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 卷第 # 期

$%&'!"()*+#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012/0345./%&6782/4889/2:'!);<=52>?"

( (((((((

@"A! 年 # 月

,7/+@"A!

((文章编号!A#B@ C"DEF"@"A!#"# C"""A C"G

基于购买力平价下共同富裕测算模型及实证分析!

陈正伟# 张南林
!重庆工商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 G"""#B"

((收稿日期!@"A! C"@ C@"$修回日期!@"A! C"! C@"+

(

!

基金项目!基于HHH的中国区域贫困!富裕"程度测算及应用研究!"IF3,""@"+

((作者简介!陈正伟!AIDDJ"#男#重庆人#教授#从事统计学$数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研究+

((摘(要!在阐述了富裕度的含义#表现形式#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从统计意义上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

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并建立了具有区域可比性的购买力平价下的共同富裕度测算模型$进一步对全国 # 大

地区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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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及社会民众所共同关心

的课题% 社会实际与理论研究表明&只有测算出富裕程度及其结构变化才能准确描述各个地区$各个行业$

各个阶层的富裕程度和差异程度#才能准确反映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 因此#对共同富裕度的定量测算显

得尤为必要%

A(共同富裕的内涵

A+A(共同富裕的维度分解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A(

% 共同用以说明富

裕实现的范围#它是相对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言的)富裕则是用来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它是

相对于贫穷而言的% 从统计意义上看#共同富裕就是突出在某一个富裕水平下的同一性程度#即&达到某个

富裕指标的基础上#社会各个成员和部分在这个富裕度水平下的差异较小% 为此#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

维度来研究共同富裕#其构成如表 A 所示%

表 A(共同富裕测度的维度分解表

共同度!

"

富裕度#

"

贫困 度日 温饱 小康 富裕

悬殊 悬殊贫困 悬殊度日 悬殊温饱 悬殊小康 悬殊富裕

差异 差异贫困 差异度日 差异温饱 差异小康 差异富裕

合理 合理贫困 合理度日 合理温饱 合理小康 合理富裕

共同 共同贫困 共同度日 共同温饱 共同小康 共同富裕

同一 同一贫困 同一度日 同一温饱 同一小康 同一富裕



A+@(测度内容的界定

富裕度的测算内容仅限为经济富裕度% 一般地#经济富裕有狭义经济富裕和广义经济富裕之分'@(

% 狭

义经济富裕又叫当期富裕#即&当期富裕 M当期收入 N人均储蓄% 广义经济富裕又叫财产富裕#即&财产富

裕M当期富裕N积累富裕M当期收入N人均储蓄N人均财产% 研究的富裕度是指狭义经济富裕度%

构造共同度系数对共同度进行定量刻画#根据共同系数的大小可将共同度分解为 D 个档次&悬殊$差异$

合理$共同$同一%

@(共同富裕度的测算技术

纵观中外对于共同富裕的测算#不难发现对于共同富裕的定量描述方法很少#如果考虑经济指标的区

域可比性再开展共同富裕度的测算分析#几乎没有%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共同富裕的区域可比性#有关

对于经济指标进行等效用转换% 基于购买力平价!HHH"下的共同富裕度测算技术就可以完成这一工作% 基

于购买力下的共同富裕度的测算技术路线如下&

@+A(确定富裕度的指标体系

在共同富裕的统计描述中#突出当期经济富裕度#为此#选择 ! 个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

"

#来描述当期经济富裕度指标#即&购买力程度'@(

%

@'@(指标等效用转换

使用相应的购买力平价指数#对于富裕度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进行等效用'!(转换#各指标的等效用

转换指数如表 @ 所示%

表 @(经济指标购买力平价指数转换对照表

指(标!()" 等效用测算依据!)M()*("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等效用指数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等效用指数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元 经济指标多边等效用指数

@'!(计算购买力程度+

"

运用转换得到的具有等效用的指标#测算购买力程度#测算模型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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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

" -&

"

式中&+

"

表示"地区的购买力程度)$

"

表示"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表示"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

表示"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储蓄)

!

"

表示"地区的城镇化率%

@'G(计算相对富裕度#

"

相对富裕度#

"

是一个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越富裕#其计算公式为&

相对富裕度#

"

,

+

"

.+

O2/

+

O;P

.+

O2/

式中&+

O;P

MO;P

"

!+

"

#"MA#@#!#*/"#+

O2/

MO2/

"

!+

"

#"MA#@#!#*/"%

相对水平的计算基础可以值取自全国平均水平#或是取自一定时期的国标或者国际标准% 以取自全国

平均水平为例&以全国平均水平为中心#以全国各个省市区为单位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 根据数理经济分

析#最佳的取值分割为&在最小值与全国水平之间的分为 ! 等份#分别为贫困区间$度日区间$温饱区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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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最大值之间分为 @ 个等份#分别为小康区间$富裕区间!见图 A"%

图 A(富裕度层次分解图

根据上述的思想#将#

"

的数值进行相应地区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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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时#表示"地区为度日)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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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时#表示"地区为贫困%

式中&0是富裕度的界线标准'!(

%

@'D(计算富裕的共同系数 1

构造共同度系数对共同度进行定量刻画#根据共同系数的大小可将共同度分解为 D 个档次&悬殊$差异$

合理$共同$同一% 共同系数是通过购买力程度的离散系数进行描述的#其计算公式为&

1 ,A .2

式中&2M

"

"

+

!

A""3为当期购买力的离散系数)

"

+为购买力程度的平均数)

"

为购买力程度的标准差%

共同系数 1是一个正指标#越大越好#其区间划分标准如下&

当 1 RG"3#表示悬殊)当 G"3

#

1 R#"3#表示差异)当 #"3

#

1 RE"3#表示合理)当 E"3

#

1 RA""3#

表示共同)当 1

$

A""3#表示同一%

!(实证分析

收集得到全国 !A 个省市 @"A"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储蓄

额$城镇化率的数据#通过已经编制得到的中国 @"A" 年城镇居民购买力平价指数$农村购买力平价指数$经

济指标多边比较购买力平价指数的转换#得到具有等效用的经济指标数据#如表 ! 所示% 以中国统计年鉴为

准#将全国 !A 个省市分为 # 大地区#分别是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具体划分情况如表 !

所示%

运用测算技术及上述数据#得到全国及全国 # 大地区的富裕度$共同度及共同富裕度的测算结果#如表

G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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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国 !A 个省市 @"A" 年的相关原始数据

地区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

储蓄额*元
城镇化率*3

华

北

北(京 !A DEA'#D AG G"#'B" BB IE#'#G ED'I#

天(津 @# @@!'#I A" EBD'BG !# II#'GG BI'GG

河(北 AG EAB'@D D DD#'DG AI "!G'IA G!'IG

山(西 AE I@I'AG # A!@'!G @A BI#'D! GE'"D

内蒙古 AG IBD'"@ D A@A'"! A# "GI'BB DD'D!

东

北

辽(宁 @" IE"'A! E !E"'#D @B @B"'!E #@'AD

吉(林 AG GG#'E! # "AE'!I A# ABB'EI D!'!#

黑龙江 AG @#G'BE # !!A'#! A# @G"'GG DD'##

华

东

上(海 @B DI"'## A@ AA!'@" DI AAA'"# EI'!"

江(苏 @A @I"'E@ I B##'!B @D !!!'A" #"'@@

浙(江 @G BEB'BG A" @DD'#B !! @B"'"E #A'#G

安(徽 A# @BA'@! D @ED'GG AA A#!'EE G@'II

福(建 @A @"B'!B E AD"'#G AE IB"'IE DB'"I

江(西 A# GG!'"" # !IB'#G AA EAG'!G G!'BD

山(东 @@ IG"'BB E !GB'!D AB IA!'@E GI'BA

华

中

华

南

河(南 @" B!E'!B E #!#'#G AA #A@'ED !E'D@

湖(北 A# !@"'#I D E!D'A" AG #"A'#A GI'B"

湖(南 A! B@A'A" G GA!'DI AA D!I'AI G!'!A

广(东 AE IDI'"G # AII'"D !" D@#'!D ##'AB

广(西 AB G#"'!# G DAI'BG A" !"B'@@ G"'"@

海(南 A! DDD'EI G !AD'DI A# GD#'AE GI'#I

西

南

重(庆 AB EDB'E@ D #G@'A! AB D@D'E# D!'"!

四(川 AG IIE'#D D BE!'I! A! IB@'DD G"'@@

贵(州 AG GIE'BI G D#@'@A B IA@'"# !!'BE

云(南 AE EE#'II G BEI'BG A" !GG'EB !G'B@

西(藏 AG I#@'B@ G A!!'EA B G!@'E@ @@'#B

西

北

陕(西 AD D"E'G! ! E#!'"G AB E@#'#I GD'B"

甘(肃 A! I!!'!" ! D@B'BG AA BAB'II !D'IG

青(海 A! #B@'AE ! DE"'GG A@ @#I'!@ GG'B@

宁(夏 AG BGI'G@ G #DG'A@ AD "#E'"E GB'I#

新(疆 AE !"G'D@ B "AI'!A AG AD@'DI G@'BI

全(国 AE @@A'EE # #""'D" @" !II'EB GI'#E

(((数据来源&据+@"AA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市购买力平价指数C@"A",和 @"A"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表 G(全国 # 大片区的共同富裕度的测算结果

地区 相对富裕度*3 富裕度区间 共同系数*3 共同度区间 共同富裕度

华北 G"'"D 富裕 !!'E@ 悬殊 悬殊富裕

东北 AI'B@ 温饱 B"'!! 合理 合理温饱

华东 @I'#D 小康 GB'@A 差异 差异小康

华中华南 A!'BB 度日 #D'AE 合理 合理度日

西南 B'"# 度日 #I'#D 合理 合理度日

西北 A"'"D 度日 EA'@# 共同 共同度日

全国 @"'A! 温饱 #B'AA 合理 合理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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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结果表明&@"A" 年#全国的相对富裕度为@"'A!3#距离小康的标准富裕度 @"'EA3略有差距#全国

整体的贫富差距处于合理范围#其共同富裕度为-合理温饱.%

分地区来看&华东地区为-差异富裕.#即从富裕度方面来看#其相对富裕度为 G"'"D3#刚刚达到富裕水

平的标准值 !I'#"3% 但是该地区内部的富裕度存在差异% 华北地区为-悬殊小康.#即从富裕度方面来看#

其达到了小康#但是共同度方面悬殊较大% 尽管从富裕度来看#华东和华北地区都是小康#但是华东地区的

共同度要比华北地区好#即相比而言华北地区的贫富差异要大些%

东北地区为-合理温饱.#表明地区的共同度基本合理#差异不大#但是富裕度方面尚未到达全面小康%

华中*华南地区为-合理度日.#即地区内部的共同度基本合理#差异不大#相对富裕度为 A!'BB3#与温饱的

标准富裕度 A!'EB3略有差距% 西南地区为-合理度日.#即地区的富裕度为勉强度日#共同度基本合理% 从

共同度方面来看#东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共同度相同#表明这 ! 个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基本相同% 但

是整体的富裕度是有差异的%

西北地区为-共同度日.#相比于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共同度更高#贫富差距更小% 从整体来看#测算

结果基本与实际相符% 由此可见#提出的测算富裕度的模型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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