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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研究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均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2 个指标值测度了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总体状况 ,并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进行了要素分解 (收入来源分解) 和地区分组分

解 ,通过这 2 种分解以揭示收入不均等的微观状况 ,和收入不均等问题的实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阐述本研究的

政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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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population ba sed on

data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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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 tand inequality of the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 this

p ap er examin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nequality of the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by using two in2
dexes including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Theil index. With regard to meas urement of the inequality of the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 the s tudy was focus ed on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s uch as analysis of s ources of in2
come and the inequality of the income of population s ubgroups within a re gion and between regions . The ess ential is s ue

of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was revealed bas ed on examination of micro2situation of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s uggested by this s 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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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收入不均等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 ,为寻求

解决农民收入不均等的途径和政策提供科学的依

据。本文采用辽宁省统计局 2002 年农村住户调查

数据 ,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2 个指标对辽宁省

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收入不均等的地区分组分解和要素

分解。

1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总体状况

在本节 ,我们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2 个指

数来测度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状况。在进行

指标计算前 ,我们在此对本文所用数据作一简要说

明。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于辽宁省统计局农调队提

供的 2002 年农村住户数据。在本文中 ,如果没有特

殊说明 ,收入就是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采

用这一收入概念来研究问题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

因 :第一 ,本文中所用的基尼系数指标在大多数收入

研究文献中 ,都是基于收入值全部为正。如果出现

负值 ,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来测度收入不均等现今

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 ,在农

村居民收入不均等解析各种的收入概念中 ,如纯收

入、可支配收入等 ,都出现为数不少的负值数据。而

只有总收入不会出现负值。其次 ,在本文中 ,我们将

进行收入来源 (要素)分解。从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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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我们只能获得总收入的来源情况。由于所用的

数据是整理数据 ,不是原始数据 ,我们不能适当的公

式得到诸如纯收入、可支配收入的收入来源情况。

最后 ,我们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计算 ,发现用总收入

进行不均等问题研究 ,在辽宁省与用其他收入概念

来反映问题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不同) ,不会因为所

用收入概念的不同而导致结论差异很大。

本文选用的数据有 1 000 个样本单位。根据辽

宁省的行政区划 ,我们可以将这个样本划分为 14 个

地区子样本 ,分别是沈阳、辽阳、抚顺、鞍山、盘锦、锦

州、葫芦岛、阜新、铁岭、营口、丹东、大连、朝阳、本

溪。其中抚顺、大连、朝阳、营口 4 个地区分别是

30、50、60 及 60 个样本单位 ,其余的 10 个地区都是

80 个样本单位。

111 　利用基尼系数方法测度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

不均等

基尼系数是最常用的不均等测度指标。关于基

尼系数指标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 ,在本文我们将采

用斜方差公式来进行 :

G =
2 ×cov ( y i , i)

n·μy

其中 , y = ( y1 , y2 , ⋯, yn) , y1 ≤y2 ≤⋯≤yn ( y i 为第

i 个个体的收入) , i 为收入大小排序的序数 ,μy 为

收入总体的均值 ,cov ( y i , i ) 为第 i 个个体收入与其

在收入总体中的序数的斜方差。

通过基尼系数的斜方差公式 ,我们计算样本数

据可以得到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水平为

01331 (表 1) 。根据国际通行的不均等判断标准 ,基

尼系数值在 013～014 ,表示收入分配水平还是正常

水平。为了对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有更客观

的认识 ,本文还采用家庭纯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概

念对不均等值进行了测度。结果完全符合我们对采

用总收入概念所作的解释 (表 1) 。由此可见 ,无论

采用何种收入概念 ,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辽宁省农村

居民收入不均等问题的认识。从基尼系数值来看 ,

表 1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

Table 1 　Gini coefficient of inequality of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度量指标 可支配收入 家庭纯收入 总收入

总体基尼系数 0. 32 0. 32 0. 331

　　资料来源 :根据作者对辽宁省统计局 2002 年农村居民住户调查

数据的整理与计算。下同。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在总体上还是较为不均等

的。这种收入分配状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情

况大体一致。

112 　利用泰尔指数方法测度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

不均等

泰尔指数也是常用的收入不均等测度指标 ,属

于通用熵指数系。其计算公式如下

T = ∑
n

j = 1
w jln ( nw j) = ∑

n

j = 1

y j

∑
n

j = 1
y j

ln
y j

y =

∑
n

j = 1

y j

n y
ln

y j

y

其中 , w j 为个体收入 y j 占总体收入 y 的比重 ,即 w j

=
y j

∑
n

j = 1
y j

我们用上述公式计算泰尔指数 ,得到辽宁省农

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泰尔指数值为 01205 1。如同

上面那样 ,除了测度总收入的泰尔指数值以外 ,我们

也测度了家庭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值

(表 2) 。计算结果再一次验证了本文之前所做的对

收入概念采用的解释。从泰尔指数值来看 ,我们也

可以得出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水平较为不均等

的客观结论。

表 2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泰尔指数值

Table 2 　Theil index of inequality of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度量指标 可支配收入 家庭纯收入 总收入

总体泰尔指数 01179 4 01176 6 01205 1

2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解

和地区分组分解

　　为了能够更细致更全面地理解辽宁省农村居民

收入不均等问题 ,我们将在本节进行不均等的要素

分解和地区分组分解。通过这 2 种收入不均等的分

解 ,本文希望能回答 3 个问题 ,也就是何种要素收入

主导了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全省农村居民

收入不均等的主体是组间收入不均等还是组内不均

等及各地区的收入不均等结构是否趋同、我们能否

从各个地区收入不均等的结构中发现些共性的内

容。本节的内容从以下 3 个方面来进行。

211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解

在收入不均等研究文献中 ,进行不均等要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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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通常采用的是用分项收入的集中指数 (或称伪基

尼系数)来进行分解的。基尼系数的要素分解公式

如下

Gd = ∑
k

(μk/μ) Ck = ∑
k

S kCk

其中 ,μ和μk 分别为总平均收入和平均分项收入 ;

Ck 为分项收入集中指数 (concentration index) , Ck

的计算与 G 的计算类似 ,只不过在计算 Ck 时 ,收入

与其序数是依总人均收入而非单项收入由低到高排

列给定的。

根据本文所用数据的收入来源构成 ,我们将总

收入分解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及转移性收入这 4 个组成部分。利用基尼系数的

要素分解公式 ,我们可以将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

均等分解成 4 个部分 (表 3) 。

表 3 　辽宁省农村居民总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解

Table 3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for total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分项收入来源 收入均值/ 元 基尼系数 集中指数 S kCk 分项收入贡献率/ %

工资性收入 4 06116 01631 01241 01058 17152

家庭经营性收入 11 84111 01455 6 01362 01254 76174

财产性收入 18713 01887 01355 01004 1121

转移性收入 796 01872 01316 01015 4153

总收入 16 86911 01331 01331 100

　　从分解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2002 年辽宁省农村

居民总体收入不均等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这 2 个收入构成部分的不均等 ,它们对

总收入不均等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76174 % 和

17152 % ,两者之和达到了 94126 % ,而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均等的贡献则非常微小。

这种收入不均等要素构成状况 ,是与我国农村的实

际情况高度吻合的。虽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我国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但收入来源一直

比较单一。构成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来自于家庭种

养业和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而表 3 的结果说明

恰恰说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这种总体状况。另

外 ,从表 3 的各个分项收入的基尼系数值来看 ,各个

分项收入的分配是极为不均等的。工资性收入、家

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

数值分别达到了 01631、01456、01887 和 01872。无

论看哪一个分项收入 ,它的数值都超过了作为国际

警戒线的 0145。一旦我们将 4 个分项收入加总成

总收入后 ,总体不均等就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究其原因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 ,我们发现这 1 000 个

样本中 ,如果家庭经营收入较高时 ,则其他收入就较

低 ;如果工资性收入较高 ,则家庭经营收入就较低。

这种收入构成情况 ,就导致了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

不均等程度在总体上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这就说

明 ,辽宁省农村居民家庭各个产业结构不是处于一

个平衡发展水平 ,农村家庭不能做到各个收入来源

平衡发展 ,齐头并进。这也说明辽宁省农村产业构

成不是很合理此外 ,从各个分项收入的平均水平来

看 ,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辽宁省 2002 年农村居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体的收入

格局并没有因经济和工业发展而有很大改变 ,这也

说明全省农村中的二、三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

展 ,农村居民还是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 ,二、三

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仍不能支撑起农村居民收入的新

增长点。

212 　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地区分组分解

总体收入不均等的地区分组分解在研究文献中

常用的方法有 2 种 ,即基尼系数的地区分组分解法

和泰尔指数的地区分组分解法。但由于用基尼系数

的地区分组分解法在通常情况下会产生一个交互

项。这一交互项有可能数值很大 ,解释了不均等的

很大部分并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一交互项形成统一的

理论解释。只有当收入总体的分组地区内样本单位

不重叠时 ,这一方法才能良好的分解为组内不均等

和组间不均等 2 个部分 ,没有交互项。而各个分组

地区内的样本单位不重叠 ,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 ,本文将不采用此方法来进行不均等的地区分

组分解。采用泰尔指数的地区分组分解法则不会产

生这个问题 ,无论采用的数据如何 ,这一方法都能良

好的分解为组内和组间不均等 2 个部分。其分解公

式如下

T = ∑
k

sk Tk + ∑
k

skln ( y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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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k =
nkyk

∑
n

j = 1

y j

, 是一个收入比 ; Tk 为第 k 组的泰

尔指数 ; y 为总体平均收入 ; yk 为第 k 组的平均

收入。

通过这一公式 ,我们就能分析区域内与区域间

不均等对总体不均等的贡献。用泰尔指数分解法处

理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住户调查数据 ,我们得到如

下分解结果 (表 4)可以看出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不

均等主要是由各地区组内居民收入不均等所造成

的 , 组内不均等对总体不均等的贡献达到了

86145 % ,组间不均等的贡献率则仅仅为 13155 %。

这说明 ,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是主导

了全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而各个地区间收入不

均等程度还是比较均等的。

表 4 　不均等的地区分组分解

Table 4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population
subgroups in various regions

泰尔指数 不均等值 贡献率/ %

总体值 　　 01205 1 100

组内不均等 01177 3 86145

组间不均等 01027 8 13155

鉴于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对总体

不均等的强解释力 ,我们还考察了各个地区的农村

居民收入不均等状况 (表 5) 。

表 5 　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

Table 5 　Theil index of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地区 总收入 (均值) / 元 不均等值

阜新 11 65213 01103

朝阳 13 10412 01151

本溪 13 83810 01092

营口 14 25416 01237

辽阳 14 56019 01125

铁岭 14 66613 01156

锦州 14 89118 01132

葫芦岛 15 42713 01161

沈阳 17 50019 01129

盘锦 18 89512 01124

丹东 19 19311 01256

大连 22 95316 01201

抚顺 24 83718 01241

鞍山 26 05811 01295

　　从表 5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辽宁省各地区农

村居民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差异较大。其中 ,鞍山地

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最大 ,泰尔指数分别

达到了 01295 ;而本溪地区的不均等程度最小 ,仅为

01092。不均等程度最大组的泰尔指数是最小组的

3 倍 ,且这种组内不均等也反映到总体不均等上来。

这一现象说明 ,在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已

达令人惊讶的程度 ,而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不

均等直接导致了全省的不均等。这些地区内的不均

等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此外 ,我们还做了收入水平与不均等的关系的

粗略分析。根据表 5 的收入和不均等数据 ,我们将

收入和不均等值按由低至高的排序。按排序后的数

据作了一个简单的折线图 (图 1) 。从图上的折线和

趋势线 ,尽管在某些地区上 ,不均等有较大的起伏 ,

我们可以知道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 ,在横向上是呈不断上升的态势 ,两者之间并没

有呈现出经典的倒‘U’型曲线关系。

图 1 　不均等指数与收入的关系

Fig. 1 　Correlation between inequality index and income

213 　辽宁省各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要素

分解

通过上面的全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

解分析 ,我们知道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不均

等 ,尤其是家庭经营收入不均等主导了总收入不均

等。各地区从总体上说也是呈同总体一样的情形 ,

也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总体不均等的主

要贡献因素。但就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各

个地区收入不均等的贡献份额来说 ,这两者的作用

差异还是比较大。从表 6 所给出的分解结果 ,我们

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均等的贡献率是从

最小的 - 2 %变化到最大的 37 % ,贡献率差异程度

达到了 39 个百分点 ;家庭经营收入对总收入不均等

的贡献率是从最小的 46 %变化到最大的 99 %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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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竟达到惊人的 53 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贡

献率最大的抚顺和鞍山两地区 ,其总体收入不均等

几乎全部来自家庭经营收入中存在着的不均等 ;而

贡献最小的本溪地区 ,其家庭经营收入对总收入不

均等的贡献还不足 50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的不均等对总体不均等的贡献一般都很小 ,特别

是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需要注

意的是 ,本溪、营口、辽阳、葫芦岛这 4 个地区的转移

性收入对各自的总收入不均等贡献都超过了 10 % ,

其中本溪地区竟高达 18 % ,这种情况是在全国也并

不多见。此外 ,从表 6 中的数据结果 ,我们还能发现

各个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家庭经营收入对不

均等的贡献率呈增加趋势 ,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呈

缩小态势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没有表现出任

何规律性态势。这也就是说在高收入地区 ,工资性

收入起着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而在低收入地区 ,工

表 6 　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解

Table 6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for incom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地区 总收入/ 元

工资收入

的伪基尼

系数

贡献

率/ %

家庭经营

收入的伪

基尼系数

贡献

率/ %

财产收入

的伪基尼

系数

贡献

率/ %

转移收入

的伪基尼

系数

贡献

率/ %

阜新 11 652128 01316 37 01231 58 01251 1 01150 5

朝阳 13 104118 01335 25 01268 68 01169 0 01532 7

本溪 13 838103 01224 36 01207 46 01009 0 01526 18

营口 14 254160 01183 21 01408 63 - 01093 0 01556 16

辽阳 14 560189 01293 34 01213 54 0136 1 01535 11

铁岭 14 666128 01461 21 0128 75 01526 1 01399 3

锦州 14 891180 01385 34 01263 60 01613 1 01173 5

葫芦岛 15 427134 01248 21 01269 67 01018 0 01734 12

沈阳 17 500194 01258 10 01272 90 01397 1 - 01084 0

盘锦 18 895124 01247 29 01286 63 01377 3 01269 5

丹东 19 193108 01183 11 01398 85 - 01003 0 01295 4

大连 22 953164 01103 12 0153 88 - 01018 0 01019 0

抚顺 24 837180 01019 1 01436 99 11689 0 01125 0

鞍山 26 058114 - 01054 8 - 2 01496 99 0128 2 01227 1

资性收入则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还有 ,由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和分项收

入的基尼系数值 (表 7) ,我们可以知道辽宁省各地

区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不均

等程度都是比较大的 ;家庭经营收入的不均等状况

则较为合理 ,除鞍山、营口、大连、丹东、盘锦这 5 个

地区的不均等程度较大外 ,其余 9 个地区的不均等

程度都在合理水平上。由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都不是当前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主体 ,在这里本

文将不对二者做以阐述 ,而将重点放在工资性收入

和家庭经营收入上。从总体上说 ,全省各地区的工

资性收入的不均等都是很大的 ,基尼系数值大都在

015 以上 ,这说明全省农村居民获得工资性收入的

机会差异较大。而这各获得工资性收入机会的差

异 ,也从侧面反映了全省农村中的乡村工业发展很

不平衡及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能力差异较大。

表 7 　辽宁省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和分项收入的基尼系数

Table 7 　Gini coefficient of income and the income of different
items for rural popul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of Liaon2
ing Province

地区 总收入
工资性

收入

家庭经

营收入

财产性

收入

转移性

收入

鞍山 0141 0166 0153 0161 0173
铁岭 0131 0178 0132 0189 0174
沈阳 0127 0173 0129 0191 0180
大连 0133 0152 0168 0177 0159
阜新 0125 0161 0136 0194 0178
锦州 0129 0167 0138 0197 0183
本溪 0124 0148 0133 0196 0183
葫芦岛 0128 0160 0137 0182 0189
盘锦 0127 0157 0142 0188 0180
朝阳 0129 0169 0134 0186
营口 0133 0142 0152 0188 0182
丹东 0135 0159 0147 0179 0185
辽阳 0125 0155 0135 0192 0193
抚顺 0138 0164 0145 0180 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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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性评述和政策涵义

1)辽宁省农村居民收入总体不均等程度不是很

严重 ,2002 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泰尔

指数分别是 01331 和 01205。从国际通行的判断标

准上来看 ,这种不均等处于一个正常水平 ,但需要指

出的是在连续多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力的情况

下 ,总体收入不均等处于这种水平 ,还是值得我们警

惕的。

2)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泰尔指数的地区分

解结果 ,我们知道地区内部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较

之地区间的不均等非常明显 ,对全省总收入不均等

有极大的解释力。这说明 ,辽宁省各地区内部农村

居民收入不均等是导致总收入不均等的主要原因。

因此 ,在提高全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时 ,要注意农

村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 ,特别是要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缩小地区内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 ,

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组的扶持 ,增大对

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 ,最好是能形成一个促进后

进群体更快发展的制度机制。

3)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的收入来

源分解结果 ,我们知道家庭经营收入不均等是导致

现有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主要源泉 ,因为家庭经

营收入还是当前全省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主体。从

目前的农村居民收入格局来看 ,在今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里 ,家庭经营收入还将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我们在考虑农民增收时 ,应从这一基本情

况出发 ,切不可脱离现实来谈农村居民增收。从家

庭经营收入不均等是主要源泉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

知道全省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内存在着较大的劳动

生产力差距。我们在解决增收和收入不均等时 ,可

以从这一点出发 ,在提高全省农业生产力整体水平

的同时 ,注意农业技术在全体农村居民中的扩散。

此外 ,还要注意农村各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各个

产业得到平衡发展。

4)从各地区的收入不均等的要素分解结果来

看 ,各个地区内的农村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在解决

各个地区的收入不均等问题应从本地的实情和客观

的数据出发 ,因地制宜的采用对策 ,切不可脱离实际

来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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