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

) 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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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尽管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 但

仍存在诸多争论 "本文在对文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平滑转移模型来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非线

性关系 , 并分别检验了可能是两者关系转移变量的诸多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

人均收入21 巧元(以1978 年不变价为基期)处发生转移, 在此之前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

在此之后 ,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损害作用"结合现状 ,本文也简要分析了导致该转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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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库兹涅茨(K uzn ets , 19 55 )提出了著名的倒 U 型曲线后 ,收人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便成为经济学家 !

政治学家及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 ,围绕该假说的研究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

一致的结论 ,后来一些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似乎也偏离了该假说 "库兹涅茨发现随着收人的增加 ,收人分配

状况将得到恶化 ,在达到一定的顶点之后 ,收人分配恶化的状况将随着收人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 巴罗(R .J.B~ ,

2000 ) !盖勒(0.Gal or ,2000 ) !菲利克斯 #鲍克特(Fe l议Pa uk ert , 1973 )也证实了该倒 u 型曲线的存在 ,汇.一.2但后来

的对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围绕倒 U 型理论进行 ,他们假定收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是

非促进即损害的线性关系 ,采用数据以判断收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多少有些偏离了库兹涅茨假说 "由

于采用了发展不平衡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数据 ,这些研究得出的不同结论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 ,研究收

人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而非收人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就应该回归库兹涅茨假说 ,从倒 U 型曲线着手 "

班纳吉和迪弗洛(A .v .Ban e巧ee an d E .D d ",200 3) 首次详细分析了非线性模型对于研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

增长关系的适用性 ,从财富途径 !政治经济学途径及变量测量误差三个方面说明了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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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模型的不适用性 ,并通过非参数回归证实了自己的论断 "他认为 ,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线性

的 ,任何方向的收人不平等降低都将促进经济增长 , 因此 ,用线性模型研究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是严重不

合适的 "川班德亚帕德耶和巴苏(D .Ban dyo pad hyay an d P.Bas u ,200 5) 认为工业发达的国家技术扩散的阻力较小 ,

较大幅度的收人再分配转移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导致更为平等的收人分配和低的经济增长率 ,收人不平

等将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 ,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收人分配不平等将阻碍经济增长 "川陈卓(zhu "cha n , 200 7) 的

研究表明 ,在以人口规模和经济开放度作为转移变量时 ,收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动态特

征 "162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 7) 利用 1978 一200 4 年期间中国29 个省(市 !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发现城乡收人差

距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人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

增长 ,而现阶段城乡收人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 "川饶晓辉和廖进球(2009 )运用平滑转移回归方

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 ,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区制是中国城乡收人差距与经济增长

之间非线性的转移变量 ,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区制状态时 ,城乡收人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 ;当经济

发展水平处于低区制状态时 ,城乡收人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正 "上B2

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结论 "苏基艾森(G .Suk ias sy an ,200 7)

采用转型国家 1988 一2002 的数据研究发现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并且其研

究结果并不支持 /任何方向的收人不平等程度降低都将促进经济增长 0的结论 "1.2另外 ,学者们对 /拐点 .,的所在

位置也存在争议 ,且多数学者在分析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时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

因素 "这些都充分说明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同时 ,在当前收人不平等状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进一步研究该问

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解决收人不平等带来的问题和和谐社会的构

建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将从倒 U 型曲线着手 ,采用非线性模型来研究中国收人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求准确判断收人不平

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特征 "由于平滑转移模型在所有非线性模型中具有较好的实际经济意义 ,马尔柯夫区

制转移模型只能计算不同区制相互转移的概率 ,而不能给出区制转移的具体非线性形式 ,政策含义有限 ,而门限

自回归模型只是 sT A R 模型的一个特例 ,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文将选用平滑转移模型来测定中国收人

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通过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线性方程的检验进而确定非线性方程的具体形式 "

二 !模型 !数据 !方法

(一 )模型设定

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模型来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但从总体上看 ,大部分的研究者采用了

如下的模型:

G~ 二ao+刀tlneg +刀-X (1)

其中, -阳w 表示实际经济增长 ,一般取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对其做相应的变换如差分 !对数

等沂记, 表示收入差距 ,一般取基尼系数或者泰尔指数等;X 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控制变量 ,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

不同的控制变量 "为严谨性起见 ,本文引人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 , 同时为了消除人口变化对产出的影响 ,将生产

函数两边同时除以 L :

Cro 叨= a "+几k + 月3a + 口11, 屺, + 口4颤 (2)

其中 , -m 洲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本文以 RCD 尸表示 :时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978 年不变价格 ,下

同) ,以此度量人均实际经济增长(以下简称实际增长) "k 为人均资本投人 , 本文用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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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p )来表示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 ,本文以 -月为粗略的投资指数剔除价格因素 "a 为技术效率 ,本文引人人力资

本(H /~ )表示公式中的",对人力资本的计算则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进行,计算公式为:H /man = 艺, -y-,其
中 ,p -!y -表示一定受教育年限的人口和不同教育获得程度的教育年限 ,其中大学为 16 年 ,高中为 12 年 ,初中为 9

年 ,小学为6 年 "ineq 是收人差距 ,收人差距的衡量方法有多种 ,但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主要

衡量组与组之间的差异 ,一般用于对城乡收人差距的衡量 ,基尼系数则度量了总体收人差距 ,基于此 ,本文采用基

尼系数¹来衡量中国的收人差距状况 ,以 Gi ni 表示取基尼系数 "扩为收人不平等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交互项 ,

引入该变量的原因在于 ,不少的研究者都发现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于收人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 1."一0丁,在本文中 ,其斜率系数表示它的相对变化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效应 "根据阿伊汉 #高斯等人

(M .A yhan Ko se et al . ,200 6) 的研究 , [02用银行年末信贷额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来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的程

度 ,采用该指标的优势在于 ,它 /切切实实 0表示了商业银行执行的信贷额度 "

除特殊说明外 ,本文所有相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期 5中国统计年鉴 6 "

(二) STR 模型

少-= 币,z:+ a -z:G (7 ,e ,s -) + u - (3 )

这里 z-= (, .-,: -:) -是解释变量向量 ,其中, , /二(l ,, -一, , ,,关一, ) .,x .:二(l , xl., ,, x -) -"沪和 0 依次为线性

和非线性部分的参数向量 "转换函数 G( 7 , ",s:)是一个有界函数 ,它是连续转换变量 s:!斜率参数 7 以及定位参

数 / = (c , , ,,c-) .,c, - , -c*的函数 "s:可以为 z-向量当中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的函数或一个不包括在 z-内的

外生变量 "常用的 C( y , ",: -)有肠gi sti "函数与指数函数两种形式:

!.苦少!1廿声

4一!J了.!-!!G(, ,c,,:)二{l+exp [一, 刀(,:一c*)]}一.,, >0

C(, ,c,,:)=l一exp [一, 尽(,:一c*).],, >o
式(4 ) !(5) 分别对应于巧TA R 模型及 EST A R 模型 "

对于平滑转移模型的识别及判断问题 ,泰雷斯维尔塔(T.Te ras vi rta , 19 94 )采用三阶泰勒展开方法将式(3) 中

的转换函数在 ;二0 处展开 , 1.42在合并项和重新参数化之后 ,近似得到如下辅助回归:

, :二月-"::+ 艺口-, !武+ u厂, -= z, ,,rj二1
(6 )

其中 ,u:. = u:+尺3(7 , e,5.)a,z:,余项为R , (7 , e,s-)"此时 ,线性性检验的原假设记为H ":刀.二几 二刀, 二0 ,拒绝

原假设意味着接受非线性 ,而接受原假设意味着不存在非线性 "为确定模型的具体类型 ,泰雷斯维尔塔还构造了

三个序贯假设检验 :[l8J

H ":几 = 0

H ":几二o }月"二o (7)

H ", :刀一 "}刀2二月, = 0

¹ 1978 一200 7 年数据来源于(李树培 !高连水 !魏下海 ,2(X) 8) , 为保持数据连续性和可比性 ,200 8 一20 10 基尼系数根据其所采用方法计

算"计算方法为: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都采用/二各戈玖十.各凡-.一/#.一.来傅 ,其中凡是按收人分组后各组的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重,

Yi 是按收人分组后 ,各组人口所拥有的收人占收人总额的比重;s !是累计收人百分比,s -二乙+ 几*L *矶,全国基尼系数根据 -二代互 -/十砰
y

兰-r十, "P, }~ {来合成,其中","!-;分另"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人分配基尼系数,, /!pr分另"表示城镇人口人数和农村人口数"y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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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伯格等人(S .Lu nd be rgh et al . ,200 3) 建议 ,若 H "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p 值最小 ,应建立 ES TAR 模型;若

H 03或 H0 ,检验统计量所对应的p 值最小 ,则建立璐TAR 模型 "10]泰雷斯维尔塔认为 ,sT AR 模型的转移变量通常

为因变量的滞后项或者差分滞后项 ,为确定ST AR 模型中最合适的转移变量 ,建模者可以在检验式(5) 中分别代

人不同的s-,从中选择检验统计量p 值最小的作为转移变量 , -"1.-J

三 !结果分析

(一 )基准模型

首先 ,用线性回归拟合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最优滞后阶数由 AI C 及 BI C 准则确定 ,估计时去掉了

不显著的滞后项 ,估计结果如式(l) 所示 "

Gro w rh = 一5503.50 + 5.52IcP + 1270 .24 Hu ma n + 19科 1.76In 忍g 一133.26 Gini #Fi n (8 )

( 一3.34) (14.16) (3.93 ) (2.56 ) ( 一2.53)

A dj ust尺, 二0.95 , F = 539.55 , D .w . 二0.53 ,:-.:二7以

LB (2 ) = 20.90(0.(X) ) , AR CH (2) 二7.24(0.0() ) , W hite = 2.90(0.01) , Chow (2003) 二13.58(0.01)

其中 ,估计系数下方的括号中数字表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从线性拟合回归结果上来看 ,方程拟合较好 :投

资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作用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 收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正且同时在5% 水平上显著 ,与理论分析结果相同 ,收人不平等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为负 ,且该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 "

LB (妇表示用于检验残差序列不存在 q 阶自相关的Lj un g一Box Q 统计量值 ,A RCH (m )表示用于检验残差序

列不存在m 阶A RcH 效应的 M c玩ed 一LI Q 统计量值 ,w hit e(m )表示残差序列异方差 w HI几 检验的结果 ,所有统

计量值括号内的值均为其所对应的p值 "从估计结果上看 ,式(7) 的线性模型残差序列不仅存在在自相关 ,也存

在显著的 A RCH 效应和异方差性 "同时 , 为了测定该方程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我们采用 Cha w 检验 ,在

时间序列分析中,它通过测试两个不同数据的线性回归的系数是否相等来判断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 ,该检验原假

设是不存在结构突变 ,其服从F 分布"为了判断可能存在的突变位置 ,我们画出基尼系数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的 XY 图形 ,见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基尼系数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XY 曲线存在4 个较为明显的转

折点 ,经分析 ,分别对应于 1982 年 !1994 年 !1997 年和200 3 年 ,但从整个图形上看 ,又可以将整个曲线看出2 个部

分 ,急剧上升的部分和平稳上升的部分 ,而前两个转折点则都分布在急剧上升部分 ,因此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

库兹涅兹转折点 "因此 ,本文选取 200 3年做 Chow 断点检验 ,F 值等于 2.71 ,伴随概率为0.04 ,从结果上看 ,可以

说明中国的收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变化 "为检验该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做 W al d 检验 ,结果显示 , W aj d

(20 03 )的 F 值等于 13 .58 ,伴随概率为0.01 ,这充分说明所估计方程存在结构变化 ,收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作

用存在变化 ,因此 ,本文将在式(7) 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非线性检验 "

(二)非线性检验及转移函数形式的确定

中国城乡收人差距对实际增长的效应是否因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 ,对此的准确回

答应基于严格的检验 ,尽管上文的 Cha w 检验和 W 吐d 检验说明方程存在结构突变性 ,但为了严谨起见 ,本文根据

兰德伯格 !泰雷斯维尔塔和冯 #戴伊克(5.Lundbergh ,T.Te ras virt ""nd D .van nijk ,200 3)的建议 , I-, ]使用(6) !(7)

所述检验方法 ,进行非线性检验以判断非线性的存在性 "

本文在估计结果式(l) 的基础上进行非线性检验 "基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本文分别选取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 !基尼系数 !人力资本及基尼系数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成绩作为转移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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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 "= ( 一1253.73 一1.22Icr +科3.72Hu nza n +44 85.o3Gini)[l 一G(7 , e ,s-)]

( 一4.78) ( 一1.79 )(6.54 ) (5.18 )

+ [ 1165.53 + 5 .00IcP + 1769.95Hu ma n 一18928.07G ini]G (7 ,e ,s:) + 若:

(2.33 ) (7.36) (11.39) ( 一7.19)

( 10 )

G(, ,c,,:)= {.+exp [一9#95尽(RGDP :一 川5)]}一.
(5.04 ) (29 .17 )

A dj ust R , 二0.99 ,Sd.r= 65 , AR CH 一LM (8) = 10.18(0.25 ) ,Jaeques 一Bera 二1.72(0.83)

从结果可以看出,非线性估计结果的残差比线性结果的残差要小得多 ,方程拟合也比线性模型好 ,各项检测

结果也优于线性方程检验结果 ,这些充分说明采用非线性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根据结果可知 ,收人不平等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在人均2 1巧元(以1978 年不变价为基期 ,下同)处发生转移 ,在转移之前 ,收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

生正的影响 ,而在此之后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为负作用 "

那么 ,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人分配差距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不同的研究者持不

同的意见 ,巴罗 !盖勒和莫维(R.J.B~ ,20 00 , 0 .G alor an d 0 .M oa v ,20 04 )认为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 ,物质资本是经

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定的收人差距有助于储蓄率提高进而导致投资的上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而在经济增长的

后期阶段 ,人力资本则起主要的作用 ,但在收人差距过大的情况下 ,受限于初始财富不平等以及信用约束 ,穷人将

很难依靠自有资本或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 最终导致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

长 "1.,2l] 一些研究者认为 ,过大的收人差距容易导致穷人做出一些不利于富人的活动 ,如抢劫 !绑架等犯罪活动 ,

而这些对经济增长不利 "[22 一24] 持经济激励理论的研究者认为 ,一定的收人差距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劳动

积极性 ,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但当收人差距过大时 ,政府的税收也较高 ) 而这主要由富人来缴纳 ,这导致劳动积

极性和创造力降低 ,进而对经济增长不利 ", 一川具体到中国当前情况 ,收人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应该

是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在看病难 !上学难 !住房难 !生不起 !死不起的情况下 ,不仅穷人无力消费 ,

中等收人者也不敢消费 ,这不仅造成消费疲软也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失衡 "其次则应该在于当前收人分配差距过

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这种现象在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尤为显著 , 同时 ,在教育产业化和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 ,一

些原来打算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也退出人力资本积累领域 ,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积累迟缓和不利于经济增长 "最

后,由当前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原因, 内耗增加,可用生产性资源必

然减少 "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深人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采用非线性模型研究中国的收人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拒绝该

关系为线性的基础上 ,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ST R )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转移动态特征和非对称

特征 "

改革开放 30 年 ,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也应该看到 ,收人分配不平等状况也越来越严重 , 日

益恶化的收人不平等状况不仅导致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如消费疲软等 ,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 ,如仇富和社会

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现象等 ,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建设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也意味着社会建设的不足 "尽

管一系列的微调如政府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有助于缓解收人不平等带来的压力 ,但解决该问题本身必

须回归问题的本源 ,根据路易斯 #戴维斯和马克 #霍普金斯(Le wis Dav is an d M ar k H叩kins ,2011) !格罗姆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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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诺维奇(G .e lom m an d M .K铭anovieh ,2008 ) !卢卡 #斯皮内西 (Luea Spinesi, 2009 )的研究 ,收入分配差距和

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以及制度的完善 , [.-一."8那么将存在

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 ,政府可以提高通过公共教育 !公共医疗的水平 !提升整体国民素质 ,并不断深化市场化

改革及其他经济政策及制度的完善 , 在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而最重要的 ,莫过于改

变当前不合理的收人分配制度 ,从根本上破除造成收人不平等恶化的因素 ,破除垄断 !解决权力无边和与民争

利 的现象 "

参考文献:

[l] R J B~ .Ine甲al ity an d Cro wt h in a Pan elOf Countri es [J 8.JOu m al of Eeonom ie Gro 铸tl.,20(刃,5(l):5 一32.

[2 20 Galor.Ineome Distri bution an d th e proC ess Of Devel opme nt[J].Eu印pean Eeon om ie Review ,2"(x2,44 (4 一6):706 一12.

[3 2Fe lix Pa ukert.In eome Distribution atD汪rerent此velsof Develo四ent:A Surv ey of Evidenee [J].Intem ati onal l五bo ur Review ,1973 ,108(2/3 ):97 .

14 2A V Ban e巧ee ,E Dufl o.In equality an d c rowth: Wh at Can the Data S叮? [J].Journ al of Eeono 面e Gro wth ,200 3 ,8(3):267 一99.

=5] D Ban d脚 汕 卿 ,p Bas u.Wh at Drives th e Cros s 一Coun匀 c功w山an d In恻 ali ty CO耽坛tion? 1J].can adian JO um al of Eeonom ies一Re vu e Can a-

dienn e D Eeononu 卿e ,2(X) 5 , 38 (4 ) :1272 一97.

16] Zh uo Che n.Devel叩m entan d In eqU 曲ty : Evidenee fro m an Elld ose nou s 俪 tehing Re脚 ssion wi山outRegime S叩arat ion [J2.Eeonom ies 晚tters ,

2(X) 7 ,96 (2 ) :269 一74 .

[7 8王少平 ,欧阳志刚.中国城乡收人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闷值效应1J8.中国社会科学 ,2(X) 8(2):54 一66.

18 2饶晓辉 ,廖进球.城乡收人差距与经济增长 ) 基于ST R 模型的实证分析=JJ.经济评论 ,200 9(3) .

[9 2G Su -ias syan .玩以和己ity an d Gro wth :W 卜atDoes th e Tlan sition Eeon omy Data 卿 ? [J2.8如m 习Of Com p脚tlve Eeonom ie, ,2(XT7 :35(l):35 一56.

110 8 A Fishman ,A Simh on.Th e Divi sion of L山or,In叫ual ity an d Growth [J2.Jo urn al of Eeon om i"Gro wl五,2(X) 2 ,7(2):l一7 一36.

[川 R Razn .Eeoo m ie 一Developlnentan d In eom e Ine卿ality 一an ove rloo ked RegreSS ion Cons俪 nt 1J8.Eeonom ie Devel opmentan d Cultu司 Chan 罗,

1995 ,43 (2 ) :425 一34 .

[12] R M Townsend ,K Ueda.Fina neial Dee pening ,Ine明al ity ,an d Gro wlh:A Mod el 一B朋ed Qu, 巨颐ve Evaluation [J].Review ofEeono而e srudies,

2 5兀陌,73 (l ) :25 1 一93 .

[13 8M Ayhan Kos e ,Eswar 5 pras ad ,M arc o E.Te o nes .How Do Tra de an d Fi nan eial Inte目旧tion 川介ctthe Relati onship be tween Gro wth an d volatility?

1J].Joum al Of Intem ation al Eeon om ie: ,25洲)6 ,69(l):176 一20 2.

114 2T Te ras virta .s卿 近eati on ,Estimat ion ,an d Eval ua6on of Smoo th Tran sition A uto比尹ssive M记el"[J].Joum al of 一he Ameriean Statistieal Assoc ia-

tion , 1994 , 89 (425 ) :208 一18 .

[15 8 5 Lundbe rgh ,T Te ras virta ,D Van Dijk.Ti me 一v娜ing smoo th Tran sition Auto re 目吧ssive Mod els [J2.JO um al of Busines s & Eeonomie sta tisties,

2(X) 3 , 21 (1) :104 一21.

[16] (;e ert Bekae rt ,Caxn pbe llR Harv ey,Christian Lu ndblad.Growth Vol atility an d Finan eial U be 司iza tion 1J 2.Joum al "f Intem ational M oney an d Fi -

nan ee ,2(X巧, 25(3 ) :370 一4D 3 .

[17] Dusti n C卜脚悦rs ,川an Kra use.15 th e Rel如ons抽p betw een In e甲al ity an d Growt h 川晚cted by physieal an d H uman Capital A eeum ulation? =J8.

Journ a] Of E eonomi c Inequali ty , 2010 ,8 (2 ) :153 一72 .

[18 2Mark W Fran k.In eom e b equal ity , Huma n C叩ital ,an d In eome Gm wth :Evidenee加m a Sta te 一肠velVar An al ysis 1J].Ailan tie Eeonomi"Jour-

nal ,2 5叉)9 , 37 (2 ) :173 一85 .

[19 2oded G alor,JO se Ph Ze ira .Ineome Distri bution an d Mac , eono而e, [J 2.Th e Review Of Eeon onu e Stu dies ,199 3 ,6() (l):35 一52.

[20 2oded Gal or.In eq uality ,Human Capital FO o ation ,an d the proC ess of Development[EB/ OL 2.http:// www .nbe r.o恻 pa邵澎w17058 ,2011(4 ):

月4 1 一9 3 .

[21 20 Gal or ,0 M oav FrD m physieal to Huzn an C叩ital Aeeum 吐ati on: In叫ual ity an d the pIDC essof Deve lOP me nt [J].Re vsew Of Eeono 而c Studi es ,

20( 抖 ,7 1(4 ) :1(X) l一26.

l6



宏观经济

[22] Andrew Hod ge,Sri ram Shan kar ,D 5 Pr as ad a Ran ,Alan Duhs.E印lori ngth e U nksbetw een Corru ption an d Gro wth [J2.Revio of DevelopmentEeo-

nom ies, ZD ll , 15 (3 ) :474 一90.

[23 8 Noe lD JO hnso n ,Courtn ey L I泊foun面n ,Steven Yam ari k.Comi ption 15 Bad fo r GrD wth (Even in the United Sta[es)仁J 2.publie Choiee,2011,

147 (3 一4 ) :377 一93.

[24 2p M auro .Corru vtion an d GrD wth [J].Quart erly Journ al of Eco nomi es, 1995 ,110(3):681一712.

[25] otiana Ban diera ,Iwan B~ k叮,lmr an Ras ul.Ineentives for M an 昭ers an d Inequality am ong W ork ers : Evidenee fro m a Firm 一Level Experinlent

[J2.Quart erly Journ al Of Eeononu es,2(X) 7 ,122(2):729 一73.

[26] Kas 伴r u ppert 一Ras musse n.Inequality ,Ineentivesan d the lnte甲e! nal Test1J2.Ratio ,20() 8 ,21(4):421 一39.

仁27 2助nnie K .Stevan s.Ineom e Inequ山ty an d Eeonom ie Ineentives: 15 Th ere an Equity 一E价eieney Tra deoff? 仁J].Reseao h in Eeonom ies, 2012 ,

66 (2 ) :149 一6() .

[28] 忱wis Davis, Mark Hop kins.The Ins tit ution al Fou nd如ons Of Ine 明al ity an d Gro wth [J].8朋nlal Of Deve lopme ntStudies,20 11,47(7):97 7 一97.

[29 8 G Glonun , M Kagan ov ieh.Soc ial sec 而ty , Pu blie Edueation an d the Growth 一Ine=和al ity Relat ionship [J8.Euro pean Eeonom ie Review ,200 8 ,

52 (6 ) :1(X)9 一34.

[30] Lu ea Spinesi.Re nt一See king Bure auera eies,Ine卿al ity ,an d Gro wt h [J8.Journ al ofDevel叩mentEeonomies,2(X) 9 ,90(2):244 一57.

In com e In equ al ity and E eon om ie G ro从沈h

) A n E m P iri eai A n al y sis B as ed o n C hi nc se D a ta

FA N Y a 一zho u , S H U Y in 一yan

(Institute of eeono而es, C 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 ee and eeono而es ,B eijing 100081 )

A b stra ct :Th e re lation sh ip b etw een in eom e in eq u al ity a nd ee on om ie 脚 讯卜15 th e fo eu s of ee ono而 e re searc h .Th is p a -

per begi ns wi th the im port an ee of re turn to th e K uznets to do an emP iri eal researc h.By using ST R

fa etors that m 叮 rev ers e th e re latio n be tw e en ineo m e in eq ual ity an d ee ono 而 e 脚 矶h as w ell , b as ed

m ethod , it te sts 吐1 th e

on C h in a. s 197 8 一2 0 10

data.It,5 fou nd th at th e relationship re vers es at per eapita ineom e 2 115 R M B (1978 .5 pri ee ) , and ineom e inequal ity pro -

mo tes eeonom ie 脚 wt h befo re that, wh ile i: tum s aro und aft er that.Th e p即er al so gi ves e即lan ations to illusrra te the re -

v ers in g re as o n #

Ke y wo rds :In eom e In eq u ality ;E e on om ie G ro wt h ;N o记ine ar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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