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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 #>>E 年云南省独有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区域内独有少数民族与

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间收入不平等

的微观状况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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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格局的演

变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关系到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的

全局，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多民族聚集的地区，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

民族是否同步发展？独有少数民族是否因其特殊性

而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两种少数民族的收入差距

是否出现相对扩大的趋势？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家和

社会的关注。国内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献

很多，但多数都是从制度、区位和风俗等因素研究少

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很少涉及少数民族居民的收

入分配和增长的讨论。+%&0- ZP3[2<<P6（!HH?、!HHF）

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一般状况；\P--5=
P-Q T5（!HHF）讨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

I%-.W%<:,（!HH"）研究牧区少数民族的收入状况；李

实、古斯塔夫森（#>>#）分析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

的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但对区域内独有少数民族

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结构及收入不平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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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未给予研究与阐述。本文将利用云南省少数民族

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与

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着重从

收入要素的角度来分解分析产生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和影响程度，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数据证据。

传统的收入要素分解分析往往采用统计上的分

组分解技术，未能和经济理论有效地结合，最近出现

了也是本文使用的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方法，这种

方法能够量化各回归变量对因变量不平等程度的贡

献，并可以考虑任意数目与类型的变量甚至是虚拟

变量，包括社会、经济、人口以及政策等因素。但由

于选取变量的类型不同，单纯以回归模型去分析变

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

是由于变量的不同质，单位各异，只从回归系数大小

考察对不平等指标的解释程度，容易产生混淆，导致

出现解释偏差。二是由于回归模型是以静态、独立

的方式研究各区域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无法实现不

同区域间的动态比较，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分析

不够全面。基于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在回归模型

的框架上，进一步分析得到各回归变量对不平等贡

献程度的 " 权重、# 权重及相关性效应，从而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以回归变量分解收入不平等时，应用

回归模型的结构，构造出来自回归系数和均值的差

异及权重，动态分解独有与非独有少数民族收入不

平等变化，很好地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二$ 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

目中 %&&’ 年云南省 (& 个少数民族 )&& 户农村农户

各项收支信息的调查问卷，收录了涉及人口、文化、

宗教、土地、资产、收入、支出、社会满意度等 *& 个指

标。其中独有少数民族为傈僳族、怒族、傣族、白族、

哈尼族、纳西族，样本数为 ’&& 户，非独有少数民族

为彝族、壮族、回族、苗族，样本数为 +&& 户。本文立

足于收入及其影响收入的指标，力求从数据中分析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

问题。

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分析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和

指标很多，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

数、变异系数、阿肯森（,-./0"10）系数等，不同的指标

对应于不同的福利函数，它们赋予洛伦兹曲线的不

同部分以不同的解释。本文选择使用基尼系数，作

为考察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工具，

这个指标已为许多经济学家所通晓，并在实证研究

和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解

设有样本 !(，!%"，!#，若*! $（!( % " % !#）& #，+

$ %
#（# ’ (） ,((( ) *(#

+ !( ’ !* + ，

则基尼系数 , $ + &（%*!）。

为了进一步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构成和成因，可以

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对居民总体按照不同群体进行

分组并对各群体按平均收入由低到高次序排列。

总基尼系数 , $ 群体间基尼系数 ,( % 群体内

基尼系数 ,% % 交互项 -
$ ( ’,

.
/.（0.’( % 0.）%,

.
/.1.2. % -

其中，/. 为人口百分比，1. 为收入百分比，0. 为

收入累 计 百 分 比，2. 为 群 体 . 的 基 尼 系 数 。( ’

,
.
/.（0.’( % 0.）为群体间基尼系数 ,(，,

.
/.1.2.

为群体内基尼系数 ,%，- 为交互项，代表不同群体洛

伦兹曲线对总体洛伦兹曲线的偏离，不同群体收入

类聚程度越高，即不同群体间个体收入发生交互的

情况越少，这种偏离越小，交互项 - 越小。但由于至

今还没有对这一交互项形成统一的分解方法，本文

以 - $ , ’ ,( ’ ,% 进行处理，其可行性有待进一步

研究。

%3 收入函数模型的分解：4 权重、5 权重及相关性

效应

假定 6 $ 7（8，9）为一个回归模型，其中 6 是收

入或收入变量的转换（ 如对数转换），8 是影响收入

的因素或它们的代理变量，9 是残差项。假定在回归

模型中存在一个常数项，6 可以表示为 6 $ ! % 6: %
9 ，其中 6 $ ! % 6: 是模型的确定性部分，6: $

,"(8( 代表由不同变量产生的收入流，6( $ "(8( 表

示由第 ( 个因素产生的收入流。

;(（6）$
213（6(，6）

#%（6）
$
"(#（8(）<=>>（8(，6）

#（6）
，

,
#

( $ (
;(（6）$ -%（6）

其中 ;(（2）就是 4 权重，表示该收入来源对整个

收入不平等指标的绝对贡献度，又称为相关收入来

源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2）表示可决系数，它

度量了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异的总解释程

度。如果 4 权重大于零，表示该种收入来源对总收入

不平等有增大的作用，反之则有减少总收入不平等

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未解释部分，在可解释部分中各种

收入来源对收入不平等的可解释程度称为 5 权重：

1(（6）$
;(（6）

-%（6）
，5 权重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在多

大程度上由被解释变量（ 即各种收入来源）的差异

性所解释，即不包括观测不到部分的解释力，该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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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占整个可观测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差异的总

体解释程度的比重。

如果考虑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对

不平 等 指 标 的 影 响，可 得 到 相 关 性 效 应 指 标

（!"##$%&’(") $**$!’+ ）：,-(（.）/
!"##（0(，.）

1(（.）
。表示该

变量和总收入相关性变化所导致的 + 权重的变化程

度。

"2 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分解：来自回归系数的差

异、来自均值的差异、! 权重

解释变量的 + 权重和 3 权重静态地分析了群体

内收入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未能解决群体

间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来自回归系数的差异还是来

自均值的差异、各解释变量对群体间的差异起着增

大还是平减作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依据收

入函数构造出来自回归系数的差异、来自均值的差

异和权重，动态分解群体间收入不平等变化。.# 4 .$

/ "#-0# 4 "$-0$ / "#（-0# 4 -0$）5 -0$（"# 4 "$），其中-.
和-0 是平均收入和解释变量的均值，" 是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下脚标 # 和 $ 分别代表群体 # 样本和群体

$ 样本。来自均值的差异为 6 "#（-0# 4-0$）6 ，表示在假

定两群体具有相同的收入函数结构下，解释变量的

均值差异引起的两群体间的不平等；来自回归系数

的差异 6 -0$（"# 4 "$）6 ，表示在假定两群体具有相同

的解释变量均值下，收入函数系数差异引起的两种

群体间收入的不平等。影响收入的因素 0，通过两群

体的基尼系数来动态衡量它对总收入不平等变化的

作用程度，! 权重：!（7）/（ +$ 4 +#）5 +#（7$ 4 7#），

表示收入因素在两群体间不平等增加或减少中的作

用。

三% 实证分析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

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表 # 显示了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

民族农户的收入结构和各收入来源的离散程度。可

以看出，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

大致相同，独有少数民族的农户收入是非独有少数

民族的 &’% "()，农户规模相似，因而人均收入没有

很大差异，说明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基

本上是同步发展，独有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其特殊

性而具有发展优势。在收入结构中，独有少数民族

与非独有少数民族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种植业收

入是两种少数民族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独有少

数民族中，种植业占总收入的 (*% $+)，非独有少数

民族是 ""% $&)，之间相差 $(% ’)，这一数字并不是

很大，但却表明了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

在种植业上的差距。收入结构中差距最大的是养

殖，独有少数民族是非独有少数民族的 "% (’ 倍，而

经商收入的差异弥补了它们的影响，非独有少数民

族是独有少数民族的 $ 倍。打工收入在两少数民族

间几乎相等。从收入结构中进一步发现，独有少数

民族在农业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也许是独有少数

民族依据其特殊性选择了较好自然条件的地区作为

聚集地，而非独有少数民族大力发展非农行业，弥补

了自然条件的劣势。这反映出，各少数民族的收入

结构不同，能根据自身特点与优势，扬长避短，寻求

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从收入的离散程度看，独有

少数民族和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异大，非独

有少数民族的收入标准差高达 $’*,,% -+ 元，是独有

少数民族的 $ 倍，造成这一现象的是经商收入的差

异大，非独有少数民族经商收入的标准差是独有少

数民族的 " 倍。值得注意的是打工收入，独有少数

民族和非独有少数民族的打工收入几乎相等，但离

散程度差异很大，非独有少数民族是独有少数民族

的 $ 倍。种植业收入的差异相对较小，种植业收入

是平减两种少数民族收入差异的方式。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消费的不平等、

财富的不平等和任何其他事物分布不均的重要指

数。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可

以从基尼系数中完全体现，表 $ 分别列出了两种少

数民族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从总基尼上看，独有少

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严重，独有少数

民族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达 -% (*"’，非独有少数民族

为 -% ’,#，高出全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甚多，

已超出国际惯例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 (，属于差距偏

大的范围，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造成收入不平

等严重的原因在两种少数民族内有着明显不同。独

有少数民族组间基尼系数为 -% $"##，占总基尼系数

的 (&% ,*)，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组内基尼系

数为 -% ##-#，占总基尼系数的 $"% +’)，对收入不平

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交互项为 -% #$$"，表明独有少

数民族间收入类聚程度较小，个人收入发生交互的

情况较大。究其原因是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离散

程度大，致使较低收入少数民族的高收入与较高收

入少数民族的低收入发生交互的情况较大。非独有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严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少数民

族间发展不平衡，其组间基尼系数达 -% (’,(，占总基

尼系数的 +,% &)，交互项 . 为 -% -$*,，表明非独有

少数民族间收入类聚程度高，个人收入发生交互的

情况较小。究其原因可能是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

入对其聚集地的经济依附性强，而不同少数民族间的

发展又极不平衡，致使收入发生交互的情况较小。

,+

"""""""""""""""""""""""""""""""""""""""""""""""



李时兴，邹! 炜：独有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不平等及成因

表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及标准差 单位：元

独有少数民族 非独有少数民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农户规模 #$ %& "$ ’’ #$ (" "$ )%
年收入 ")*")$ * "&#*+$ * "&’#&$ #’ )’%,,$ (+

种植业收入 ’*+#$ %, %&(,$ ) #’(,$ &+ #",,$ &)
养殖收入 "**’$ %" #+’%$ " ’+,$ (* ",+"$ &#
打工收入 "’’)$ ’# )+&"$ & "’%&$ ") #)#’$ "+
经商收入 &&*&$ ) *,’&$ & %,*&$ ,% )%"),$ +,

表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不平等指数

独有少数民族 非独有少数民族

- 总 ($ #%&’ ($ ’,"
- 组内 ($ )&"" ($ #’,#
- 组间 ($ ""(" ($ (*’,
. 交互 ($ "))& ($ ()%,

! !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

入函数及收入不平等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考虑

对收入有影响的各种因素，本文在收入决定函数中

包含了下列变量：农户总人数、文化程度、土地面积、

养殖、打工、经商、农业投入。其中农户总人数、土地

面积和农业的资金投入直接影响着农户来自种植业

的收入；户主的文化程度代表着人力资本对收入有

着重要的影响；养殖与打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经商代表着商业化的程度，是农民致富的重要因素；

其他未考虑的因素纳入残差项。表 & 列出了独有少

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函数的各解释变

量系数的估计值及相应的 / 统计量。两个回归方程中

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可决系数分别为 ($ ++ 和

($ *&，各因素对收入有着很好的解释能力。除农户总

人数和文化程度外，其他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大致相

同，说明各因素对收入都存在着正的贡献，收入函数

有着相似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总人数和文化

程度，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总人数的系数为 """$ ’，而

文化程度只有 "+$ ’%。非独有少数民族与独有少数

民族截然相反，文化程度的系数为 "*’$ *’，而农户总

人数只有 "($ ’#，这反映出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沿袭着

较为原始、传统的生产方式，知识文化的作用很少，主

要靠劳动力人数的堆积。而非独有少数民族能依据

知识文化对收入的正效应来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

贡献，消除解释变量不同质的影响，根据收入回归函

数计算出各解释变量对不平等贡献程度的 0 权重、1
权重及相关性效应（ 表 #）。可以看出，两种少数民

族各解释变量的 0 权重都为正值，各解释变量对收

入不平等有增大的作用，但对收入不平等的增大作

用在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之间有着较大

的区别。经商对两种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最大，独有少数民族达到 %’$ +2 、非独有少数民族达

到 +%$ ()2 。农业投入、土地面积和农户总人数决定

着种植业的收入，而农业投入和土地面积对收入不

平等的贡献度不大且大致相同，对增大收入不平等

的作用较小，在两种少数民族间种植业收入的不平

等主要是由农户总人口的影响。文化程度对收入不

平等的贡献度较小，但在两种少数民族间的差异却

是很大，非独有少数民族是独有少数民族的 ’# 倍，

说明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极低，对非独有少

数民族农户收入的作用远远大于独有少数民族。打

工和养殖作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两种少数民

族间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有着明显的不同，收入越

高，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越大。在考察相关性效

应时发现，各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大，是

因为它们与收入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表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函数

独有少数民族 非独有少数民族

估计值 / 统计量 估计值 / 统计量

农户总人数 """$ ’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 &*
土地面积 #&($ )# +$ &) &"+$ #% "($ (’

养殖 "$ (& "%$ "* ($ ,# "&$ )+
打工 ($ *" +$ ** ($ *# &)$ )’
经商 ($ , &"$ ,% ($ *, )"&$ ’"

农业投入 "$ %+ ’$ (, "$ #& ",$ ),
3 4 056789: ($ ++ ($ *&

! ! 表 #：收入因素的 0 权重、1 权重及相关性效应

独有少数民族 非独有少数民族

0 权重 1 权重 相关性效应 0 权重 1 权重 相关性效应

农户总人数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 (& )$ "+ ($ "**’
土地面积 #$ (* ’$ &) ($ &(&+ ’$ )# ’$ % ($ "(&)

养殖 "#$ + "*$ ) ($ ’),+ ($ ’* ($ %& ($ ("()
打工 &$ ’" #$ ’+ ($ )#+* "($ #+""$ "* ($ ")+%
经商 ’($ # %’$ + ($ *#(% +"$ " +%$ () ($ *&+’

农业投入 &$ ’, #$ %+ ($ &,, #$ (& #$ &" ($ (’%’

! !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

不平等变化的动态分解

依据收入函数构造出来自回归系数的差异、来

自均值的差异和权重，动态分解了独有少数民族与

非独有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变化（ 表 ’）。从表 ’ 中

可以看出，独有少数民族和非独有少数民族之间收

入不平等总体上是均值的差异大于系数的差异。各

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作用的来源有着很大的不

同，经商和养殖形成的差异来源于均值，农户在经商

收入和养殖收入上的大小差异严重影响总体收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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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农户总人数和文化程度形成的差异来源于

系数，在收入结构上对总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的人口规模有着一定的趋同

性，在收入函数上的影响减弱，所以要加强对教育的

投入，特别要加大对独有少数民族的投入，增加穷人

的教育机会，提高文化对收入函数的正效应作用，缩

小少数民族的收入不平等；土地面积和农业投入形

成的差异在两种来源相差不大，反映出土地面积和

农业投入对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具有平减作用。然

而土地面积相对固定，所以要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农

业投入，以投入促进产出，提高农业的收入。打工形

成的差异都很小，系数上的差异是均值上的差异的

"# 倍，这说明打工收入在收入函数上起着很大的作

用，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从权重中反映，各

解释变量对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都有一定的增大作用，收入不平等主要

是由经商产生，其权重高达 $%& ’()；其次是养殖，权

重为 "*& $$；打工、文化程度、农业投入和农户总人数

的增大作用最小，这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表 *：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动态分解

来自系数的差异 来自均值的差异 ! 权重

农户总人数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土地面积 ,),& (* +’)& #) "& #+*%

养殖 (+*& ($ ""’# "*& $$
打工 )#& +* )& )’ +& #+#$
经商 ,$(& %* $)+’& , $%& ’()

农业投入 (#(& ,( "%)& )) #& *))’
总计 (’$"& %, )%*)& %

! ! 四& 主要结论

本文从组间、组内及交互项方面分解基尼系数

考察云南省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的

收入不平等问题，并进一步以收入函数的回归方程

对影响收入的因素进行分解，全面地、动态地分析收

入因素的影响程度，比较分析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

有少数民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基本上是

同步发展，农户收入均衡。种植业是两种少数民族

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独有少数民族在农业上具有

较大的优势，非独有少数民族大力发展商业，打工收

入大体均衡。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

不平等程度严重，基尼系数偏大。在两种少数民族

间造成贫富差距严重的原因不同，独有少数民族是

组间、组内及交互项共同影响收入不平等，而非独有

少数民族主要是组间差异的影响，交互项较小，少数

民族收入类聚程度较高。

(& 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

函数有着相似的结构，各解释变量对收入都存在着

正的贡献。农户总人数和文化程度的作用在独有少

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间截然相反，独有少数民

族主要靠劳动力人数的堆积，生产方式较为原始传

统；非独有少数民族能发挥知识文化对收入的正效

应来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

)& 各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有着增大的作用，

不平等贡献程度在独有少数民族与非独有少数民族

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经商对两个少数民族收入不

平等的贡献度最大，农业投入和土地面积对收入不

平等的贡献度不大且大致相同，两种少数民族间在

种植业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农户总人口的影响。

文化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较小，但非独有少

数民族农户收入的作用远远大于独有少数民族。打

工和养殖作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收入越高，对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度越大。较高相关性产生较大的不

平等的贡献度。

*& 独有少数民族和非独有少数民族之间收入

不平等总体上是来源于均值的差异大于来源于系数

的差异。经商和养殖形成的差异来源于均值，农户

总人数、文化程度和打工形成的差异来源于系数，土

地面积和农业投入形成的差异在两种来源中相差不

大。两种少数民族之间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经商和

养殖产生；文化程度、农业投入和农户总人数的增大

作用最小，对收入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平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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