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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income proportion between cap-
ital income and disposable income. An ideal hypothesis of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 in 
city and town of China is proposed. The most probable distribution, median and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the residents are theoretically obtained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come proportion between capital income and disposable income is 
larger than or equal to 0.12, the Gini coefficien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income proportion. The 
Gini coefficient increases approximately 0.007 for each increase of 0.01 in income proportion. 
Moreover, the median and Gini coefficient obtained from most probable distribution almost match 
with the sampling survey results beca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sampling 
results is less than on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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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城镇居民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之间的数值关系。对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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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分布状态提出理想化假设，从理论上导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可几分布；由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最可几分布导出其对应的中位数和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当城镇居民资本收入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例大于0.12时，其基尼系数几乎随收入比例线性增加，收入比例每增加0.01，基尼系数约增加

0.007。由最可几分布得到的中位数和基尼系数与抽样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因为两者之差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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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反映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较大，也

引来很多争议。一些研究机构根据宏观经济数据推算得到的基尼系数，与国家统计局通过城镇居民收入

抽样调查得到的基尼系数不一致。有经济学者认为[1]，一些高收入人员有很多灰色收入，这是人们调查

不到的，通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真实性存疑；另外，现有的理论分布函数[2] [3]，无论如何选

择其中的参数，所得的结果与实际分布都有较大的差距，无法反映居民收入实际分布的“胖尾现象”(即
在高收入区间，实际分布的数值比理论分布的数值大得较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4] [5] [6]，我国城镇居

民收入基尼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过大。基尼系数 G 与资本收入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例 K 的具体数值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用统计物理学方法[7]，分别对城镇居民的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加转移性收入)和资本收入(经营

性净收入加财产性收入)的分布状态提出理想化假设，分别导出其各自的最可几分布和可支配收入(劳动收

入加资本收入)的最可几分布，并由可支配收入的最可几分布导出基尼系数 G 与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

率 K 的数值关系。最后将最可几分布导出的结果与抽样调查的结果作比较，说明我们所得结论的正确性。 

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可几分布 

本文假设居民收入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劳动收入，另一种是资本收入。这两种收入不但在数

量上差异巨大，而且其背后的动力学机制不同。一个人劳动收入的多少，主要由其所从事的行业、个人

的地位与能力、以及其劳动的时间及强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就整体而言，假设存在一个劳动收入的三维

连续相空间。一个人资本收入的多少，主要由其资本投资额决定。一般来说，投资额越大，投资收入就

越多。就整体而言，假设存在一个资本收入的一维连续相空间。因此，投资收入的最可几分布与劳动收

入的最可几分布不同。 
假设主要靠劳动获得收入的居民人数为 N，全体劳动居民总收入为 E，个人劳动收入为 ix 的相格数(档

次)为 iω ，人数为 iN ，劳动收入分布系统的微观态数为： 

!
iN

i
ii

i

N
N

ωΩ = ∏∏ ！
                                  (1-1) 

其控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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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N N=∑ 和 i i
i

E N x=∑                                (1-2) 

现采用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子法求Ω 取极大值时的分布，即最可几分布。对 Nδ 引入参量 1α 、

对 Eδ 引入参量 1β ，则有： 

1 1ln 0N Eδ α δ β δΩ − − =                                (1-3) 

利用斯特林公式： ln ! lnm m m m≈ − ，对式(1-1)取自然对数得： 

ln ln ! ln lni i i i i
i i i

N N N N NωΩ = + − +∑ ∑ ∑                        (1-4) 

对式(1-2)、式(1-4)求关于 iN 一级变分得： 

i
i

N Nδ δ=∑ 和 i i
i

E x Nδ δ=∑                              (1-5) 

ln ln i
i

i i

N
N
ω

δ δΩ ≈∑                                 (1-6) 

将式(1-5)、式(1-6)代入式(1-3)得： 

1ln 0i
i i i

i i

N x
N
ω

δ α β
 

− − = 
 

∑                              (1-7) 

由于 iNδ 是自变量，要(1-7)式恒成立，须 1 1ln 0i
i

i

x
N
ω

α β− − = ，由此可得劳动收入分布系统的最可几

分布： 

1 1e ix
i iN α βω − −=                                    (1-8) 

在三维情况下，收入处于区间 ( ), dx x x+ 的相格数为 3 24π dh x xω −= ，相应的人数 dN 为： 

1 1 1
2

2
13

4π dd e e dx xx xN NA x x
h

α β β− − −= =                           (1-9) 

式中 3h 是相格的大小，令 ( )1d dN Nf x x= ，由归一化条件 

( )10
d 1f x x

∞
=∫                                  (1-10) 

可得 3
1 1A β= 2，劳动收入的最可几概率密度函数： 

( ) ( )1
3

21
1

d e 0
d 2

xNf x x x
N x

ββ −= = ≤ < ∞                        (1-11) 

劳动收入的平均值为： 

( )1 10
1

3dx xf x x
β

∞
= =∫                                (1-12) 

同理，假设主要靠资本获得收入的居民人数为 M，资本总收入为 F，个人资本收入为 ix 的相格数为 iσ ，

人数为 iM ，资本收入分布系统的微观态数为： 

!
iM

i
ii

i

M
M

σΛ = ∏∏ ！
                                 (1-13) 

 
167 



顾国锋，唐国宁 
 

其控制条件为： 

i
i

M M=∑ 和 i i
i

F M x=∑                              (1-14) 

对 Mδ 引入参量 2α 、对 Fδ 引入参量 2β ，可得资本收入分布系统的最可几分布： 

2 2e ix
i iM α βσ − −=                                  (1-15) 

收入处于区间 ( ), dx x x+ 的相格数为： 1dh xσ −= ，相应的人数为： 

2 2 2
2

dd e e dx xxM MA x
h

α β β− − −= =                            (1-16) 

式中 h 是相格的大小。由于靠资本获得收入的居民有最小的收入起点，设该起点为 0x ，假设其大于或者

等于劳动收入的平均值，即： 0 1x x≥ 。由归一化条件： 

( )
0

2 d 1
x

f x x
∞

=∫                                   (1-17) 

可得 2 0
2 2e

xA ββ= ，资本收入的最可几概率密度函数： 

( )
( ) ( )

( )

2 0
2 0

2
0

ed
d 0

x x x xMf x
M x x x

ββ − >= = 
≤

                        (1-18) 

资本收入的平均值为： 

( )
0

2 2 0
2

1d
x

x xf x x x
β

∞
= = +∫                              (1-19) 

假设城镇居民的总人数为 0N N M= + ，其中可支配收入处于区间 ( ), dx x x+ 的人数为

( )0 0d dN N f x x=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可几概率密度函数： 

( ) ( ) ( ) ( ) ( )0
1 2 1 1 2 2

0 0 0 0

d d d
d d

N N M N Mf x f x f x a f x a f x
N x N x N N

+
= = = + = + , 

即： 

( ) ( ) ( )
( )

( ) ( )

1

2 0
1

3 2
1 1 0

1 1 2 2 3 2
1 1 2 2 0

0.5 e

0.5 e e
x x

x

x

a x x x
f x a f x a f x

a x a x x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1-20) 

式中的 1 0a N N= 、 2 0a M N= 分别为主要靠劳动收入的人数、主要靠投资收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式(1-20)同样满足归一化条件： 

( )
0

d 1f x x
∞

=∫                                   (1-21) 

由式(1-20)可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 

( ) 1 1 2 20
dx xf x x a x a x

∞
= = +∫                             (1-22) 

如果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K，由式(1-12)和式(1-19)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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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1
1

31 K x a x a
β

− = = ， 2 2 2 0
2

1Kx a x a x
β

 
= = + 

 
，得到最可几分布的参数为： 

( )
1

1
3

1
a
K x

β =
−

                                  (1-23) 

2
2

2 0

a
Kx a x

β =
−

                                 (1-24) 

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与基尼系数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将人数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列，达到一半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值。中位数一

般比平均值小一些。由于灰色收入一般只存在于高收入人群中，因此对于抽样调查的结果，中位数比平

均值更能反映收入分布的实际情况。设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zx ，则有： 

( )
0

d 0.5zx
f x x =∫                                  (2-1) 

将式(1-20)代入式(2-1)积分并整理得： 

12 2
1 1 1

11 1 e 0.5
2

zx
z za x x ββ β −  − + + =    

                         (2-2) 

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分布偏离平均分布的参数，具体定义为[8]： 

1 1
10 0

1 0

0

d d
1 2 d 1 2

d

p p u p
G u p S

p p

−
= = − = −∫ ∫

∫
∫

                        (2-3) 

式(2-3)中 p为个人财富在 0 ~ x 这部分人数与总人数之比，这部分人所拥有的财富 PM 占总财富 M 的比率

为 u ，即： 

( )
( )

( )
0 0

0

d d

d

x x

p tf t t tf t tM
u

M xxf x x
∞= = =∫ ∫
∫

, ( )
0

d
x

p f t t= ∫ , 

( ) ( ) ( ) ( )1 1

0 0 0 0 0 0

1 1d d d d d d
x x x

S u p tf t t f t t tf t t f x x
x x

∞     = = =          ∫ ∫ ∫ ∫ ∫ ∫              (2-4) 

当 0x x≤ 时， 

( ) 1 1
3 3 3 2

31 1
1 1 4 2 3 40 0

11 1 1 1

6 3 6 6d e d e
2 2

x x t x x x xtf t t a t t aβ ββ β
ββ β β β

− −  
= = − + + +  

   
∫ ∫              (2-5) 

当 0x x> 时，令 2 0 0
1 2

2 2

1e x xB β

β β
−  

= + 
 

，则有： 

( ) 2 01 2
3 3 2

1
1 2 2 14 2 3 4 20

1 21 1 1 1 2

6 3 6 6 1d e e e
2

x xx xx x x xtf t t a a Bββ β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2-6) 

将式(2-5)、式(2-6)代入式(2-4)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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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1 1

2 0 2 2

0

1 22 0 1

0

0 0

23 5 4 3 2
22 21

1 4 2 3 40
11 1 1 1

2 22
2 2 1 2

2 2

3
21

1 2 2 1

1 d d

1 6 3 6 6e e d
2

1 1e e e d

1 e e e
2

x

x x

x x x
x

xx x
x

S tf t t f x x
x

x x x xa x x
x

xa B x
x

a a B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2 0 2

0

2 0 2 0

1 2 02 0

3 2

2
2 2

3 3 2
1

1 2 2 4 2 3 4
11 1 1 1

22 3 2 22 01 1
2 27 2 3

1 2 2

3
1

1 2 2 2 4
1

d

1 6 3 6 6e e e d
2

331 1e e
28 2 4

6e e
2

xx x
x

x x

xx

x x x

x x xa a x
x

xa a
x

a a B

β ββ β

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2 0

2

e xβ

β
−  

 
 

             (2-7) 

式(2-7)中的  

( )

( ) ( ) ( )

( ) ( ) ( )

2
0 0 0 0

2 2 2 3 3 2
2 1 1 22 1 1 1 1 2

2
0 0

4 2 2 2 3
1 21 1 2 1 2 1 2 1 2

3 2
0 0 0

2 3 4
1 2 1 2 1 2 1 2 1 2

21 2 6 1

26 3 1 2

3 61 1 6

x x x xB

x x

x x x

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β

β β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总之，如果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x 、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K 已知，主要靠劳动收入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比例 1a 、主要靠资本获得收入的居民收入起点 0x 、主要靠资本收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2a
也已知，则由式(1-23)、式(1-24)可以算出最可几分布的参数 1β 和 2β ，由式(2-2)算出中位数 zx ，由式(2-8)
算出 2B ，代入式(2-7)算出 S，再代入式(2-3)便可以算出基尼系数 G 了。 

4. 数值计算结果 

为了显示基尼系数 G 随资本收入比例 K 变化的数值关系，本文取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00x =  (万元)进行数值计算。当 0K = 时(等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居民既无经营性收入也无财产性收

入)， 1 1a = ， 2 0a = ，代入式(1-12)计算得： 1 1β = ， 1 1 2A = ，代入式(2-7)计算得： 11 32S = ，代入式(2-3)
计算得基尼系数： 10 32 0.3125G = = ；当 0 0.11K< ≤ 时，且在满足 2 0a Kx x< 、 1 01a Kx x> − 的条件下

适当选择参数，代入上述有关公式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为： 0.3125G ≈ ；当取 0.11K ≥ 、 1 0.93a = 、 2 0.07a =

时，代入上述有关公式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如表 1 和图 1。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当城镇居民资本收

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0.12K ≥ 时，基尼系数 G 几乎随 K 线性增加，K 每增加 0.01，基尼系数约增加 0.007。 

5. 实证研究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10 元，其中人均工资性

收入 15,412 元，人均转移性收入 3539 元，人均经营净收入 2210 元，人均财产性收入 649 元，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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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ini coefficient with income proportion 
表 1. 基尼系数随资本收入比例变化的数值关系表 

K 0.11 0.12 0.13 0.14 0.15 0.15 0.17 0.18 

G 0.3125 0.3181 0.3242 0.3306 0.3372 0.3439 0.3507 0.3577 

K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G 0.3647 0.3717 0.3789 0.3860 0.3932 0.4004 0.4076 0.4149 

K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G 0.4222 0.4295 0.4368 0.4441 0.4515 0.4588 0.4662 0.4736 

K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G 0.4809 0.4883 0.4957 0.5031 0.5105 0.5179 0.5253 0.5327 

K 0.43 0.44 0.45 0.46 0.47 0.48 0.49 0.50 

G 0.5401 0.5475 0.5549 0.5624 0.5698 0.5772 0.5847 0.5921 

 

 
Figure 1. Gini coefficient with income proportion 
图 1. 基尼系数随资本收入比例变化的数值关系图 

 
配收入中位数为 19,118 元。按照本文的计算方法，取 1 0.93a = ， 2 0.07a = ，由上述数据得到 ( )2.1810x = 万元 ，

( )1 1 1.5412 0.3539 1.8951a x = + = 万元 ， ( )2 2 0.2210 0.0649 0.2859a x = + = 万元 ， ( )1 2.0377x = 万元 ， 

( )2 4.0843x = 万元 ， ( )0 2.0377x = 万元 ， 0.1311K ≈ 。代入上述有关公式计算得： 1 1.4722β ≈ ， 2 0.4886β ≈ ，

1 1.5956A ≈ ， 2 1.3224A ≈ ， 2 3.8682B ≈ − ， 0.3376S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9221 19221zx ≈ =万元 元，

与实际的 19118 元相差 103 元，相对差异约为 0.5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0.3248G ≈ ，与王小鲁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2011 年城镇居民分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 0.324G = 的相对差异约为 0.25%。图

2 是最可几概率密度函数与抽样调查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对照图象，其中的实线是将上述参数代入式

(1-20)计算得到的图象，星号代表抽样调查得到的分组数据经处理后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值图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尽管实际的抽样分布在一些小范围内与最可几分布略有差异，但其整体的变化关系与最可几

分布基本相同。因此，用最可几分布计算得到的中位数、基尼系数与抽样分布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0.45          0.5
K

G

0.65

0.6

0.55

0.5

0.45

0.4

0.3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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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arison of most probable distribution and the sampling survey 
results, the star is the sampling survey results, and the curved line is theoretical 
results 
图 2. 最可几分布函数与抽样分布函数对照图，星号为调查结果，曲线为理

论结果 
 

然而，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上述数据，不可能包含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而灰

色收入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数量不少。因此，上述各种数据并未反映实际情况。根据王小鲁[1]的调查和

判断，2011 年我国居民的灰色收入总量约为 6.2 万亿元，如果其中 95%发生在城镇，则 2011 年我国城镇

居民的灰色收入总量约为 5.89 万亿元。到 2011 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总数约为 69,079 万人，2011 年我

国城镇居民平均灰色收入约为 8526 元。由于灰色收入主要为高收入人群所有，而且基本属于非劳动收入，

因此，上述各项数据调整为： 

( )2.1810 0.8526 3.0336x = + = 万元 ， ( )2 2 0.2859 0.8526 1.1385a x = + = 万元 ， 

( )1 1 1.8951a x = 万元 , ( )1 2.0377x = 万元 ， ( )2 16.2643x = 万元 , ( )0 2.0377x = 万元 ， 

0.3753K ≈ , 1 1.4722β ≈ , 2 0.0703β ≈ ， 1 1.5956A ≈ , 2 0.0811A ≈ , 2 5.2941B ≈ − ， 

0.2502S ≈ ，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0.4996G ≈ ，与王小鲁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调查报告》

中提供的按家庭分布的基尼系数 0.496G = 的相对差异约为 0.73%，与按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 0.501G = 的

相对差异约为 0.28%。 
由以上的分析与计算可知，只要知道居民收入(包含灰色收入)的总量以及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便可以用最可几分布估算出基尼系数。估算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异不大。减小基尼系数、消除两极

分化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完善各种分配制度，反对腐败，尽量减少灰色收入；另一是减小资本收入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提高基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要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资本收入占可支配收

入的比例在合理区间内，基尼系数就在合理区间内，将不会产生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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