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时间：2015 - 07 - 14；修回时间：2015 - 10 - 08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点部署项目（KZZD-EW-06）
作者简介：孙晓一（1986—），男，山东海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乡村发展、区域经济等。E-mail：sunxy.10s@igsnrr.ac.cn。

※通讯作者：徐勇（1964—），男，陕西榆林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乡村发展、农业信息协同服务等。E-mail：
xuy@igsnrr.ac.cn。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及空间分异特征

孙晓一1，2，徐 勇※1，刘艳华3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北京 100039；

3.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利用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县级行政区为数据单元，从城乡、城镇、

农村以及整体不平等性等4个方面测算和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2010年我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差异特征十分显著，总体基尼系数和城镇基尼系数都

在国际警戒线以上。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空间分布呈现为北小南大、东小西大的特点，相对差距的空间分布大致

与我国地形三大阶梯的走势一致；城镇居民收入从东部沿海向西北大致呈现为高—低—中—低的分布格局，农村居

民收入空间分布呈现出北方沿边境地区和东部及东南部沿海地区高、两者之间低的格局；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突

出，总体基尼系数为0.4764、城镇基尼系数为0.468、农村基尼系数为0.3703。缩小收入差距依然是今后我国各级政府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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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income data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2010 and data from the 6th population census,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regional disparity of residents’income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at county level from urban-rural

inequality, urban inequality, rural inequality and general inequality 4 aspec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1) The

absolute gap of inc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s continually been enlarged in a“price scissors”way since

1990, while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ending to decrease in general although with fluctuations. In 201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bsolute disparity of inc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large in

the north and west while small in the south and east”, but that of the relative disparity indicates a similar spatial trend as

the“three gradient terrains”of Chinese landform. (2) Per capita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suggests a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 in 2010.According to the 5 divisions of high grade, less high grade, medium grade, less low grade and

low grade, which correspond to five terms cut off by 24000 RMB, 18000 RMB, 14000 RMB and 11000 RMB of per

capita income for urban residents respective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m demonstrates a pattern of High- Low-

Medium-Low change from eastern coast to the northwest. (3) Per capita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lso reveals a pretty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 in 2010. Taking 11000 RMB, 8000 RMB, 5000 RMB and 3500 RMB as cut-off points, 5 types of

high grade, less high grade, medium grade, less low grade and low grade for per capita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re

classified, and their spatial layout is which the grade of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 and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coast

region is high, while that of region between them is low. (4) Inequality of residents’income in China is significant. Gini

coefficients for the whole natio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in 2010 are 0.4764, 0.468 and 0.3703 respectively.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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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

现象，伴随和贯穿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从

能查阅到的文献看，带有“收入差距”含义表述的研

究最早可追溯到 23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1］，但将其作为独立议题开展研究开始于 20世
纪初［2-3］。1905年Max Otto Lorenz提出用来衡量社会

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洛伦茨曲线［4］，1912年Cor⁃
rado Gini根据洛伦茨曲线进一步提出用于精确反

映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
cient）［5］。之后近60年，以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代表

的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6-8］。1970年代开始，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

出现短缺以及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导

致国家之间、一国内部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呈现出了急剧扩大趋势，引发的国际秩序和各

国内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迫使国际社会

和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收入差距

问题［9-13］。

我国自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国民收入得

到快速、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

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快速拉大趋势［14-17］。

与此同时，认识、刻画收入差距以及解析成因和探

究缩小差距途径等议题也一直是经济学、统计学和

人文地理学等领域相关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已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18-25］。但从总体

看，我国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仍属于国际研究的后

续跟进，尤其是全国层面的研究成果往往因数据不

易获取而多停留于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的对比，数

据单元尺度太大，弱化了结果的真实性和结论的说

服力［26-30］。为弥补全国层面收入差距研究单元尺度

太大的不足，本文利用 2010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和人口数据，以县级行政区

为数据单元，从城乡、城镇、农村以及整体不平等性

等 4个方面分析我国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及空间

差异特征。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分级法和基尼系数算法是本研究采用的主要

方法，也是国内外通用的和最基本的评判居民收入

差距的方法［31-32］。分级法就是根据居民收入指标值

的高低将研究区的不同区域单元按照分等定级标

准划分为若干等级，借此反映居民收入的差距及其

空间分异状况。制定分级标准是分级法的首要问

题，不同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分级标

准。国际上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居民收入的分级指标

为人均收入，一般可划分为贫困、低收入、中低收

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6个等级。研究中

涉及到的居民收入指标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低、较低、中等、较

高、高划分为 5个收入等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在等级划分中更加关注贫困和低收入，按照贫困、

低、中等、较高、高划分为 5个收入等级；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按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分别进行等级划

分和空间差异分析，若用CI代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RI代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城乡居民

收入绝对差距（CRa）和相对差距（CRr）可采用下列

算式：

CRa =CI -RI （1）
CRr =CI RI （2）

基尼系数主要用以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

不平等性。就居民收入分配而言，联合国有关组织

规定［33］：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
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
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5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本研

究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基

尼系数的测算采用的是矩形法，总体基尼系数的测

算采用了经济学家Sundrum的方法［34］。

Gc =∑
i = 1

n

Pci∙(Vci - Sci) ∑
i = 1

n

Pci∙Vci （3）
Vci = i∙vc （4）

Sci = Ic1 + Ic2 + Ic3 +⋯+ Ici （5）
式中：Gc代表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Pci代表第 i

个单元城镇人口占总体城镇人口的比重；Vci代表收

入绝对均等条件下从 i＝1到 i的收入累积值；Sci代

表实际收入从 i＝1到 i的收入累积值；vc代表收入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down is still a very urgent and compulsory issue for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future,

efficient ways to narrow down this gap include precautions and policies to speed up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deepen reforms on allocation of revenue and reduce poverty etc.

Key words: income disparity; spatial difference; Gini coeffi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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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占总收入的百分比；Ici代表第 i个单元的收

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式（3）、（4）、（5）同样适用于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计算。

G =Bc2∙Uc
U

∙Gc +Br2∙Ur
U
∙Gr +Bc∙Br∙ |

|
||

|
|Uc -Ur

U
（6）

式中：G为总体基尼系数；Gr为农村居民收入基尼

系数；Bc和Br分别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Uc、Ur、U分别代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和总体的人均收入。

1.2 数据及来源

研究中涉及到的数据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常住人口和农

村常住人口。全国收入的历史数据来源于 2012年

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分县（市、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主要来

源于 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及

市辖区数据来源于 2011年各省市统计年鉴，还有

部分农村数据来源于对应省份 2011年的农村统计

年鉴；此外，西藏的数据从自治区统计局获得，新疆

有少数市辖区数据来源于地方政府“十二五”发展

规划报告。人口数据来源于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分县数据库。县级行政区界线图来源于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更新年份为2004年底。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县级行政区界线图中 2004年以前的市直

辖区（包含多个县级区）被视为一个单元，2004年以

后新设置的县级区按独立单元计算。

2 结果分析

2.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1.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1990年以来我国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

及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变化如

图 1和图 2。1990—2011年期间，我国CI和RI都处

于增长过程中，且增长的趋势也基本一致。1990年
CI、RI分别为 1 510.2元和 686.3元，到 2011年分别

上升为 2 1 809.78 元和 6 799.29 元，分别增长了

13.44倍和8.91倍。

从年增长率变化看，我国的CI和RI增长过程

存在着较大幅度的波动，大致以 2000年和 2009年

为界呈现为 3个波动周期。1991年CI和RI的年增

长率分别为 12.61％和 3.25％，1994年达到 35.65％
和32.49％的峰值，之后快速下降，CI年增长率1998
年下降到5.13％的最低值，RI年增长率2000年下降

到 1.95％的最低值；第二个周期内CI和RI年增长

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2007 年的峰值分别为

17.23％和 15.43％，2009 年分别下降到 8.83％和

8.25％；第三个波动周期还不完整，尚处于上升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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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变化
Fig.1 The ga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per capita

income in China sinc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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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1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变化
Fig.2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per capita income in China since 1991

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呈“剪

刀差”持续扩大趋势。1990年我国的CRa值为 823.9
元，2011年达到 14 832.49元，是 1990年的 18倍。

CRa值在 1992—1995年和 2006—2011年两个时期

年增长幅度较大。与绝对差距相比，1990年以来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虽存在波动，但总的变化

趋势是减小。1990年我国的CRr值高达1.83，到2011
年下降为1.47，21年间下降幅度近20％。CRr值的变

化 呈 现 为 快 速 下 降（1990—1994）、快 速 上 升

（1994—1997）、平稳下降（1997—2003）、缓慢下降

（2003—2009）、缓慢上升（2009—2011）5个阶段。

2.1.2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空间分异。2010年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按县级单元计算，全国平

均值为 9 090元/人，但各单元之间的差异极大，最

高者义乌市达20 445元/人，最低者长海县为-3 190
元/人（是全国唯一的城乡倒挂县）。根据 2010年县

级单元的CRa值，采用自然断裂法，按照小于 6 000
元、6 000~8 000元、8 000~10 000元、10 000~13 000

20 经 济 地 理 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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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大于13 000元将各县级单元划分为差距小、较

小、中等、较大和大5个等级类型，其空间分布整体

上呈现为北小南大、东小西大的格局。

2.1.2.1 绝对差距大类型区。CRa值大于 13 000元，

包括 106个县级单元，人口 12 228.77万人，其中城

镇人口占 74.67％，农村人口占 25.33％。成片分布

在浙江及苏南地区、珠三角、陕北—内蒙古接壤区、

川西—滇西北—青南地区、西藏阿里地区等地，其

它地区有零星分布。

2.1.2.2 绝对差距较大类型区。CRa 值在 10 000~
13 000元之间，包括704个县级单元，人口40 164.96
万人，城镇、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为 55.6％和 44.4％。

成片分布在藏北—青中—川西、陕西及内蒙古中西

部、云南—广西—贵州西部及渝中、浙西—苏南、京

津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其它地区呈零散分布。

2.1.2.3 绝对差距中等类型区。CRa 值在 8 000~
10 000元之间，包括716个县级单元，人口37 825.26
万人，城镇、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为 44.63％和

55.37％。成片分布在新疆西南、青海西北—甘肃西

部、藏东南、滇西南、四川盆地—滇东北、豫西—山

西和蒙冀接壤区、安徽大部以及湖南、江西、福建、

海南部分县区，其它地区有零星分布。

2.1.2.4 绝对差距较小类型区。CRa值在6 000~8 000
元之间，包括574个县级单元，人口27 865.87万人，

城镇、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为 39.46％和 60.54％。成

片分布在新疆沿边境地区、内蒙古东部及长白山地

区、豫东—鲁西南—苏北地区、鄂东和鄂西及湘贵

接壤地区、珠三角外围地区、赣东—赣南—闽南地

区、甘南地区、川东地区等地。

2.1.2.5 绝对差距小类型区。CRa值小于6 000元，包

括258个县级单元，人口12 834.05万人，城镇、农村

人口比例分别为 41.51％和 58.49％。成片分布在新

疆中部、内蒙古东部边境地区、黑龙江大部—吉林

中部及辽东半岛地区、甘肃河西走廊、湖北中部、豫

东—苏北地区、广东西南部地区，此外，贵州、江西、

福建等省有零星分布。

2.1.3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空间分异。2010年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按县级单元计算，全国平

均值为 2.83倍，但各单元之间的差异较大，最高者

桦南县、汤原县分别高达9.28倍和9.1倍，最低者长

海县为 0.84倍。根据 2010年县级单元的CRr值，按

照大于5、5~4、4~3、3~2和小于2将各县级单元划分

为比值大、较大、中等、较小和小 5个等级类型，其

空间分布大致与我国地形三大阶梯的走势一致，即

第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最大、第二级阶梯次之（西北

干旱区主要为较小类和小类）、东部第一级阶梯

最小。

①CRr值大类型区。CRr值大于 5，包括 85个县

级单元，人口1 655.11万人，城镇、农村人口比例分

别为 27.21％和 72.79％。成片分布在西藏阿里地

区、川西—滇西北—青南地区、云南和广西交界地

区，零星分布于黑龙江、新疆西南部以及南岭、太行

山和吕梁山等地。

②CRr值较大类型区。CRa值在 4~5之间，包括

191个县级单元，人口 6 284.27万人，城镇、农村人

口比例分别为 24.68％和 75.32％。成片分布在川西

—陇南—陇东地区、新疆西南部、川滇黔交界地区、

滇南—桂西北地区，零散分布于武陵山、吕梁山、太

行山、大别山等山区。

③CRr值中等类型区。CRr值在 3~4之间，包括

541个县级单元，人口19 095.59万人，城镇、农村人

口比例分别为 35.1％和 64.9％。主要分布在青藏高

表1 2010年我国县级单元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分级
Tab.1 Classification of absolute income ga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绝对差距等级

大

较大

中等

较小

小

分级标准（元）

>13 000
13 000~10 000
10 000~8 000
8 000~6 000

<6 000

单元数（个）

106
704
716
574
258

总人口（万人）

12 228.77
40 164.96
37 825.26
27 865.87
12 834.05

城镇人口（万人）

9 130.95
22 333.71
16 880.10
10 997.20
5 328.00

农村人口（万人）

3 097.82
17 831.25
20 945.16
16 868.67
7 506.05

表2 2010年我国县级单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分级
Tab.2 Classification of relative income ga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绝对差距等级

大

较大

中等

较小

小

分级标准（倍）

>5
5~4
4~3
3~2
<2

单元数（个）

85
191
541

1 115
426

总人口（万人）

1 655.11
6 284.27

19 095.59
73 090.34
30 793.60

城镇人口（万人）

450.32
1 550.68
6 700.07

38 127.96
17 840.92

农村人口（万人）

1 204.79
4 733.59

12 395.52
34 962.38
12 952.68



原和第二级阶梯长城以南地区，其它地区呈零散

分布。

④CRr值较小类型区。CRr值在 2~3之间，包括

1 115个县级单元，人口 73 090.34万人，城镇、农村

人口比例分别为 52.17％和 47.83％。主要分布在西

北干旱区、东部第一级阶梯、内蒙东部、四川盆地及

藏东南地区。

⑤CRr值小类型区。CRr值小于 2，包括 426个县

级单元，人口30 793.6万人，城镇、农村人口比例分

别为 57.94％和 42.06％。成片分布在新疆中部、内

蒙古东部边境地区、东北三省、甘肃河西走廊等地，

东部第一级阶梯各省呈零散片状分布。

2.2 城镇居民收入空间差异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9 113元/人，

但县级单元之间的差异较大，东莞市高达35 690元/
人，而黑龙江明水县仅5 637元/人，两者相差30 053
元/人，高者是低者的6.33倍。根据2010年各县级单

元的CI值，采用自然断裂法，按照大于 24 000元、

24 000~18 000元、18 000~14 000元、14 000~11 000
元和小于11 000元将全国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

低和低5个等级类型，在空间上从东部沿海向西北

大致呈现为高—低—中—低的分布格局。

2.2.1 高类型区。CI值大于24 000元，包括116个县

级单元、15 467.67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为 29 033
元/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内

蒙古和山东有零星分布。

2.2.2 较高类型区。CI值在 18 000~24 000元之间，

包括 278个县级单元、14 664.92万人，人均收入平

均值为 20 384元/人。成片分布在长三角外围的苏

南和浙南地区、珠三角外围东部地区、京津周边地

区、山东中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及陕北长城沿线、关

中地区、长江中游的长株潭及武汉市、辽宁沈阳市

周边、西藏阿里地区，在福建、广西、四川、云南、吉

林等省区有零星分布。

2.2.3 中等类型区。CI值在 14 000~18 000元之间，

包括 967个县级单元、23 138.31万人，人均收入平

均值为15 775元/人。分布范围广泛，成片分布在西

藏中部—青海西部—甘肃西部地区、川西—滇北地

区、广西和湘南地区、粤东—福建—赣中地区、安徽

及苏北和鲁南地区、陕西中部和南部地区、内蒙古

中东部地区，东三省、河北、山西、新疆、重庆、贵州

等省区也有小片分布。

2.2.4 较低类型区。CI值在 11 000~14 000元之间，

包括 758个县级单元、11 070.04万人，人均收入平

均值为12 726元/人。分布较为广泛，成片分布在新

疆、西藏东部、青海东部、东北地区、河北北部及晋

冀蒙接壤地区、河南和湖北大部、粤北—赣南地区、

滇西南地区、云贵川交界地区以及巴山—巫山—武

陵山地区。

2.2.5 低类型区。CI值在11 000元以下，包括252个
县级单元、2 615.97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为 9 904
元/人。空间分布较为零散，相对集中于甘肃的甘南

—陇中—河西走廊地区、东北地区、武陵山周边地

区，新疆边境沿线、燕山—太行—吕梁山区、南岭山

区以及滇南、粤西等地也有小片分布。

3.3 农村居民收入空间差异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6 226元/人，

各县级单元之间的差异甚大，东莞市高达20 486元/
人，而黑龙江桦川县仅1 096元/人，两者相差19 390
元/人，高者是低者的 18.69倍。根据 2010年各县级

图3 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空间差异
Fig.3 Differenc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absolute

income gap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图4 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空间差异
Fig.4 Differenc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relative

income gap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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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级
Tab.3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resident income per capita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等级类型

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低

分级标准（元）

>24 000
18 000~24 000
14 000~18 000
11 000~14 000

<11 000

单元数（个）

116
278
967
758
252

人口（万人）

15 467.67
14 664.92
23 138.31
11 070.04
2 615.97

平均值（元/人）

29 033
20 384
15 775
12 726
9 904

单元的 RI值，采用自然断裂法，按照大于 11 000
元、11 000~8 000元、8 000~5 000元、5 000~3 500元
和小于 3 500元将全国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

和低5个等级类型，参照我国新的国家级贫困县划

定标准，在低类型中按小于 2 300元又划分出一个

极低类型。各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为北方沿边境

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高、两者之间低的格局。

表4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级
Tab.4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 income per capita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等级类型

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低

#极低

分级标准（元）

>11 000
8 000~11 000
5 000~8 000
3 500~5 000

<3 500
<2 300

单元数（个）

121
286

1 049
492
410
50

人口（万人）

3 768.55
8 433.10

32 382.60
12 477.64
9 187.06
938.32

平均值（元/人）

13 494
9 163
6 320
4 255
2 896
1 965

3.3.1 高类型区。RI值大于11 000元，包括121个县

级单元、3 768.55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为 13 494
元/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内

蒙古东部、新疆天山北麓以及辽宁、湖南、四川等地

有零星分布。

3.3.2 较高类型区。RI值在11 000~8 000元之间，包

括 286个县级单元、8 433.1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

为 9 163元/人。成片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沿边境

及鄂尔多斯地区、新疆中部地区、辽中南地区、冀东

地区、山东中东部地区、江苏沿江—沿海地区、浙江

沿海地区、福建沿海地区、珠三角周边地区，在湖

南、湖北、河南等省有零星分布。

3.3.3 中等类型区。RI值在 8 000~5 000元之间，包

括 1 049个县级单元、32 382.6万人，人均收入平均

值为 6 320元/人。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北方沿边

境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类型区的周边。此外，

在藏东南、成渝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有成

片分布。

3.3.4 较低类型区。RI值在 5 000~3 500元之间，包

括 492个县级单元、12 477.64万人，人均收入平均

值为4 255元/人。较低和低类型区是构成斜不规则

“乃”字型中间地带的主体，两者分布趋势基本一

致。较低类型主要分布在低类型区周边，成片分布

在西藏中东部、青海东部、川西北、秦巴山区、大兴

安岭、大别山及南岭山区等地。

3.3.5 低类型区。RI值在 3 500元以下，包括 410个

县级单元、9 187.06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为 2 896
元/人。空间分布上与我国的地形地貌类型密切相

关，大致可划分为相对独立的10个片区，分别为西

藏阿里—新疆西南片区、川西—青海南部片区、陇

南—陇东—宁南六盘山片区、滇西片区、川滇黔桂

片区、湘鄂黔桂武陵山片区、南岭片区、晋西吕梁山

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东北大小兴安岭片区。另

外，在大别山区和河北黑龙岗地区也有小片分布。

在低类型区内，RI值小于 2 300元的极低类型区包

括 50个县级单元、938.32万人，人均收入平均值仅

1 965元/人，属于全国极度贫困地区。

图5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空间差异
Fig.5 Differences of urban resident income per capita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图6 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空间差异
Fig.6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 income per capita by

county in China in 2010



3.4 居民收入整体不平等性

采用研究方法部分介绍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利用 2010年全国及各省（市、区）县级单元的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对应的人口

数据，计算得到全国及各省（市、区）的城镇居民收

入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总体基尼系

数如表 5所示。计算中的样本单元数情况是：除上

海、天津、北京、海南和宁夏的样本单元数不到 20
个外，其它大部分省（市、区）都在 40个以上，符合

样本的数量要求，全国为2 371个。

从总体基尼系数（G）看，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

的G值为0.4764，表明收入差距较大，已处在警戒线

0.4以上。各省（市、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最大者为

云南省，G值为 0.4855，最小者天津市为 0.2725。差
距较大，即G值在 0.4~0.5之间有 14个省（市、区）；

差距相对合理，即 G值在 0.3~0.4 之间有 15 个省

（市、区）；收入比较平均，即G值在0.2~0.3之间为天

津市和上海市。

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Gc）看，2010年全国

城镇居民收入的Gc值为 0.468，也处于差距较大状

态。各省（市、区）中，最大者广东省的 Gc 值为

0.4599，最小者天津市为0.2389。差距较大的省（市、

区）有4个，分别为广东、内蒙古、福建和四川；差距

相对合理的省（市、区）有21个；收入比较平均者有

6个，分别为天津、上海、宁夏、青海、海南和重庆。

从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Gr）看，2010年全国

农村居民收入的 Gr值为 0.3703，处于相对合理状

态。各省（市、区）中，最大者内蒙古的 Gr 值为

0.3803，最小者上海市为0.1582。差距相对合理的省

（市、区）有 10个，收入比较平均者有 20个，绝对平

均者（Gr值在0.2以下）仅有上海市。

4 讨论和结论

4.1 讨论

居民收入差距是指个体居民或居民家庭人均

收入之间的差别程度，统计学视角的居民收入差距

定量测度通常采用居民户样本和行政单元样本两

种数据源形式。采用居民户样本虽能体现居民收入

差距的概念原意，但存在样本调查代价大、以及因

抽样偏差和样本量多寡等导致结果可比性差等问

题。如国家统计局利用 40万户居民样本测算得到

的 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为 0.481，而
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

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达 0.61［35］；采

用行政单元样本既能避免测度结果因人而异的不

足，又可有效利用现有统计数据，但需注意样本的

行政单元尺度和样本量的统计学要求。本研究利用

2010年县级单元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到我国居民收

入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4764，与国家统计局的结果

较为接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中分省（市、区）

基尼系数的计算，有 5个省（市、区）的县级单元不

到20个，样本量偏少，结果仅供对比参考。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城镇居民

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差异特征十分显著，总

体基尼系数和城镇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以上，

说明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今后国家和各级政府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的紧迫问题。从 2008年金融危机

以后我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从0.491高位回落到2013
表5 2010年全国及各省（市、区）总体、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Tab.5 Gini coeffici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income by province in China in 2010

行政区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单元数（个）

2 371
18
11

149
107
89
59
49
77
9

70
72
78
67
91

109

总体

0.4764
0.3189
0.2724
0.4075
0.4345
0.4477
0.3639
0.3658
0.3592
0.2784
0.3616
0.3692
0.3932
0.4247
0.3945
0.3741

城镇

0.4680
0.3033
0.2389
0.3577
0.3712
0.4193
0.3827
0.3228
0.3827
0.2595
0.3522
0.3537
0.3177
0.4107
0.3358
0.3666

农村

0.3703
0.2477
0.2351
0.2802
0.3231
0.3803
0.2708
0.3065
0.3277
0.1582
0.2389
0.2900
0.2241
0.3232
0.2692
0.2097

行政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单元数（个）

126
76

102
98
89
18
40

161
82

125
73
95
81
19
41
90

总体

0.3659
0.3989
0.4319
0.4756
0.4540
0.3837
0.3904
0.4351
0.4601
0.4855
0.4198
0.4623
0.4743
0.3958
0.4156
0.3796

城镇

0.3258
0.3657
0.3691
0.4599
0.3546
0.2900
0.2965
0.4047
0.3576
0.3557
0.3474
0.3600
0.3796
0.2815
0.2838
0.3605

农村

0.2214
0.2953
0.3504
0.3351
0.2946
0.2500
0.2316
0.3323
0.2713
0.2561
0.2335
0.3094
0.2876
0.2138
0.3405
0.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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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473的趋势看，各级政府采取惠民生的若干政

策措施是有效果的。未来，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城

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继续深化收入分配

改革和扶贫等政策措施，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会得到进一步改观。

贫困依然是居民收入差距最突出的主题。尽管

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收

入状况也得到了稳步提升，但处于全国收入排序末

端的贫困区域始终未发生明显变化。2010年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属于低类型和较低类型、涉及902个县

级单元和 21 664.7万人的分布区基本上绘制出了

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格局。低类型的410个县级单

元和 9 187.06万人一直是不同时期的重点扶贫对

象，其中人均收入不到2 300元的50个县级单元和

938.32万人更处于赤贫状态，扶贫依然是我国今后

相当长时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我国的贫困区大都分

布在高原和山地丘陵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多与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划定的生态重点保护区

重叠［36］，未来的扶贫工作应强化与国家推进主体功

能区战略相结合。

4.2 结论

①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呈

“剪刀差”持续扩大趋势，差值从 1990年的 823.9元
扩大到了 2011年的 14 832.49元；2010年空间分布

格局整体上呈现为北小南大、东小西大的特点。相

对差距存在波动，但总的变化趋势是在缩小，1990
年相对差距值为 1.83，2011年下降为 1.47；2010年

的空间分布大致与我国地形三大阶梯的走势一致。

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空间差异较

大，按照大于 24 000元、24 000~18 000元、18 000~
14 000元、14 000~11 000元和小于11 000元将全国

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 5个等级类型，各

类型在空间上从东部沿海向西北大致呈现为高—

低—中—低的分布格局。

③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空间差异甚

大，按照大于 11 000 元、11 000~8 000 元、8 000~
5 000元、5 000~3 500元和小于3 500元将全国划分

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 5个等级类型，各类型

空间分布的总体特点是北方沿边境地区和东部及

东南部沿海地区高、两者之间低的格局。

④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2010年全国总体

基尼系数为 0.4764、城镇基尼系数为 0.468、农村基

尼系数为0.3703，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今后国家和

各级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的紧迫问题。未来缩小

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快推进城镇化、城乡一

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和扶贫等政策措施，扶贫工作应强化与国家推进主

体功能区战略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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