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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别的量度研究

专·-·会·-·令令｀` 乡｀｀ ｀ ＿．＂专令会．一｀专·伞·会专. .令伞｀令喝｀ ｀ `  ｀ ` 令喔令．会心令伞·4令嗓．｀ ｀令．．｀专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围绕Lorenz曲线探讨收人分配度量指标体系的价值判断问题，并从

价值判断的角度对Lorenz曲线与各种收人分配指标之间的价值判断关系进行讨论，提出在应

用收人分配的度量指标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时应注意其内在的价值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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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收入分配理论分为功能分配理论和规模分配理论两个方面。收入的功能分配理论主

要是解释社会最终产品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如何分配的问题。 收入的规模分配理论的研究重点

是说明收入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通常，收入的规模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个人分

配理论，所以本文就Lorenz曲线及其与Lorenz曲线相关的收人分配的统计描述和规范评价

的问题作些理论探讨，就当前收入分配分析中所需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为便于收入分配的统计描述，假定由N人组成经济的各成员按收入大小进行排序，第i

成员收入为．r,时，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向量:r = （xl，立， … ．r，， … 心N)表示，与收人分

配:r相对应的分布函数为F(.T）。 如果能利用收入分配工的分布函数F(:r）在一元空间上定义

相关的收入分配评价函数入(:r)，则我们可以将收入分配评价函数入(x)作为衡量收人分配的不

平等尺度。 对于两个不同的收入分配产和 、T气如果入(:rA )小于入(:r
B

)，则我们认为收入分配:r
A

要比收人分配.T
B

平等。一般地，我们也可以在收入分配x的分布函数F(x)基础上将收入分配

评价函数入(F)定义在相应的函数空间。 此时，对于两个收人分布:r
A

和产的分布函数F(x勺

和F(x
B

)，如果入(FA )大于入(F
B

)的话，就认为收入x
B

要比收入分配:r
A

平等。

一般来说，Lorenz曲线是弱价值判断标准下的不平等顺序尺度。 在Lorenz曲线不发生相

互交叉的情况下，通过Lorenz曲线对收入分配进行价值判断是非常有效的。 在两个收人分配

所对应的Lorenz曲线相互交叉的情况下，通过Lorenz曲线对两个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整体的

价值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在Lorenz曲线发生相互交叉的时候，通过对Lorenz曲线的交

叉处进行分割，并对分割后的部分进行评价也是可能的。

现在用连续变量x表示收入，收入低于x的累计人口百分比与收入x的相关的分布函数

F(x)来表示，则Lorenz曲线的坐标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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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F上）） ＝ （I：f(t)dt，上 『订(t)dt), µ =「汀(x)d:r （1)µ Jo 

此时，µ代表与 Lorenz曲线所对应的收入分配的平均收入。事实上，Lorenz曲线对横轴成凸状

的，作为因变量的收入累计百分比Fh (x)是自变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F(x)的凸函数。首先，计

算收入累积百分比凡(x)对累计收入百分比x 的导函数可以得到以下关系式。

dFh (x) xf(x) 
dx = µ (2 ) 

其次，计算收入累积百分比Fh (x)对累积人口百分比F(x)的一阶导函数可以获得以下结果。

dFh (x) dFh (x)/d 工 xf(.r)/µ x 
dF( ｀ r) 

= 
dF(x)／d.T 

= 
f(r) =了>0 (3) 

进一步地计算收入累积百分比Fh (x)对累积人口百分比F(T)的二阶导函数可以得到以下关

系式。

d 2Fh (x) d (dFh (x) \ d 、r \ 1 dx 1 1 
dF五）

＝
乔(dF(x)）

＝
乔厂）

＝
了dF(x)勹犀

＞0 (4) 

根据收入累积百分比Fh (:r）对累积人口百分比F(`T)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均为正的结果可

知，Lorenz曲线确实是对横轴成凸状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全社会成员获得完全相等的收人µ时，由于Lorenz曲线的横坐标F(:r）

和其纵坐标Fh(:r）相同，Lorenz曲线就变成连接点(0,0)和点(1,1)的对角线。理论上，我们将

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的理想状态的对角线形的Lorenz曲线称为均等分布线。一般情况下，

当x = µ时，Lorenz曲线和均等分布线的垂直距离最大。 事实上，可以定义函数<I>(x) =F(:r）

—Fh (x)来证明上述性质。根据函数<I>(:r）的定义，可以分别求得函数O(x)对F(:r）的一阶和二

阶导数。
d<P（工） 工
dF( ．兀）

=l －一一，
d 2中(x)
dF2 (:r）

=xf(:r） (5) 

根据函数<P(x)取最大值的必要条件可知，函数<P(.T）在.T = µ时取最大值，并且它的二阶导数

为正。因而，当x= µ时，Lorenz曲线和均等分布线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大。

上述的 Lorenz曲线与在收入分配研究中经常利用的 Pareto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有着密

切的关系。

首先，Pareto分布和 Lorenz曲线之间存在着以下关系：当收入分配x服从于Pareto(a ,.T）

分布时，与其相对应的 Lorenz曲线的纵坐标Fh (x)为1-（1—F(x)）炉1)／＂。对此，我们可以证

明如下。在 X�Xo 时，将Pareto分布定义如下：

F(.T）＝1-(t)
-

o (6) 

根据 Pareto分布定义可知其密度函数 f(x)为ax;x-1-a。注意到只有在a >1 时才存在平均收

ax。

入 µ＝ 一一，则Pareto曲线的纵坐标Fh(.T）就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G-1 

F心）＝¾ (ax芷dx ＝ 言气－言十三）＝1 － （l-F（心）宁 (7) 

从收入分配的实证结果看，Pareto分布能很好地描述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但它不能很

好地说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所以在实际分配中往往将Pareto分布用于描述高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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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

其次，对数正态分布和Lorenz曲线之间存在着以下关系：收入分配工服从均值和方差分

别为µ和 62 的对数正态分布，利用对数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F.（工）可以将Lorenz曲线的纵坐

标Fh(x）表示成F.(F; 1(F(:r）） — 矿）。对此可以证明如下。现在将与对数正态分布相对应的

Lorenz曲线的纵坐标Fh( x)用以下公式表示：

F/，（:r）＝e
:r

p
{
：二｝ f： r ;

6
尸A － 卢（lnx — µ) 2 }dx

『 1
＝

0 :r孕2
P叶－沪(ln:r —µ王）2 ｝ d:r

＝凡(F。-1(F(.r))－矿） （8)

和Pareto分布相反，对数正态分布适用于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分析，但不适用

于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分析。

如果与收入分配互相对应的Lorenz曲线几位于与收入分配互相对应的Lorenz曲线

坏之上，则认为收入分配环优于收入分配．TB o 在此，Lorenz曲线L.r 位于Lorenz曲线I分 之上

的含义是指，对于任意的0�：：：：�l存在关系式F伙：：：：）)?:F仅：：：：）。通常，将Lorenz曲线Lx在

Lorenz曲线心之上表示成I">J,yo

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转移原理来讨论Lorenz曲线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情况下，我们将

转移原理定义为：如果在保持收入高低顺序不变，将相对收入高的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相

对收入低的阶层，则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程度得到改善。现在用符号T丘歹兀来表示，对千收入

分配工和y，通过对收入分配.r运用有限次的转移原理可以使得收入分配工 变得与收入分配

y相同。Rothschild and Stiglitz[l973]证明了在收入分配工和y的 平均收入相等时，从T之习勺

的成立可以推出T.r)?:T｀ 成立的结论。当然，将转移原理运用到根据Lorenz曲线顺序所确定优

劣的收人分配，则可以使得有优劣顺序的收人分配 变成完全相同的收人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在两条Lorenz曲线不相交时，我们可以通过转移原理来确定与不同收入

分配相对应的Lorenz曲线的优劣，但为说明两条相交Lorenz曲线所对应的收人分配的相互

优劣关系，我们需要对Lorenz曲线进行适 当的分解处理。

在两条Lorenz曲线的相交处(F(m),F/，(m)）将Lorenz曲线进行分解意味着将所要研究

的收入分配分解成两部分，即下侧部分[0,.To]和上侧部分[:;rO,oo ］。现在将分解前的Lorenz曲
线定义成以下形式。

I［八t ) dt,�l (9) 

则分解后Lorenz曲线的下侧部分I'［心）和上侧部分I儿心）可以分别表示如下。

L,. (x) ［勹0
)： t

I
o
t

t

f

f

(
（

t

t

)
）
d

d
t
tI

几(:r) 1!二fF(t(：：
t

)i~:：二 t

t

(10)

需要注育的是，分解后的Lorenz0曲线有以下性质如果 平均收入相等工问两个收］人分配工和y

的Lorenz曲线在某点相交，则由该交点分割后所得到的收入分配的上侧部分和下侧部分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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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相等。对上述性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证明。现在假定两条 Lorenz 曲线在 F(xo)=G(y。)处
相交 ，均值为冰的分布函 数 F（立在工<m部分的分布函数表示成 F1,(心，均值 为纯的分布
函数 G(y)在 y<y。部分的分布函数表示成 G1,(y入此时，与分布函数 FJ. （心和 G,_(y)相对应的
Lorenz 曲线的纵坐标分别表示成以下形式：

F妘）＝ 上 『吓）dt ＝ µi'., Gf,-(y。) ＝ 上『"tg(t)dt ＝ 烛 （ 11)
µJo- · -- µJo 

由于在 Lorenz 曲线相交处有几位。） ＝Gh(y。)，所以根据上式可知婥 ＝ 炖成立。根据同样方法
可以证明分割后的收入分配的上侧部分的均值也相等。

从分割后 Lorenz 曲线的上侧部分和下侧部分的均值相等的关系出发，如果原来收人分配
的均值相等，则我们对分解后的各收入分配进行评价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对 Lorenz 曲线相
交的两个收入分配进行相对评价时，只要将原来的 Lorenz 曲线重新分成两条 Lorenz 曲线后
就可进行相对评价。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Lorenz 曲线的相交 位置，我们不能对分解前的收入分
配和分解后的收入分配处于何种位置关系作出确定性的判断。

在出现负收人时，Lorenz 曲线会变成什么样呢？只要注意到即使出现负收入，公式 (3) 和
(4)也应该成立的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下表所示的结果。

包含负收入的 Lorenz 曲线

工 -oo 。 µ 00 

F(工） 。 F(O) 

F'(:r) 

Fh(:r) 

。 ＋ 

0 � H(O)<O /' 

F(µ ) 

＋ 

H( µ ) 

1

＋ 

/ 
1

由于包含负收入的 Lorenz 曲线与表示累计人口百分比的横轴相交并保留一般 Lorenz 曲
线所具有的性质，所以包含负收入的 Lorenz 曲线也能够作为评价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准。根据
Hanoch and Levy[l969]的研究，含 有负收入的各种收人分配之间的评价问题只不过是利用了
具有 F(-=)=O 和 F(=)=l 性质的非减的右连续分布函数而已。所以，存在负收入时，我们
可以在(F(O),H (0)）处对收入分配 y 的 Lorenz 曲线进行分割的基础上忽视负收入而仅对
Lorenz 曲线的上侧部分进行评价。这样，忽视负收人的 Lorenz 曲线可按以下公式定义：

[ 
f:f(t)dt f

：
订（t） dt

ll — F(O)
＇ 「订(t)dt

(12) 

为更好地对忽视负收入的 Lorenz 曲线进行考察，我们首先证明以下定理：分布函数在石
E [O, oo)和 y。E[O, oo ）处满足 F(x。)＝G(y。)的话，则 等式 Gh(y。)娑Fh (r。)成立。 为证明上述定
理，我们先定义以下函数：

F(:r。）＝G(y。) ＝ F(y。)—F(O)
1-F(O)

利用上式与分布函数性质 F(O)�O 和 l-F(x。)�o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F(y。)－F(x。) ＝ F(O)[l-F(:r。）]>0 (14)

根据上式可知，在 XoE[O,oo ）时，由于 F(y。)�F(:r。）和函数 Fh(x)是分布函数 F(x)的增加函

(13) 

数，所以关系式凡(y。)>凡(xo)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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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布函数F(x。)得到忽视负收入的分布函数G（立时，对Lorenz曲线而言有关系I”之

I勺 存在。 换言之，对满足F(:r。)＝G(y。)的Xo和Yo,Lorenz曲线的纵坐标之间存在关系式Gh

(y。)�Fh （工儿对此可以证明如下。在x。¾O时，凡C.ro)¾O成立，因而对于任何y存在F(y)�

0使得F从Xo)¾Gh (y。)，故能得到所需结论。 在x。�o时，注意到与分布函数F(x)相对应的收

入 分配的均值µ 和与分布函数G(x)相对应的收入分配均值µG之间存在关系式µG(l-F

(O) )=µ,并且利用性质Fh (y。) —Fh (xo)>O和Fh (O)<O可以得到以下关系式：

Gh (y。)-Fh (x。)＝
凡(y。 )-Fh (O) µ

1-F(0）
． 元

－F凸）

＝ 凡(y。)—Fh (Xo)—凡(O)>O 05)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利用忽视负收入的Lorenz曲线来分析收人分配时存在夸大收入不平等度

的倾向。所以，利用Lorenz曲线对收人分配不平等度进行分析时需要特别注意负收入的问题。

通常，收入分配分析往往不假定收人分配服从何种分布而直接利用Lorenz曲线。 这个做

法的合理性不仅在于通过转移原理可以将Lorenz曲线正当化，而且在于可以从社会福利函数

角度对Lorenz曲线进行正当化。 Atkinson[l970]指出，如果f（心和g(y)分别表示与收入分

配:r和y所对应的密度函数，在收入分配:r和y的平均收入相等，并且效用函数U为凹函数

时，存在以下关系式：

X归Ly一厂U(x)/(:r）心＞厂U(.)订(y)dy 06) 

上述结果也被称为Atkinson命题。 根据Atkinson命题可知，如果Lorenz曲线不相交，在非常

一般的条件下，根据社会福利函数对收入分配进行优劣评价和根据Lorenz曲线对收入分配进

行优劣评价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虽然以Atkinson的命题为契机，我们能就社会福利函数

和Lorenz曲线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一般讨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需要对平均收入不同的

两个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在理论上，由于Lorenz曲线的纵轴为收入累计百分率，如果社会成员的收入按照同等比

例发生变化的话，Lorenz曲线的形状也不应该发生变化；所以可将两个收入分配中的一个收

入分配状态中的所有成员的收入转化为另一个收入分配状态中的所有成员的收入的常数倍而

进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绝对收入型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利用Lorenz曲线可以对平

均收入不同的收入分配进行评价。

根据Lorenz曲线来分析收入分配的优劣时，如果不同的Lorenz曲线发生相交，则可能出

现不能判定各收入分配优劣的情况。由于人们通常对优劣的判断是模糊的，同时偏好关系也不

一定能如终保待完备性，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

Lorenz曲线的相互位置关系包含着严格的价值判断成份。

尽管根据Lorenz曲线的相互位置关系对收入分配进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取之处，

但通过Lorenz曲线对收入分配进行评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为消除Lorenz曲线的不足

之处，通过测算Lorenz曲线和均等分布线所围面积或最大距离来对收入分配进行评价。 此外

也可以考虑用Lorenz曲线的长度作为测算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尺度。以下从收人转移原理的角

度对以上提到的各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度进行简单的探讨。

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度中最常使用的是Gini系数，而且Gini系数是以Lorenz曲线和

均等分布线所围面积作为收人分配的不平等尺度。 一般情况下，收人为连续变量的Gini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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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以定义成以下形式：

G=l-2 『凡(t)dF(t)=-1＋气�tF(t)J(t)dt
µ Jo 

(17) 

如果存在负收入，只要平均收人µ大于零，则可以根据上式将Gini系数G定义成以下形式。

G= -1+ ¾ 『:« tF(t)J(t)dt 
µ J -cc 

(18)

与通常的Gini系数相比，允许负收入存在的Gini系数C不一 定满足O�G�l的条件， 存在G

大于1的可能性。

直观上， 也可以将Lorenz曲线和均等分布线的纵向距离作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度。通

常与平均收入µ相对应的Lorenz曲线和均等分布线的纵向距离定义成Schutz系数S，它可以

表示成以下形式：

S=F(µ)-F h(µ) (19) 

尽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度的Schutz系数S 也适用于包含负收入的情形，但和Gini系数一

样．它也有可能不满足条件O�S�l。

此外，以Lorenz曲线的长度l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也是可能的。一般情况下，Lorenz

曲线的长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l = ［: J(
dF

d 尸）
2

＋(
d
F了 ）

2

d.r

＝ 上 厂石了石(.r)d:r (20) 
µ Jo 

可以证明，Lorenz曲线的长度l的最小值为J了，最大值为2 。为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

度能处于0和1之间，我们将收人分配不平等尺度L 定义成以下形式， 使其满足条件O�L�

1 。

L= 
L-v'Z

(21) 
2-J

这样，根据 Lorenz曲线的长度来定义的不平等尺度L 可表示成以下形式。

L= 1 [「平 f(:r）心 － 互］ （22) 
(2—汽）µ t) 

在存在负收入时，上述的收人分配的不平等尺度I，可以相应地表示成以下形式。

L= 1 [I 平f(x)dx- 丘］ （23) 
(2—石）µ 一夕

在Lorenz曲线不相交时，上述的三个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互不矛盾，但各种收入分配不

平等尺度所包含的价值判断是互不相同的。具体地说， 各种不平等尺度的着重点是不同的收入

阶层， 根据 对不同收入阶层分别重视程度的差异，我们定义了上述各种不同的收人分配的不平

等尺度。为了更好地通过收入转移对各种不平等尺度的影响来说明上述各种不平等尺度间的

差异，首先将加法分离型尺度函数0(工） 定义成�V(x，八根据 尺度函数0(．r)的定义，经济主体

的收人:r，和 丸 之间的收入转移所导致的尺度函数0(.r） 的变化可通过以下公式表示：
功 功

d 0(.z）＝ —d工，十 — (—dx,)= V'(x,）—V'(.r])心， a.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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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于经济主体间的收入转移而导致的不平等尺度的变化可通过尺度函数8(x)来衡量，故利用

尺度函数贮）又可得到以下结论。如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尺度0(:r）定义成rV(t)J(t)dt

时，由于收人分配从工变化到x — h 而引起的收人分配不平等的变化T（工）可通过函数V(:r）

表示为V'（心－V'(:r － h)。
利用以上所定义的尺度函数0(x)并考虑收人转移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的影响，可对上

述三个不平等尺度的价值判断问题表述如下。首先，根据Gini系数的定义可得到以下公式。

G=1-2I：凡（t)dF(t)=［节 [F（工）一 告］如）d.x

这样，与Gini系数相对应的函数V(:r）可定义为以下形式。

V位）＝；I
［扣）—

½]

(25) 

(26)

根据转移原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转移不改变收入高低的顺序，所以累计人口百分比F
(．T)不受收入转移的影响，这样我们可得到以下公式。

V'(:r）分[F(:r）一 点］ （27) 

因而与Gini系数相对应的收入转移效果就可通过下式所示的函数T从心来评价。

T卢）＝；［F（ ． r)— F(工 — h)] (28) 

由上式可知，Gini系数的变动程度对发生收入转移对象间的分布密度有很强的依存性，这也
就是所谓Gini系数只能反映在最常见值附近的收入转移效果。

其次，根据Schutz系数的定认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µ µ 工f（工）d工 µ @ —x)f（工）d工S=F(µ)-F心）＝I j(:r）d:r — I = 

o µ I。 µ

同样地，也可以将与Schutz系数相对应的函数V(.r)定义如下。

妇）＝｛譬
．兀伞

O, x>µ

因此，与Schutz系数相对应的收入转移效果也就可以通过下式所示的Ts(x)来评价。

T,（x)＝｛;，µ<r伞＋h

o, 其他

(29) 

(30) 

(31) 

从上式所示的T,（工）可知，收入转移并不 一 定导致Schutz系数的下降，只有在平均收入附近

的收入转移才会影响到Schutz系数的变化。因此，Schutz系数可以理解为完全忽视平均收入

附近以外的收入转移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

根据以上分析方法，同样可以得到与不平等尺度L相对应的衡量收人转移效果的指标T1.

(x)。如果将与不平等尺度I，所对应的函数V(X)定义成以下形式。

V(x)= ［石了平子－丘µ] (32) 
(2-五）µ

则，和与不平等尺度L相对应的衡量收入转移效果的评价函数T1.(x)就表示成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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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x)=�[�- 工-h
] 

(2-./2)µ 石卢 ✓µ气(x-h)2 (33) 

对上述评价函数T,.(x)中的变量x求导后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T'心）＝ 1 ［ 1 1 

(2－汽）µ（µ气）
3／2-

（µ汗(.T—h)2)3/2] (34) 

根据上式可知在 :r>0 时有 T'(:r）<0。这就意味着：在不平等尺度 I，中，正的收入转移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来自低收入阶层间的收入转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小。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基于Lorenz曲线的三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蕴涵着究竟重视哪个收

入阶层的价值判断问题，所以，在使用某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尺度来分析具体收入分配问题时需

要注意其指标所蕴涵的价值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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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是导致不同层次货币的流通速度递减出现明显差异的重要原

因。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和信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和

深化，金融资产的种类和规模不断增加，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 一 步表现为在既定储蓄条件下

金融资产持有形式的不同比例选择以及存量财富的不同结构调整，其必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

货币以其它形式的金融资产被人们持有，这样在使货币流通速度递减的同时，导致各种不同层

次货币流通速度的递减速度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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