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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学者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规范研

究却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本文旨在将价值判断引入收入分配领域，并设计出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规

范指数。 文章先对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状况作了比较，然后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进行了

综合评价，简要分析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公平与效率的影响，并指出了现阶段调节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努力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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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是一个得到经验研究证明的事实。 对当前国内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的分析与评价也是时下的一个热点问题。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是在居民收入差距的测量方面，应该存在两类不同的
“
不均等

指数
”
： 一类是客观指数，用以测定收入的相对离散程度；另一类是规范指数，其大小与一定的价

值判断相联系。 对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价值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内研究的现

状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尚未涉足的空白领域。 对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要想取得进一步的突

破，在原有的方向上雕琢似乎已不大可能。 本文旨在将价值判断引入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尝试设

计出用以评价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规范指数，以期抛砖引玉。

一、从基尼系数谈起

人们通常把基尼系数和洛仑兹曲线作为衡量全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主要经济指标。 意

大利统计学家C·基尼在其1912年发表的Variab山tae Mutabilita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不均

等指数（即基尼系数），而且他还从数学上证明了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在几何意义上的一致性。

现在人们所提到的基尼系数是经过后人改造的相对基尼系数，其公式一般表示如下：

G=l/2n2 uxI: 江Yj-Yi I (1) 
j=!i=l 

其中，IYj
—Yil表示任何一对样本的收入差的绝对值，n是样本数量，u是收入均值。 基尼

系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

特点。 官方的民间的以及其他国际中介组织测算的
“
基尼系数

”
往往相去甚远。 因此，有必要对

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更深层次的认识。

1. 社会收入信息系统的不健全和非法及非正常收入的大量存在，让我们意识到不能把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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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作为衡最收入差距的唯一标准。 正如许多国内学者所言，
“

基尼系数并不能准确反映我们这

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梁小民， 2002)。

2. 基尼系数是一个相对指标，难以反映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收入的绝对水平。

把中、美两国1996年的基尼系数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尽管基尼系数的值很相近，但人们对收入差

距的心理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当年中、美两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05和0.41，但是美国当年

的贫困线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5763美元，远远 高出中国。 据国家信息中心当年的调查，国内

有42 ％的居民表示难以接受当时的分配差距， 有15.54％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这说明建立在人

均收入低水平上的分配不均与建立在人均收入高水平上的分配不均，其稳定系数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评价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时，既要肯定基尼系数的作用，也要积极探求新的评价标准。

二、从基尼系数到价值判断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根据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 3以下为

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 3-0. 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而超过0.6 以上就属社会

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 虽然目前国内的基尼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的收人分配差距（普

遍的看法是实际的基尼系数值比测算值大），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是暂且以官方的统计数字为

准。 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早在1994年就已经 超过了0.4 的临界点，近几年缓慢攀升，

至2000年，巳经增至0.458。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已经和美国差不多了，但是，

目前这种差距究竟合不合理？与美国或其他国家 相比是更合理还是更不合理？却是一个容易被

人们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单纯根据收入差距的大小还难以得出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结论。 比

如：假定A的收入是125 0元，B的收入是750元，根据基尼系数的一般公式（见公式(1)），可以得

出两者之间的基尼系数为0. 25（处在最佳的平均状态）。 那么他们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呢？在

未能进 一步了解A、B两人的其他情况之前，是很难做出判断的。 如果A、B两人属于同质劳动力，

那么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或完全竞争规则，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两个人的收入是不合理的。 但是，如果

A是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的雇佣者（或者 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严格训练的技术工人），而 B是A的被

雇佣者（或者是没有受过技能训练的文盲、半文盲），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合理

的，甚至可能会认为这个差距还不够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尼系数即使完全没有计

算错误和任何误 差，也只能客观地测算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或者 说它只能测定出居民收入

的相对离散程度），而对于收入的差距是否合理，基尼系数本身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评判。

这个案例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上的难题，对于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来说其

难度更大。 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标准，而对于这些规范经济学的问题并不存在完全正

确的答案。 但是，在我们能够做出有充分调查研究的选择之前，有必要对事实加以尝试性的探索。

三、对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 的初步设计

收入的差别源于收入来源的差别，而收入来源集中体现在财富与劳动上。萨谬尔森认为
“

收

入差别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财富上的差异
“

(《经济学》第1 2版第945页）。 事实上，财产

差别、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教育 与训练的差别是正常条件下引起居民个人收入差别的三大因素。

同时，这三种因素也是最能够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 因此，文中选取这三大因素作为价值标准来

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进行价值判断方面的探索。

将价值判断引入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设计出对收入分配现状进行价值判断时

所必须依赖的规范指数一一我们暂且称之为
“

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
”

， 用字母P代替。 下面，

我们将借鉴国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对
“

合理指数
”

的设计作初步的尝试。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与基尼系数的一般公式 是我们将要用到的重要资料。 柯布一道格拉斯
• 18 • 



函数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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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AK叮厂。 (2) 

公式(2)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在已经得到证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Y

表示国民 经济总产出，K代表资本要素，L是劳动要索，A是技术要索， Q 是 资本效率。 在选取了

财产差别、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教育与训练的差别这三大 因索作为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我们可以

通过同样的方法导出个人的
＂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用公式表示为：
Y1

= A1 K产L1
1-01 (3)

其中，Y1 是个人的总产出，民是财富要素， L1-是个人能力要素， A1 是 教育和训练要素， GI

是财富的效率。 如果用C] 表示个人的法定必要支出（一般情况下C]是可以准确测定的），则个

人的“合理收入“是 Y2 ，用公式表示为：

Y2
=Y1

—C1

即 Y2
= A1 K卢L1 I-al -Ci (4) 

引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目的就在千求出财富、能力和教育与训练三者共同作用下
的居民个人“合理收入“一Y2

我们知道：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建立在任何两个样本收入差距的 基础上的。 因此，在获得个人
“合理收入＂的样本后，可以利用 基尼系数”借鸡生蛋“求导出“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的公式：

P= l/2n2 uX�江Y2j -Y2 ; I (5) 
j=li=l 

这样，在衡量整体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合理时，就可以综合考虑“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

P与基尼系数 G，实现“客观指数”与“

规范指数”的有机结合。 可以尝试着做以下推论：
l. 当G<0.4时，居民收入差距处于正常状态，不论G与P之间的大小关系如何，居民收入

差距都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危及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 整体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
以认定为“合理状态”。

2. 当0. 4<G<O. 6且G<P时，居民收入差距处千警戒状态，G<P说明分配状况主要由市

场力量（如财富要素、个人能力要素、 教育和训练要素）决定，但是存在外部力晕（比如政府的税收

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较大但不会影响社会公正。 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
可以认定为＇ 轻度不合理状态”。

3. 当0. 4<G<O. 6且G=P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是市场力量作用

的结果，收入差距可能会影响社会公正但还没有危及经济效率。 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认定

为
“

中度不合理状态。 ”

4． 当0. 4<G<O. 6且G>P时，收入差距虽然尚处千警戒状态，但 G>P说明居民收入分配

状况不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还存在一些不良的 “市场外部影响因索”（比如城乡分治、贪污

腐败、制度外收入）不合理地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 这种分配状况不仅直接危及社会公正和社

会稳定，还必然危害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 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认定为“ 高度不合理状态”。
5. G>O. 6时，居民收入差距处于危险状态，不管G与P的大小关系如何，居民收入差距都

已超出人们的可接受范围，分配状况极度不均衡， 社会动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整体的收入分配

状况可以认定为“极度不合理状态” 。

四、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状况的甄别

在 上述“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的设计工作结束后，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测定出 P的值。 但是，由

于技术手段和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一个泛化的比较来估计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的

大小。 下面将通过洛仑兹图形来比较中美两国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居民财富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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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居民财富分配不平等。 根据2000年官方统计的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值(0.458)，可以绘制出表示当年国内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洛仑兹图形（图1)。 根据

2000年国内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值(0.51 4)，同样可以绘制出表示当年国内居民财富不平等程

度的洛仑兹图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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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年国内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图2 2000年国内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程度

结论(1) ：在可以统计的范围内，结果显示国内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稍小于居民财富分配

的不平等。

2. 美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居民财富分配不平等。 根据2000年美国的居民收入基尼

系数值(0.460)和财富基尼系数值(0. 791)，我们可以绘制出表示美国当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的洛仑兹图形（图3)和表示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洛仑兹图形（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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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年美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图4 2000年美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

结论( 2)：美国的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远远大于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西方学者对此作出的

解释通常有两种：一是收入调节政策的作用，二是混合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了较大的平等。

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教育和训练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代表对这种资源占

有的多寡。 西方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劳动力本身的劳动差别是很有限的，个人能力比收入具有更为 平

等的分布。 在技术手段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绘制出教育和训练以及个人能力的洛仑兹曲线。

根据我国居民的受教育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教育与训练比收入也具有更加平等的分布。

通过上述泛化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于居民财富、个人能力和

受教育与训练的综合不平等程度。 也就是说
“
收入的不平等大于收入来源 的不平等

”
。 这个结论

与西方国家的经验事实不相符合。 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被其他因素不合理地扩大

了。 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会得出一 个令入不安的结论。

结论( 3)：在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体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较美国而

言更加不合理。 这也从理论上证明了部分学者关千
“
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存在是引起我国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拉大的根本原因
”
的观点（陈宗胜、周云波，200 1)。

五、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综合评价

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 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计算我国居民

收入差距的
“

合理指数
“

需要大量的样本和较高的技术手段，但是我们在前文的泛化比较 中，已经

定性地分析了市场条件下财富差别、教育与训练的差别和个人能力差别三者共同作用下的
“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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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合理差距
＂

，得出的结论是G>P一基尼系数大于
“

居民收入分配合理指数
”

。 这说明，

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咎千其他不良的外部影响

因素。 过大的不合理差距不仅已经危及了社会公正还必将影响经济效率。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
“

公平
”

和
＂

效率
”

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都奉行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原则，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

效率
”

与
“

公

平
”

之间的辨证关系。 过大的（且为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仅是对
“

公平
“

本身的威胁，更是

危害到了
“

效率
”

。

1. 收入差距过大对
“

公平
”

和社会稳定的危害。 在我国的弱势群体中，近年来相当 一部分工

人和农民的相对收入（甚至是绝对收入）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促生了他们的
”

被剥夺感
”

;

另一方面更加剧了他们对地下经济受益阶层的不满。 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

变化，已经影响到人们对
“

社会公正
”

的信念，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来讲，这无疑

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一些矛盾已经激化，这严重危及了社会稳定

和政治团结。 东西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团结、国防安

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这几年来，西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西藏地区的
“

达赖喇嘛问题
“

悬而未决，新疆地区的
“

东突
＂

势力却已初见端倪，这一方面是国际、国内敌对势

力猖獗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西部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2. 收入差距过大对
“

效率
”

和经济发展的危害。
“

内需不足
”

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

根本原因。 然而内需不足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所谓的
＂

供给过剩
”

或所有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下

降，而是国内经济结构的
“

断层
＂

，更具体地讲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断层。 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

为制约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
＂

瓶颈
＂

。 经济学家霍布森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国民收入

分配的不平等，以至于引起富人过度储蓄，而穷人消费不足。 以我国最典型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差距为例，现阶段城镇居民巳进入万元级消费阶段，而农村居民仍然停留在千元级消费阶段，两

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消费结构断层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 这种情况下，如果收入

差距继续拉大，经济将难以摆脱
＂

紧缩
＂

的束缚。

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
”

必须满足两个原则。 第一 个原则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

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第二个原则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

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l）既适合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又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

致；（2）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 任何一 个政府

都应该具有4个职能部门：配给部门使价格体系保持有效竞争性并防止不合理的市场权力的形成；

稳定部门维持充分就业，并与配给部门相配合，帮助维持市场经济的效率；转让部门负责确保提供

社会最低受惠值；分配部门通过税收和必要的产权调整等手段来保护保证分配额上的大致正义。

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在自由、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一种积极的平衡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正处于
“

高度不合理状态
＂

，应该把居民收

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所以，部分学者单纯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未超

过危险线为由，坚持认为
“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但并不严重，只需重视不需调节
”

的观点

应该更正了。 我们认为：目前必须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整，”作为公平的经济正义
“

要通过国家

的职能部门和各种组织机构得到制度表达，现阶段的主攻方向要放在规范分配秩序、强化财税宏

观调控功能和纠正不良的
“

市场外部影响因素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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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iming at introducing value criterion into the field of income distribu

tion, the paper designs a normative index to measure the rationality of resident income dis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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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merican residents, we make a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 

resid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resident income gap to fair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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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1, deflation has been growing up again in China, 

which makes it inevitable to re-examine the formert studies on deflation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deflation should be defined more extensively from exterior signs, on which basis, the con

traction of actual money supply and descend of price index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main 

guidelines to gauge deflation . The paper holds that some new problems in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have occurred after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active financial policy have hin

dered the further full play of its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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