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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泰尔系数的贵阳市近 10年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研

究
1
 

史小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 

 【摘 要】基于泰尔指数测度方法以人口比重加权对贵阳市 2007 年至 2016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生产总值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探究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对贵阳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提出合理建议。结果表明:（1）贵阳市近 10 年城乡收入

差距先减小再扩大后保持稳定；（2)贵阳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变现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居民（城镇和农村）收入增

长率之间的差值越大则城乡收入差距则越大；（3)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和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提高农户

收入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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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发展滞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等农村与城镇发展

不平衡问题目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关于城乡差距变化趋势的研究，有的学者以广义熵指数进行测度，得出城乡居民之间的

收人差距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并且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有的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发展

差距的空间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由于对研究区经济差异的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研究时间段不同导致同一研究区内经济发展

差距扩大还是缩小答案不一。 

近年来贵阳市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旅游业、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但是乡村地区的发展滞后太多，

且由于乡村地区人多地少，种地的比较收益越来越低等固有的弊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本文采取用泰尔 L 系数来计算全市各区县的城乡收入差距，以人口收入

比重加权计算收入差距，并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贵阳市位于贵州省中部，地处长江与珠江分水岭地带，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总面积 8034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4.56%。

贵阳市行政区划范围包含南明区、云岩区、白云区、花溪区、乌当区、观山湖区、清镇市、修文县、开阳县、息烽县，是贵州

省省会，中国西部创新型中心之一、西南综合交枢纽、全国重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市。截至 2016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63.64%，但城镇化质量有待提升，尤其是城镇化低效率和不平衡的问题。为了探究贵阳市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本文以贵阳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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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1泰尔系数 

泰尔熵标准是由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划分成组内与组间

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的泰尔 L系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L为泰尔指数，n为区域部门个数，yi为 i地区收入占全区的份额；pi为 i地区人口占全区的份额。 

2.2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ー种统计学上分析数据的方法，目的在于了解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是否相关、相关方向与强度，并建立数

学模型以便观察特定变量来预测研究者感兴趣的变量。 

2.3数据来源 

数据选取自《贵阳市统计年鉴（2008-2017)》统计数据，计算城乡收入差距选取贵阳市各行政区县人口数量和各区县人均

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回归分析变量数据选取贵阳市 2007-2016 年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等经济数据。 

3 研究结果 

3.1 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贵阳市 2007-2016 年的泰尔系数值如图 1,2010 年贵阳市泰尔系数波动式减少达到历年最低值，

2010-2013年系数在扩大，2013-2016年差距基本维持在ー个水平上变化很小。总体上是先波动式下降再上升到一定程度保持稳

定。 

 

3.2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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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统计数据得到贵阳市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整理如图 2所示。 

 

将泰尔 L 系数作为因变量 Y，生产总值作为自变量 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自变量 X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

X3,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然后导入 SPSS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表 1 各变量回归系统及检验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教 标准化系教 

T 显著性 

相  关 

B 标准 

错误 

Beta 零阶 部分 部分 

(常数) 1414 .219  6.466 .001    

生产总值 5.768 1.353 7.504 4.262 .005 -.265 .867 .6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4 .150 -.930 -3.294 .017 -.021 -802 -.538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6.738 1.408 -8.558 -4.785 .003 -.328 -.890 -.781 

F检验显著性 10.514 

R
2
=0.917 

校正 R
2
=0.76 

 

依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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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缩小与生产总值高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减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减之间存在相关性。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表现在，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值越大收入差距越明显，即 GDP 的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

差值越大收入差距越明显。 

4 讨论 

(1)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收益较高，而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收益低。而且第二、三产业

产出效率高，第一产业产出效率低，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第一产业的占有率

在不断下降，贵阳市目前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随着今后一段时间内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扩大。 

(2)GDP 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追求高 GDP 增长率的同时需兼顾居

民收入，否则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如图 2，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在 2014 年反超城镇居民收入，

在未来年度内生产总值自然增长趋势将会继续抬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亦将会扩大。 

(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可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如图 2，2007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1.2781万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0.4088万元的 3.126倍，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502万元，

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2967万元的 2.275倍。从 2007年到 2016 年 10年间差距在缩小。 

(4)当前政府着力推进农村新产业的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其中主要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这些举措仅仅在一些具备

区位优势或者旅游资源的农村才会发展起来，具有典型性但不具有普遍性，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是依赖于耕地发展第一产业，

收入低、产出效率低。 

(5)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必然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总体上消除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解决城乡收

入差距加大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地区，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应采取必要

的措施提高农业收入的增长率，全面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扩大非农收入的来源渠道。 

5 结论与建议 

(1)贵阳市近 10 年城乡收入差距先减小再扩大后保持稳定，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第二、三产业的速猛发展，第一产业发展滞

后，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有扩大的趋势。 

(2)城乡收入差距与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牧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居民收入

增长率差距越大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3)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应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应当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再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 

②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合理调节种植结构，向高收入的经济作物、茶叶、药材等作物转变；延长农产品加工产

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多渠道扩大农户的非农收入，改变农户单ー收入来源的状况。 

③推动农村城镇化，从医疗、住房、就业等多方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当完善，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从

实际出发合理建设开发乡村资源，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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