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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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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农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采用回归分解的方 

法，利用吉林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劳动力投入、工资性收入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增加起到明显的作用；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 

的要素有劳动力投入、耕地、工资性收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及地区差异；耕地、工资性收入和劳动力投入 

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有显著影响，其中耕地的作用占51．6O％，超过一半的解释能力，而教育对 

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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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收 

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且会对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通过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分析，可以了解收入不平等的成因，通过政策来调节相关影响因素，进而 

调节收入不平等状况。 

识别收入不平等成因的主要研究途径是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组成进行分解分析。传统的不平 

等水平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不平等水平的要素分解，即分析某一收入要素对收入不平等 

的贡献程度，如 Rao(1969)、Layard等(1979)和 Shorrocks(1982)。̈ 然而，按要素分解收入不平 

等要求收入来源的信息完备，并能够将总的收入表示为各个要素收入的总和，要求数据是可加的。 

这种方法不能用来量化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作用。第二种方法是把总体收入不平等分解 

为子样本之间和子样本内部的不平等。Bourguignon(1979)、Cowell(1980)和Shorrocks(1984)研究 

关于收入不平等适用的分解原则和收入不平等度量指标的选择。 该方法成为有效的描述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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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某个特定因素的贡献不能以直观并且有意义的方式阐述出来。这种 

分解方法缺乏对内生性变量的控制，而且只有某些特定的指标才能对需要诠释的总体不平等程度 

做出贡献。 

为了能够量化各回归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平等程度的贡献，从 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学 

家们开始使用基于回归的方法分解收入不平等。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是Oaxaca与Blinder，他们主 

要分析的是两个群体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提出了分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的数量方法。 Juhn、 

Murphy和Pierce在两个群体收入变量整个分布的基础之上，把收入不平等分解成可观测到的差异 

和不可观测的部分。 Bourguignon、Fournier和 Gurgrand放松了Juhn、Murphy和 Pierce(1993)的线 

性收入函数的限制。 这些学者都致力于解释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异。DiNardo、Fortin和 Lemiux 

运用半参数方法分析劳动力市场要素对 1979—1988年美国工资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 Deaton 

提出的非参数方法尽可能少的施加结构限制，主要根据密度函数去描述和比较收入的总体分布。 

然而，研究者往往认为有必要强加更多的结构限制，来得到显著的决定性结论。l12]Cancian和Reed 

提出几个直觉的反事实的参照收入分配，并且利用 1979年和1989年美国数据来举例说明妇人的 

收入降低不平等水平，因为在缺少她们的收入分配中，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 Fields和 Yoo利用 

韩国职业工资调查局的数据，使用一个新的回归分解方法来研究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各因素所做的 

贡献。研究发现职务任期、性别、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等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而受 

教育年限、工作部门、职业和潜在的经验等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l14]Podder提出基 

于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通过采用依据收入来源的变化分析经济不平等暂时变化的方法， 

来研究 1975年至 1994年澳大利亚私人收入来源的变化以及它们对收人分布的影响。l1 Morduch 

和Sicular研究常见的分解方法的潜在性质，并提出一个以回归分析为基础的不平等分解方法，能 

够对一系列不平等指标应用的总的途径。 Shorrocks 17]提出的将 目标变量的不平等分解为决定因 

素贡献的分解方法等价于 Shapley值，_l 因此被称为 Shapley分解。文章提供一个解决总体分解的 
一 般法则，并且和目前的一些具体方法的结果做出比较。Wan 19]根据 Sho~ocks(1999)提出的夏普 

里理论，借助Cancian和Reed(1998)、Jenkins(1995)及Blackorby等(1981)的分解方法，提出一个 

简单而有效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步骤，这个不平等分解框架可以运用到任何一个不平等 

度量指标，对于回归模型没有任何限制，文章对中国农村地区间不平等的来源进行分解。 

我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万广华利用 1984年至 1996年全国各省市的收 

人数据，通过一个研究基尼系数变化的方法对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发现中国农村 

区域间收入差异的上升趋势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_20 肖宜滨从收人来源角度，运用 

1996年江苏农村住户调查资料，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解，探讨江苏农民收入差异形成的具体原 

因。 Ravallion和Chen量化了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村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 陈传波等利用湖北 

地区3 200个农户调查资料，对影响农户收入及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张晓辉实证描述了按 

全国和按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划分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Gini)系数的变化，从计量分析 

的角度分析了引起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兰萍对农民收入差距现状 

和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Wan和Zhou利用中国农户数据，在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框架下研 

究中国农村收人不平等的因素。 唐平利用中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 

数分析方法，对近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析。 刘娟等 

通过计算 1997年、2002年和2003年湖北省农村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分配的 

基本状况以及变化趋势，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程度与趋势。_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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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借鉴万广华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方法，分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的根源及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原因。 

二、模型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考虑收入影响因素的识别和度量。本文借鉴万广华提出的基于回 

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来分析吉林省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对农村收入函数进行拟合是回归 

分解的第一步。在进行收入函数回归时，同时考虑了人力资本理论及生产经济学理论。农民除了 

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外 ，土地和实物资本等资源也很重要。因此，根据生产经济学理论，农户 

的收入函数应该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农民自身的技能也会影响收 

入，如教育水平、培训程度及经验。这里用年龄来表示农民的经验。与文献中普遍接受的做法相一 

致，我们只考虑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因为一个家庭户主的人力资本信息一般能代表整个家庭 

的情况。城镇化水平也会影响农户的收人情况，采用工资收入者的数量及工资性收入占农户总收 

入的比例来反映城镇化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同时地理位置因素对农户的收入也有很重要的影 

响，因为它与气候条件、基础设施、地域文化等不可动资源密切相关。在此应用地区虚拟变量来反 

映地理位置对收入的影响。本文建模的基础是 Mincer函数，并辅以生产经济学理论建议的其他投 

入要素。这样，所采用的收入函数包含的变量有：因变量是指收入。自变量包括：土地(家庭耕地面 

积)，劳动力(农户劳动力数量)，教育(户主受教育水平)，年龄(户主年龄及年龄的平方)，性别(户主 

的性别)，工资收入者(工资收入者所占比例及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这样，收入函数可表示为： 

Y= + + (1) 

其中，l，表示农户年收入对数； 表示所有 自变量，包括耕地面积、农户劳动力数量、工资收入 

者比例、工资性收入比例、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的性别虚拟变量 

(女性为省略变量)、三个地区虚拟变量； 是残差项。 

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通常用人口累积比例和与之相对应的收入累积比例相比较来对收入 

不平等进行分析，最为直观的方法就是绘制洛伦茨曲线(Lorenze curve)。但是在使用洛伦茨曲线 

进行分析时，常会遇到曲线交叉的情况，而且如果需要分析多种收入分配状况时，这种方法就不够 

简洁，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收入不平等度量指标，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度 

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主要有两大体系，即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由于绝对指标和度量单位有关，所 

以国外的研究者很少使用绝对指标。常用的相对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 

指数。基尼系数最为古老而且使用广泛，基尼系数满足匿名性(anonymity)、齐次性(homogeneity)、 

总体独立性(population independence)、转移性原则(transfer principle)和强洛伦茨一致性(strongly 

lorzen—consistent)。同时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0和 1之间，并且有确切的经济含义，基于此本文 

使用基尼系数 G(·)作为不平等的度量指标，根据万广华(Wan，2004)提出的方法进行收入不平等 

的水平分解。 

y=Y十 (2) 

其中，l，是y的估计值，即Y= + ． 

G(YI =0)=G(Y) 

所以残差对 G(1，)的贡献为： 

c ：G(y)一G(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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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for Change of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ZHAO Liang ，ZHANG Shi—wei 

(1．Institute ofEconomics of朋in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Changchun Jilin，130033； 

2．Center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ofJilin Univemity，Changchun 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China rural resident received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income，but income gap continued to ex- 

pand．By using sample survey data in rur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tt． paper applied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causes for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hange．The study shows that labor input，wage in— 

come and human capita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Th e factors which impact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clude：the level of labor input，arable land，wage income，human capital，as well as regional differences：Ara- 

ble land，wage income and labor inputs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rural income inequality，and arable land 

function accounts for 51．60％ which is more than half of the explanatory ability．Education has a role on reducing the in． 

come inequality． 

Key W ords：income inequality，household，arable land，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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