能提供各

种不同特征的贫困测度方法和指数#以便人们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测度目的#
选择相关的贫困指数’从目前使用情况看#世界各国比较常用的指数有(贫

困率指数X*贫困 差 距 率 指 数I*平 方 贫 困 距 指 数8# 和FFZ指 数 !V.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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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
最后#关于中国如何构造*选择和应用贫困指 数 的 问 题’众 所 周 知#中

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又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其特点主

要表现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经济增长迅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社会意识转型明显)!&"人口流动频繁#数量庞大’基于此#我们在寻找

和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全面的贫困指数时应力求满足以下要求(!<"从贫困

的内容看#贫困指数要能反映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也就是说贫困指数

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贫困人口的相对数量#即贫困的发生率)二

是贫困人口相对于贫困线而言的平均收入短缺#意味着贫困人口的平均丢失

!+L42+B4C4;2)L+3).*")三是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布状况#反映了贫困人口

的相对丢失’!#"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从政策

的角度看#贫困指数要有利于反贫困政策的实施*评估和公正#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资源有限#要减少贫困#不同的测度方法意味着实施不

同的反贫困政策’因此#一个合理的贫困指数意味着一项水平和垂直平等的

反贫困政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贫困指数应尽量简单*直观#最好

具有简洁的几何解释’!!"从社会意识形态看#贫困指数要能反映出社会偏好

及其变化’!%"贫困指数应具有历史的和地区间的可 比 较 性’!>"从 数 学 建

模的角度看#贫困指 数 在 数 学 形 式 上 能 具 有 可 分 乘 积 性 或 可 分 可 加 性’综

上所述#就现阶段中国而言#比较适用的贫困指数有(X 指数*I指 数*平

方贫困距指数8#*FFZi指数和 JNO指 数)此 外#我 们 可 以 沿 着 公 理 方 法 的

思路#选择更好反映 贫 困 属 性 的 福 利 函 数#探 讨 更 切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多 维 度

贫困指数’

? 水平平等的反贫困政策是指以追求贫困人口之间的平等为目标的反贫困政策)垂直平等的反贫困政策

是指以追求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的相对平等为目标的反贫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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