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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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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 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章运

用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数方法, 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规律, 得出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正

在扩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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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收入分配模式

也随之多元化。目前, 收入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居民

关注的焦点问题, 研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规律具

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研究这

一课题的中外学者逐渐增多。国务院研究室课题

组[1 ]、美国加州大学课题组[2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课

题组[3 ]主要从中国居民总体的角度或理论角度研究

收入差距变化规律, 香港大学的Kai2Yuen T su i[4 ]和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等[5 ]重点从区域角度分析居民的

收入差距, 而从城镇居民角度系统地运用指标体系

分析收入差距的研究还很少。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

分析方法系统地揭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全方位变化, 以期为宏观决

策部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实证标准。

1　计量方法

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很少采用

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

入差距状况, 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

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本研究建立城镇居

民收入差距分析方法体系的目的, 在于尽量对分配

状况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

1. 1　基尼系数[6 ]

基尼系数是被广泛使用的不平等标准, 它的出

现要归功于基尼 (Gin i) 和做了大量分析的瑞赛

(R icci) , 随后, 道尔顿 (D alton )、尹特马 (Yn tem a)、

阿特金森 (A tk in son)、纽伯瑞 (N ew bery)、赛新斯基

(Shesh in sk i)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采用

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是由罗伯特·I·勒曼 (Robert

I·L erm an) , 施罗莫·伊茨哈苛 (Sh lomo Y itzhak i)

在 1985 年提出的[7 ]。假设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 Y 由

y 1, y 2, ⋯⋯, y r 共 r 个分项组成,

Y = ∑
r

i= 1
y i

Y 的样本容量为 r, Y = (y 1, y 2, ⋯⋯, y r) , y i = (y i1,

y i2, ⋯⋯, y ir) , i= 1, 2, ⋯⋯, r; 总收入 Y 的分布函数

为 F (x ) , F (x ) = P (Y öY ≤x ) ; 相应地各分项收入的

分布函数为: F i (x ) = P (Y iöY i≤x ) , i= 1, 2, ⋯⋯, r。

那么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G = ∑
r

i= 1

{Cov[Y i, F (Y ) ]öCov[Y i, F i (Y i) ]} ×

{2Cov[Y i, F i (Y i) ]öm i} × (m iöm )

Cov [Y i, F (Y ) ]表示两个随机变量 Y i (收入要素) 和

F (Y ) (累积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协方差。假设随机 Y i

变量取值为 Y ij ( j = 1, 2, ⋯⋯, r) ; F (y ) 取值 F (Y j ) ,

F (Y j ) = P (Y öY ≤Y j )。假设 Y j 在整个 Y 样本中按

升序排列次序为K , 显然 F (y j ) = K ör, 所以F (y j ) 表

示第 j 个样本按收入升序排列的位次数。Cov[Y i, F

(Y ) ]的经济学含义是第 i 项收入的随机变量 y i 与

该收入按总收入升序排列所占位次之间的关系。同

理, Cov[Y i, F i (Y i) ]的经济学含义是第 i 项收入 Y i

与该收入按自身数值升序排序所占位次之间的关

系。m i 是第 i 分项收入的平均值。

1. 2　泰尔熵标准 (T heilπs en tropy m easu re)

泰尔熵标准是因泰尔 (T heil, 1967) 利用信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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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的。公式如

下:

T = logn - H (x ) = ∑
n

i= 1

x i × lognx i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 经常使用泰尔熵指数是

因为它还符合一种不平等指数所应具备的 4 个特

征: (1)庇古—道尔顿条件 ( the P igou2D alton Condi2
t ion ) ; (2) 均值独立 (m ean independence) ; (3) 人口

规模独立 (popu la t ion2size independendence) ; (4) 可

分解性 (decompo sab ility) Ξ。

庇古—道尔顿条件要求,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任

何一种从穷人向富人的转移使方差增加。均值独立

要求, 当所有收入被一个常数 K 相乘时, 不平等指

数不变。人口规模独立要求, 当每一收入水平上的人

口规模按相同比例变动时, 指数值保持不变。可分解

性要求指数能按来源或小规模人口分成部分不平等

指数, 包括“组内”和“组间”不平等, 或者按收入来源

分解出贡献度。

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

性。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泰

尔熵 T 指数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敏感, 而泰尔

熵L 和V 指数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他们的

公式如下 (A nand, 1983) [8 ]:

L =
1
n ∑

n

i= 1
log

Λ
y i

;

V = ∑
n

i= 1

( logΛ3 - logy i) 2ön

1. 3　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 (T he incom e share of

Certan num ber popu la t ion)

用一定人口收入份额反映收入差距, 在国际上

是常用工具之一, 如库兹涅茨指数以及计算基尼系

数常用的五等分法等。要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

镇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应综合使用

这些方法。

2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
和分层差距分析

2. 1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率

将摘自 1986～ 1998 年各年《统计年鉴》中的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率列于表 1, 可比价格

以 1978 年为基础。由表 1 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个人

收入总量增加迅速,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85 年的

739. 1 元提高到 1997 年的 5 160. 3 元, 增长约 7 倍,

年均增长 17. 6%。除 1988 年外, 其他各年收入增长

率都为正。 1987 的增长率在 10% 以下, 原因是

1987～ 1988 年, 我国国民经济增速过高, 引发通货

膨胀, 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下降。除去

1988 和 1989 年外, 其他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率都高于GD P 比例增长率, 必然导致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总量在 GD P 中所占比例上升。

表 1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增长率

T able 1　D ispensab le incom e and increase

rate of urban residen ts

年份
Year

人均可支配
收入ö元

PD I

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ö%

PD I increase rate

1985 739. 1 33. 4

1986 899. 6 22. 1

1987 1 002. 2 4. 4

1988 1 181. 4 - 4. 4

1989 1 375. 1 0. 3

1990 1 510. 2 15. 3

1991 1 700. 6 14. 3

1992 2 026. 6 20. 5

1993 2 577. 4 22. 2

1994 3 496. 2 21. 7

1995 4 283. 0 11. 3

1996 4 838. 9 11. 3

1997 5 160. 3 10. 3

2. 2　以人口为单位的城镇居民的分层收入差距

经过 20 多年来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改革, 一方

面我国城镇居民的分配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 收入

分配差距逐步合理化; 另一方面, 城镇居民家庭正在

向小康型过渡, 居民需求将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为了比较全面地衡量城镇居民的福利

状况, 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熵 T、L 和V 指数对此进

行纵向和横向比较, 以此判断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所

处的区间和发展趋势 (见表 2)。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计算所依据的可支配收入,

即居民货币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 不包括

福利收入。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数据, 知道城

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 1978～ 1986 年为 0. 16～

0. 19, 处于绝对平均区间[5 ]。根据笔者的计算, 1985

年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收入差距总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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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上升趋势, 基尼系数值一般为 0. 25～ 0. 3 (1996

年例外, 达 0. 449)。具体来讲, 1985～ 1992 年基尼系

数有小幅波动, 幅度不超过 0. 7% ; 1993 年, 基尼系

数比 1992 年猛升 2. 5% , 这说明在 1992 年邓小平

发表“南巡”讲话后, 国民经济从 1989 年前后治理整

顿的低迷状态突然步入高涨状态, 通货膨胀大幅上

升, 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相应有较大变动。1996 年的

异常值也与当年高达 20% 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有关。

从国际惯例看, 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处于比较

平均区域。这说明平均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 改革的

目标应该定位在 0. 3～ 0. 4 的合理区间。

表 2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数

T able 2　Gini coefficien t and T heilπs en tropy m easure of urban residen ts

年份
Year

基尼系数
Gin i coefficien t

(G)

泰尔熵指数
T heilπs en tropy

m easure
(T )

泰尔熵第二测算指数
T he second T heilπs

en tropy m easure
(L )

对数方差指数
L og varience

index
(V )

1985 0. 268 0. 129 0. 116 0. 202

1986 0. 265 0. 131 0. 116 0. 202

1987 0. 264 0. 131 0. 118 0. 204

1988 0. 275 0. 138 0. 124 0. 214

1989 0. 271 0. 143 0. 128 0. 220

1990 0. 272 0. 139 0. 125 0. 215

1991 0. 262 0. 132 0. 119 0. 206

1992 0. 272 0. 160 0. 131 0. 224

1993 0. 297 0. 167 0. 149 0. 252

1994 0. 234 0. 177 0. 158 0. 266

1995 0. 229 0. 170 0. 152 0. 256

1996 0. 449 0. 296 0. 049 0. 253

1997 0. 300 0. 181 0. 161 0. 271

　　基尼系数只是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变化比较灵

敏, 而泰尔熵指数对高和低收入阶层变化反映灵敏。

在 1985～ 1989 年, 反映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基

尼系数是先降后升, 而反映高收入阶层收入的 T 指

数则是稳步上升; 同时, 反映低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

L 和V 指数也在稳步上升, 这说明高收入阶层和低

收入阶层分配状况的不平等程度加大, 收入在向一

部分人口集中, 而中等阶层的收入状况表现为先是

不平等程度减少, 后又增加。可见, 1989 年是一个分

配不平等的高峰值年。1990～ 1993ö94 年, 从基尼系

数和泰尔熵指数来看, 大体经历了高—低—高的过

程, 基尼系数在 1994 年达到高峰值, 与本期国民经

济高速非均衡增长有关。1995 年, 各种不平等指数

与上年相比, 都有所下降, 分配状况有所好转。1996

年, 基尼系数有一个最大的异常值 0. 296, 这说明当

年中高收入阶层的分配不平等骤然升高; 同年, 泰尔

熵L 和V 指数有大幅下降, 尤其是L 指数, 有一个

最低的奇异值 0. 049, 这在另一方面表明低收入阶

层分配更加平等, 即普遍贫困化了。综合 1996 年的

情况可以看出, 我国国民经济在 1995 年的高速增长

引发通货膨胀后, 政府及时进行宏观调控, 使国民经

济实现“软着陆”, 中高收入阶层拥有 90% 以上的金

融资产, 他们的实际收入必然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低

收入阶层受影响不大, 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奇异值。除

去 1996 年的奇异值后, 1997 年的基尼系数和泰尔

熵指数是 1985 年以来最高的。这些数据的波动显然

是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波动相适应的, 这也充分说明,

整个体制过渡时期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波动幅

度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状况, 可以预见,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之前, 在体制过

渡时期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未达到均衡之前, 这种不

平等指数的波动不可避免。但也可以确信一点, 即城

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进入合理化区间的趋

势是不可避免的。

2. 3　以家户为基础的分层收入差距

在分析了以人口为单位的基尼系数后, 再以户

为单位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组, 我国

城镇居民家庭按五等分法分为 5 个组, 8 个类别 (见

表 3)。

从 8 个类别的时间序列来看, 从 1985～ 1998

年, 各个组别的收入都在逐年提高; 从横向来看, 8

个类别的家户收入都按升序排列。但从分阶层家户

收入占城镇居民收入比重的时间序列来看, 除了中

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 3 个级别的收入

呈总体上升趋势外, 其他 5 个组别的家户收入所占

比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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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阶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收入 元

T able 3　Per general househo ld incom e of h ierarch ical u rban residen ts

年份
Year

总平均
Per

general
incom e

10% 最低
收入户
L ow er
incom e

househo ld

5% 困难户
L ow erst
incom e

househo ld

10% 低
收入户
L ow

incom e
househo ld

20% 中偏下
收入户

M iddle2low
incom e

househo ld

20%
中收入户
M iddle
incom e

househo ld

20% 中偏上
收入户

M iddle2h igh
incom e

househo ld

10% 高
收入户
H igher
incom e

househo ld

10% 最高
收入户

T he h ighest
incom e

househo ld

1985 821 483 438 599 692 805 936 1 098 1 384
1986 910 496 456 632 734 850 994 1 162 1 478
1987 1 012 596 551 733 852 991 1 154 1 352 1 734
1988 1 192 683 627 849 992 1 166 1 374 1 618 2 093
1989 1 383 780 716 982 1 146 1 352 1 595 1 891 2 494
1990 1 523 860 783 1 077 1 267 1 489 1 757 2 072 2 676
1991 1 713 1 007 929 1 240 1 439 1 671 1 951 2 283 2 957
1992 2 032 1 127 1 032 1 409 1 665 1 977 2 330 2 767 3 663
1993 2 583 1 360 1 239 1 719 2 043 2 454 2 986 3 627 4 906
1994 3 052 1 735 1 566 2 238 2 721 3 304 4 079 5 007 6 838
1995 4 288 2 178 1 985 2 779 3 346 4 074 4 958 6 036 8 231
1996 4 845 2 454 2 243 3 149 3 780 4 580 5 599 6 827 9 250
1997 5 083 2 456 2 186 3 246 3 988 4 922 6 074 7 495 1 0297
1998 5 336 2 505 2 229 3 329 4 135 5 149 6 405 7 918 1 1021

　　注: 5% 困难户包含在 10% 最低收入户中。

N o te: 5% low est incom e househo ld included in 10% low ert incom e househo ld.

3　讨　论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个敏感的问题。中外

学者研究同一问题时, 由于依据的数据不同, 往往得

出一些不同的分配差距判定区间, 但有一点, 这些研

究的一个共同结论是收入差距在扩大。本课题依据

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很显然它不会包括越

来越多的隐形收入项目, 因此在理论上缩小了收入

差距。精确的判定还有待于通过抽样调查做进一步

研究。从城镇居民 PD I 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以来一直在上升; 从高、中、低 3 个收入阶层的收入

差距看, 各阶层收入差距随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 而

且都在扩大; 以家户为基础的分层差距,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中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之间收入

差距扩大最明显, 呈现穷的愈穷, 富的愈富的局面。

有待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消除过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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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overa ll ana lysis on Ch inese u rban residen ts incom e gap

N IU Fe i- l iang
(P ostd octora te S ta tion,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A fter the o ld u rban econom ic in st itu t ion being refo rm ed since 1985πs, Ch inese u rban
residen tπs incom e gap has been m ade a great change. W e analyse the changing law of incom e gap in the the2
sis th rough the m ean s of Gin i Coefficien t and T heilπs en tropy m easu re and draw a conclu sion that incom e

gap is increasing.

Key words: compu ta t ion m ethods; genera l sta tu s; h ierarch ica l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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