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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 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从能力、随机、个人选择、教育

不平等、生命周期和人力资本等视角阐述了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不同的收入分配理论, 其中尤

以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具代表性。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吸收旧有的收入分配理论,提出全新的

收入分配理论,使旧有的收入分配理论和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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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收入分配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社

会学家和遗传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但是, 时至今

日,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始终难以形成一致的

研究结论。这不代表不存在收入分配理论。事实

上,一些系统的有关收入分配的论述已经形成, 如

何从理论上阐述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理论界面临的

真正挑战。 20世纪早期, 已经出现有关收入分配

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学术研究,但是,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后期,收入分配问题才受到重视。明瑟、丁

伯根、阿特金森等学者升华已有的收入分配理论,

提出新的收入分配理论,使已有的收入分配理论和

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下面将系

统介绍这些收入分配理论。

二、收入分配理论演进

(一 )能力理论

最古老的收入分配理论是能力理论。该理论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竞争组织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

非竞争组织是由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组成。高

尔顿最早将收入分配与个人能力分布联系起来。

高尔顿在分析人体构造时指出人体构造服从正态

分布, 并得出人的能力也服从正态分布的结论, 在

此基础上高尔顿得出个人的挣得也应该服从正态

分布。按照高尔顿的理论, 个人能力不同, 挣得也

不同, 能力服从正态分布。收入也服从正态分布。

高尔顿提出的理论观点并未得到证实。帕累托的

实证研究结果驳斥了高尔顿的理论观点,推翻了挣

得的正态分布理论, 帕累托的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

其他影响挣得因素的存在,导致挣得服从正偏态分

布。按照帕累托的理论,收入分配不是正态分布,

而是对数正态和正偏态分布,这表明存在分配不平

等。此后, 经济学家一直忙于调和、解释能力分布

和收入分布之间的差异。 20世纪前期, 屁古和凯

恩斯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解释能力分布

和收入分布之间的差异。屁古设想,由于个人继承

财产数量服从偏态分布和非竞争组织的存在,导致

能力分布和收入分布之间存在差异;赫尔曼和米勒

( Herm an andM iller, 1955 )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屁

古的设想。明瑟和贝克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 尽

管在他们的著作中,先天的能力已经由后天获得的

人力资本来代替, 并将其作为能力的根源。罗伊

( Roy, Anderw D , 1950)等也提出能力服从正态分

布,而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罗伊指出,遵循这一

原则, 任何与能力相互作用的外来特征的乘入可能

产生对数正态分布。梅耶 ( ThomasM ayer. 1960)将

能力和责任相乘在一起来推导收入的对数正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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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梅耶认为即使能力和责任正相关 (这违背了

对数正态分布独立的条件 ) ,收入也将产生  几乎

对数正态 !的分布。林达 ( Lydall , H F. 1959,

1968)发展了梅耶的理论, 指出能力是一个复合实

体,认知能力仅是复合能力中的一种,认知能力服

从正态分布;其他的能力中, 最重要的是  D因素

( D代表动力 ( drive)、活力 ( dynam ism )、顽强 ( dog�
gednedd)或果断 ( de term ination) !,对于个人挣得而
言,这些因素比认知能力更重要。

(二 )随机理论

随机理论作为一个仍然流行的最古老的分配

理论, 认为收入分配的偏态形状主要取决于机会、

运气和随机事件。尽管对于计量经济学家来说, 建

立于随机误差之上的没有系统性和没有预测能力

的随机理论似乎很荒诞。然而随机理论建立于概

率统计的法则之上。这一理论的主旨在于即使一

代人开始于一个收入和财产严格平等的状态, 帕累

托分配的不平等也将因随机事件的存在而出现

( Edgew orth, Y. 1924)。这一理论主要源于吉布拉

( G ibra,t Rober.t 1931)的研究, 吉布拉基于比例效

应法则阐述了随机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心极限理论

的先导。这一模型经过修正形成了基本结构, 是一

个一阶马尔可夫联立方程 (式 1),以对数形式表示

相应的变量:

yt = yt- 1 + u t = y0 +  
t

j= l

u t- j ( 1)

� � 式 1中某一时期收入 ( yt )的自然对数服从随

机事件 ( u t )分布, 随机事件和前一期收入 ( y t- 1 )不

相关。随机理论者不否认初始收入可能由能力和

技能决定, 但是随着时间 ( t )流逝, 初始收入分配

( y0 )变得不重要,收入的分布接近随机事件 ( u t- j )

的分布,即:

y ~ N ( u, �
2
t) ( 2)

� � 式 2的主要缺陷在于既然时间 ( t)以乘数形式

进入, 暗示方差将增加, 但是方差的增加实际上从

来不可能被观测到。非经济因素无疑在收入分配

中发挥了某种重要的作用,然而除非人们否定理性

最优化行为对于一般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否则将很

难理解为什么在分析不可能与经济活动相独立的

收入分配中可以无视个人选择的因素。

(三 )个人选择理论

弗里德曼提出个人选择理论。按照这一理论,

在某一时点测量的收入分配某种程度上由个人在

机会之间的选择决定,这些机会既产生不同的货币

收入也产生非货币收益以及随时间变化货币收入

的不同剖面。按照个人选择理论,某种程度上可测

量的贫穷也是一个自愿选择的结果,因为一些人可

能在被测量的收入方面在恶化,而按照选择他们可

能在效用方面更好。

这一理论甚至包含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这

一理论阐明了涉及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问题。这

些选择基于不同职业的效用的实际期望。人们对

待风险的态度不同, 一般来说, 风险偏好者和风险

规避者之间平均收入的不同和收入偏态的方向将

依赖于风险偏好的分布。在弗里德曼设定的模型

中,风险偏好某种程度上是收入的函数。在一定的

收入范围内,每个人是风险规避者,在另一些收入

范围内,每个人是风险偏好者; 在宏观水平上,模型

预测收入偏态的方向依赖于一个社会主要是由风

险偏好者还是由风险规避者组成。如果一个社会

主要由风险规避者 (风险偏好者 )组成将出现一个

右偏态 (左偏态 )。通常, 社会上风险偏好者较少,

大部分是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者,弗里德曼的实证

研究显示风险偏好行为能产生可以观测到的驼峰

形的和右偏态的收入分布。

(四 )教育不平等理论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哈特 ( Hun,t J. M .

1961)的研究突破了将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力当作

可教育性的基本依据的理念,从经验和理论上证实

在既定的实物和遗传因素约束下,环境是学习的主

要动因。此后布鲁姆 ( B loom )等人提供了大量证

据证明与社会地位或者天生因素相比,家庭环境变

量与儿童能力的关系更密切,布鲁姆证实儿童认知

能力的大约 50%是在 3到 4岁之前形成的,而智商

成绩逐渐下降是由儿童教育环境恶化导致。这一

理论随后得到大量经验研究的证实。

教育不平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科尔

曼 ( Co lem an, 1966)有关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调查报

告,科尔曼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在培养学生的认知

能力方面, 学校投入上的差别产生的认知能力差距

小于由学校差别产生的认知能力差距; 在能力、家

庭背景和教育质量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这个结

果和其他类似的结果被用来证明废除教育种族歧

视的必要性。

(五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一生挣得随着年龄增

长而增加, 然后随着接近退休年龄而下降。这些变

化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 ( 1)工作经验; ( 2)兴趣和

在职培训的机会和对自身投资不同以及稳定的和

非正规的收入流之间的选择。由于测量的是横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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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数据,因此,挣得不平等自然将被高估。相应的,

个人一生收入而非某一时点不同年龄群组的收入

最适于测量收入不平等。

个人一生挣得符合一个倒抛物线的形式

(M od ig lian,i Franco andA ndo, A lber.t 1960)。约翰

逊用一个简单的费希尔资本理论给出了实物和人

力财富的年龄剖面的一个极好的描述,测量了不平

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曲线形状、峰值和这些曲

线形状不同的根源以及集中于挣得剖面和工作小

时之间的关系。贝克尔研究了培训时间和劳动供

给时间分配与一生收入的因果关系。海克曼提出

了典型的曲线, 指出由于初始物质财富、初始人力

财富不同导致年龄 � 挣得剖面的转变。海克曼和
明瑟研究的一般结论是,对于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

越高的人而言,劳动时间的峰值年龄比挣得的峰值

来得更早。

用收入的截面数据代替剖面数据,不平等的时

间点明显被高估。但是,对于生命周期理论来说高

估的原因有:一方面, 既然每一组内的收入方差随

着这组人的年龄而增加,一生的收入必然比年收入

更平等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既然收入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增加,由于老年人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低于年轻人所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个人

一生收入分配相比年收入分配可能更加不平等。

(六 )人力资本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于 20世纪 50年代。

在舒尔茨的领导下,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所有的经

济分析的分支,包括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

理论、农业经济学和最重要的收入分配理论。从那

时开始, 研究集中于两个前沿: 一个理论前沿是舒

尔茨、丹尼森、格里利克斯的研究,他们用人力资本

理论分析经济增长理论; 另一个理论前沿是贝克

尔、明瑟的研究,他们集中研究人力资本的挣得分

配理论, 阐明人力投资相关的成本 (包括时间成

本 ) ,分析教育和教育后 (工作经验 )投资,说明这

些投资的最优决策规则,分析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

的挣得差别。

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后,人力投资分析已被

用于表示任何提高个人未来挣得能力的支出: 人类

迁移, 人类健康, 教育,在职培训,工作搜寻,信息评

价,学前教育、家庭投资等。随着研究的继续, 教育

成为分析其他几类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 从业人员

的教育水平成为影响其工作时间长短、迁移投资、

在职培训、子女教育、工作搜寻和信息评价的的重

要因素。人力资本理论家已经发现受过较多教育

的父母特别是女性是他们的孩子的可教育性和能

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教育已经成为人力资本理论

的核心。此外, 教育是一个容易控制的政策工具。

教育不仅能够用于减少教育不平等,也能够作为打

破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和就业歧视的工具。因此,

人力资本理论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教育理论, 明瑟

(M incer, 1972, 1975)、布劳克 ( B laug, 1976)和罗森

( Rosen, 1976)等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主要

以教育投资理论为主,对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形式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涉及很少。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与随机理论和能力理论不

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以个人最优行为的假设的

前提: 依据个人一生收入流现值的估计值最大化,

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作出最优决策,并以一个适当

的利率贴现,因此是持续挣得理论 ( Rosen, 1976)。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主要以完全竞争市场为

背景。对于早期劳动收入的古典假设,人力资本理

论家接受了收入平等化原则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原则, 对于非竞争组织关注很少。而后一原则是劳

动力市场制度分割理论的基石。人力资本理论不

接受机会和运气差别对挣得的影响。

假定人力资本投资限于正规教育,从外观上看

这个人力资本模型类似于一阶马尔可夫模型。明

瑟模型中, 正规教育越高, 教育后投资对挣得能力

的弹性越大, 低水平教育的挣得能力小于 1, 高水

平教育的挣得能力大于 1。教育解释了 7%的挣得

差别, 教育和教育后投资解释了 33%, 在加入这些

因素后,明瑟指出可观测到的挣得总的不平等的一

半能够归于教育和教育后投资的分布 (明瑟,

1976)。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解释性别之间和其他

各类劳动之间以及不同性别内部挣得的差别,人力

资本理论也能够跨年龄、跨职业和跨地区分析教育

收益的差别 ( Chisw ick, 1974; M incer, Po lachek,

1974; M incer, Ch isw ick, 1972); 随着经验和教育增

加,挣得的均值和方差增加; 在年龄和教育子样本

中挣得的分布的均值和方差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些

关系导致总的挣得分布正偏态。明瑟早期研究中,

教育是挣得偏态的主要原因。这是发展改进和某

种程度上吸收了贝克尔对挣得偏态的解释。按照

贝克尔的解释, 较高能力的人投资更多, 而且在年

轻人挣得的收益率较高 � � � 一个乘法关系产生偏
态分布。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估

计教育收益的不同挣得函数模型,提出了不同的估

算方法。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家的研究,能力的介入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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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挣得的边际贡献减少。陶布曼 ( Taubman)和

威尔斯 (W ales)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能力

的介入,使教育收益率从 5% 减少到 3. 5%不等。

萨特 ( A. R. Thatcher, 1976) 指出在从事同一工作

的体力劳动者间的挣得一直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不

平等可能归因于能力的不同。

三、结束语

上述六种收入分配理论中,前五种理论对收入

分配的阐述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能力理

论没有明确阐明是先天能力还是后天能力对收入

分配影响最重要;随机理论强调非系统的随机因素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忽略系统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

响,不能真正阐明收入部平等的根源;个人选择理

论认为收入不平等根本原因在于不同人偏好不确

定,收入不平等反应了补偿不同或对个人不确定偏

好的补偿,但是, 并未阐明收入不平等的真正根源;

教育不平等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环境对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生命周期理论不能说明财富的峰值也不能

解释财产的分配,也不能说明每一年龄组内的财富

分配类似于总人口的财富的分配的事实而类似于

挣得的分配。

总体上,人力资本理论较好的吸收了上述五种

理论,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收入分配理论。人力资

本理论既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由初始禀赋不同导

致,既包括人的能力和财产的差别, 又坚持正规教

育和在职培训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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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 eD istribution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WANG Yun�duo
( S chool of E conom ic s and Bu siness Adm inistration, H e ilong jiang Universi ty, H a erbin 150080, Ch ina )

Abstract: H isto rically, econom ists, educators, soc iolog ists and genetic ists expounded income d istr ibu tion from the pe rspective

o f ab ility, random se lec tion, ind iv idua l cho ice, education inequa lity, life cyc le and hum an capita l and put fo rwa rd d ifferen t theo�
ries about incom e d istr ibution, am ong which, particu la rly, them odern human cap ital theo ry is them ost representativ e, them od�

e rn hum an capita l theory has absorbed the fo regone incom e distr ibution theo ries and put forwa rd a new theory on incom e d istr ibu�

tion so that the foregone theo ries and new theo ries on income d istr ibu tion have been w ell comb ined.

Key words: incom e distribution; hum an cap ita;l ab ility theo ry; random theo ry; lifecyc 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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