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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社会发展中的公平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课

题。一国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直接影响到执政的稳定

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度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

常用指标之一，基尼系数的测算得到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

织的普遍重视。

基尼系数最初是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

距的常用指标，国际上把基尼系数划分为5个等级[1]。基尼

系数的两个极端值分别为0和1，代表了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和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国际上一般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

警戒线。国内外学者对于基尼系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

类，分别为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2—9]、基尼系数的影响因

素[10—12]和基尼系数的预测[13]。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大致可

分为矩阵计算法[5—7]、分布积分法[8,9]、洛伦兹曲线拟合法、构

造概率密度函数法[3,4]等，然而在关于这些方法的实证研究

中，国内外学者大多都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对于全

球或区域（例如亚太地区、非洲、拉美地区等）的基尼系数研

究较少。Deaton和Schreyer（2021）[14]以各个经济体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的是利用人口进行加权以及不加权的方法，但

这篇文章没有系统阐述两种方法对结果产生的差异，且时

间线只有一年。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购买力平价与世

界经济的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计

算了2011年和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的世界

基尼系数，但并没有将汇率法世界基尼系数与PPP法结果

进行比较。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测算世界基尼系数时，在时间

维度、指标选取以及计算方法等方面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

比较分析。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扩充：一是

系统整理了世界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重点对定义法和人

口权重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二是在各经济体的

指标选取方面，利用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指标进行了深

入的比较分析；三是在指标数据的货币转换方面，分别按

汇率法和 PPP 法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四是计算了

1990—2021年世界以及亚太地区基尼系数下降的过程，

并核算了中国做出的贡献率。

1 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比较与指标选取

1.1 基尼系数计算方法

从理论上来看，基尼系数等于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

所围成的面积，实际上，这部分面积难以精确计算，只能无

限接近。为此，不同时期各国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计算方法

试图更加接近这部分面积的真值，本文选取了常见的几种

基尼系数计算方法予以介绍。

1.1.1 定义法

定义法是指根据洛伦兹曲线的分布函数来计算一定

地理范围内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G1 = 1 - 20
1

L(x)dx = A
A +B

= 2A （1）

其中，L(x) 代表洛伦兹曲线的分布函数，A 是分布函

数与45度线围成的面积，B 是分布函数的右下部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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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洛伦兹曲线（定义法）

1.1.2 累计百分比计算法

G2 =
å
i = 1

n

Xi -å
i = 1

n

Yi

(n ´ 100)-å
i = 1

n

Xi

（2）

其中，Xi 和 Yi 分别表示人口和收入的累计百分比，n

为等分的分组数量。

1.1.3 梯形面积估计法

在实际过程中，按照定义法的计算公式，L(x) 的分布

函数无法精确建立，学者们通常利用梯形法的近似值来进

行估计，计算公式如下：

G3 =
|

|
||

|

|
||1 - 2 ´(1

n
´

L(X0)+ L(X1)
2

+⋯ +
L(Xn - 1)+ L(Xn)

2
) （3）

1.1.4 利用原始资料计算

G4 = 1 -
å
i = 1

n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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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Ci ´Di

Dt ´Ct

（4）

其中，Di 是第 i 组的人数，Ci 是第 i 组的收入，n 为

组数，Dt 为总人数，Ct 为总收入，且须先按 Ci /Di 

Ci - 1/Di - 1 排序。

1.1.5 不重复比较之平均差异法

G5 =
1

Ē ´ n ´（n - 1)åi > j
å

j
||Ei -Ej =

1
Ē ´ 2

å
i > j
å

j
||Ei -Ej

n ´(n - 1)
2

= åi

n(2i - n - 1)´Ei

(n - 1)´å
i

n

Ei

（5）

其中，n 为观测人数；Ei 为个别观测值；G5 有三种计

算方法，第三种方法需要将 Ei 从小到大排列后再进行计

算。不重复比较之平均差异法的主要概念取自基尼（Gi-

ni）均互差概念，不包含自己和自己比的差异值，故仅除以

n ´(n - 1)/2 以获得平均差异值。

1.1.6 重复比较之平均差异法

G6 = 1 + 1
n
- 2

n2 ´ Ē
(åi

n(n - i + 1)´Ei)=
1

2 ´ n2 ´ Ē

åi

nå j = 1

n ||Ei -Ej （6）

其中，n 为观测人数，Ei 为个别观测值。重复比较之

平均差异法的主要内涵来自基尼均互差概念，包括所有可

能的差异值，故除以 n2 以获得平均差异值。

1.2 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比较

上述六种基尼系数分组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按照人数进行均等划分（G1、G2、G3、G5、G6），另

一类是按照相关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进行不均等划

分（G4）。从理论上分析，在进行世界基尼系数计算时，按

照 G4 计算无疑更加精确，因为世界基尼系数衡量的是世

界所有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而这种方法考虑了各国

人口因素的影响。由于各国人口数量不同，因此在计算世

界基尼系数时，按照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进行不

均等划分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更加符合实际，而

G1、G2、G3、G5、G6 这五种方法在计算世界基尼系数时，

按照每个国家进行均等划分，不考虑各国人口因素的影响。

根据分组方法的不同，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计算世界基

尼系数，即定义法和人口权重法。定义法即假设每个国家

的人口都一样，只使用每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从大到小进行

排列，再利用积分法测算世界基尼系数，G1 即为这种计算

方法。人口权重法考虑的是，虽然无法获取全世界70多亿

人的收入和消费，但可以获取每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从而

利用各经济体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进行不均等分组，

进而计算世界基尼系数，G4 即为这种计算方法。

为了对 G1（均等分组）和 G4（不均等分组）的基尼系

数进行比较，本文根据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含义绘制

了基于人均消费指标的定义法和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

线（分别见图2和下页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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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口较多国家人均消费排名较低时的情况

图2显示的是当人口较多的国家人均消费排名较低

时，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线和定义法的洛伦兹曲线的几

何位置比较。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人均消费排名最低的

国家人口权重最大时，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线会完全位

于定义法曲线的下方，由此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线与

45度线所围成的面积会大于定义法的面积，此时人口权

重法计算的基尼系数会大于定义法。图3显示的是当人

口较多的国家人均消费排名较高时，所绘制的人口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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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兹曲线和定义法的洛伦兹曲线的几何位置比较。从

图3中可以看出，当人均消费排名最高的国家人口权重最

大时，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线会完全位于定义法的洛伦

兹曲线的上方，因此人口权重法的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所

围成的面积会小于定义法的面积，此时人口权重法计算的

基尼系数会小于定义法。

结合图2和图3来看，当人口权重较大的国家人口数

量的世界排名不变而人均消费排名逐渐升高时，其人口权

重法的洛伦兹曲线会逐渐向上方移动。当人均消费排名

靠近 y 轴累计百分比0的位置时，它位于定义法的洛伦兹

曲线的下方；当人均消费排名移动到 y 轴累计百分比

100%的位置时，它完全位于定义法的洛伦兹曲线的上

方。可以看出，人口权重较大的国家的人均消费排名的不

同会造成定义法和人口权重法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存在

较大差异。

1.3 指标选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购买力平价

与世界经济的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

果》报告中采用人均消费指标来计算世界基尼系数。本文

借鉴这一做法，采用各经济体人均GDP和人均消费两个

指标来替代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进行计算。在各经济体

人均GDP和人均消费的国际比较方面涉及本币与美元之

间的货币转换方法问题，本文兼顾了常用的汇率法和购买

力平价（PPP）法两种转换方法，从而得到汇率法和PPP法

相关指标。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

数据库和国际比较项目（ICP）数据集（ICP 2017），由于世

界银行发布的国际比较项目数据最早为1990年的数据，

最新的数据为2021年的数据，因此本文从WDI数据库中

选取的数据的时间段为1990—2021年。表1为本文从

WDI数据库中选取的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性统计

指标

汇率法

指标

PPP法

指标

人口数（亿人）

GDP（万亿美元）

整体消费（万亿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消费（万美元）

GDP（万亿美元）

整体消费（万亿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人均消费（万美元）

观测值数量

6417
5315
6417
5315
5968
4671
5968
4671
6944

均值

0.27
0.18
1.30
0.62
0.40
0.26
1.55
0.77
0.303

标准差

0.27
0.83
2.15
0.83
1.53
0.93
1.92
0.72
1.23

最小值

8.82e-06
2.11e-05
2.29e-03
1.66e-03
1.47e-05
1.03e-04

0.03
8.41e-03
9.18e-05

最大值

23.34
15.96
23.43
5.60
27.3
14.4
16.32
4.39
14.12

2.2 计算方法选取

（1）定义法

G1t = 1 - 20
1

L(tx)dx （7）

其中，G1t 代表本文利用定义法计算的世界在第 t 年

的基尼系数，L(tx) 代表洛伦兹分布函数（按照国家进行分

组）。本文在计算定义法的世界基尼系数时是利用Stata

14.0软件中的相关命令（先得出洛伦兹曲线分布函数，再

积分）进行的。

（2）人口权重法

根据式（4）得出人口权重计算公式：

G2t = 1 -å
i = 1

n

Pit（2Qit -Wit） （8）

其中，G2t 表示第 t 年的世界基尼系数；i 表示组别，

本文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的经济体个数

进行分组；Pit 表示第 t 年第 i 组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

重；Wit 表示第 t 年第 i 组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Qit

表示第 t 年第 i 组的GDP占比的累计百分比，Qit = å
k = 1

i

Wkt 。

3 实证分析

3.1 世界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及呈现的特点

本文采用汇率法和PPP法分别按人均GDP和人均消

费计算世界基尼系数，每个指标分别利用了定义法和人口

权重法进行计算，得到8个不同的世界基尼系数。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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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世界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图

世界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图4可以看出，无

论是按汇率法还是按PPP法计算，以人均GDP还是人均消

费来测度，按人口加权还是不加权计算，1990—2021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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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口较多国家人均消费排名较高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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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基尼系数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

人口权重法世界基尼系数降幅大于定义法。1990—

2021年，按人口权重法计算，采用汇率法人均GDP和人均

消费，世界基尼系数累计降幅分别达到16.18%和15.05%，

分别比定义法降幅高10.11和6.33个百分点；采用PPP法

人均 GDP 和人均消费，世界基尼系数降幅分别达到

21.96%和43.94%，分别比定义法降幅高13.56和27.1个百

分点。本文利用了线性回归技术分别得出各拟合曲线的

斜率，并计算了1990—2021年这8个基尼系数的累计变动

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其斜率均显著为负，说

明这8个指标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无论采用哪种指标，

以人口权重法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的斜率都要比定义法

陡峭，说明在样本期内，采用人口权重法计算的世界基尼

系数要比按定义法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的下降幅度更大。
表2 世界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表

方法

定义法

人口权重法

指标

汇率法人均GDP
汇率法人均消费

PPP法人均GDP
PPP法人均消费

汇率法人均GDP
汇率法人均消费

PPP法人均GDP
PPP法人均消费

斜率

-0.00226***
-0.00300***
-0.00225***
-0.00280***
-0.00572***
-0.00497***
-0.00501***
-0.00731***

累计变动情况

-0.042
-0.056
-0.048
-0.083
-0.120
-0.111
-0.132
-0.28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基于人均消费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要小于基于人均

GDP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从1990—2021年的世界基尼

系数看，无论是采用汇率法还是PPP法来计算，按人均消

费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都小于按人均GDP计算的世界基

尼系数。由于从支出角度来看，GDP不仅包括消费，还包

括投资和净出口，不仅包括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而

世界各国在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方面差异巨大，会导

致以人均GDP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大于以人均消费测算

的世界基尼系数，因此相比人均GDP，世界各国在人均消

费方面显得更均等，其数值相对较小。

人口权重法与定义法下的世界基尼系数呈现波动变

化趋势。从汇率法看，按人均GDP计算，人口权重法基尼

系数由更高转为更低的拐点出现在2010年；从PPP法看，

其拐点分别出现在1996年和2021年。这说明在这32年

间，世界各经济体的GDP增速快于消费，其中按PPP法计

算的增速更是如此。

PPP法世界基尼系数要小于汇率法世界基尼系数。

从计算结果来看，无论采用定义法还是人口权重法，无论

按人均GDP还是人均消费计算，1990—2021年按PPP法

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都小于按汇率法计算的结果，其比率

介于0.571~0.865；在二者的比率中，采用人均GDP，按人

口权重法和定义法计算的32年间的比率平均值分别为

0.763和0.830。

综合来看，人口权重法对世界基尼系数结果影响较大

的原因如下：人口权重法相对于定义法来说扩大了基尼系

数的波动幅度。从本文的理论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在

分组时需要将各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占比数据进行由小

到大的排序，这就会导致采用人口权重法计算世界基尼系

数时，在一段时间内，人口大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变

动会对世界基尼系数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PPP法世界基尼系数要小于汇率法的原因如下：PPP

数据是从世界银行组织实施的国际比较项目中测算得到

的结果，各国由于价格水平不同得到不同的货币转换系

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尤其是不可贸易品

的价格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

按PPP法转换的数据普遍明显小于按汇率转换后的数据，

而发达国家按PPP法转换后的数据与汇率法接近。从世

界银行最新一轮即全球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的结果来

看，PPP法GDP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中国、印度等10个

发展中国家的PPP法GDP均高于其汇率法的GDP；美国、

日本等10个发达国家的PPP法GDP与其汇率法的GDP相

近。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把世界划分为高收入经济体、中

低收入经济体两大阵营，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79个）和

中低收入经济体（138个）PPP法GDP分别为57.5万亿美元

和62.3万亿美元，分别为按汇率法计算的GDP的1.14倍

和2.11倍，造成高收入经济体PPP法GDP相对于中低收入

经济体而言大幅缩水。PPP法的理论出发点为一价定律，

以PPP作为GDP等指标国际比较的货币转换因子，消除了

各国之间的价格差异，转换结果比汇率法更接近实际。

3.2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世界银行发布的《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的规模——

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显示，当考虑各国的

人口数量时，利用PPP法人均GDP测算的2017年世界基

尼系数为0.477，利用PPP法人均消费测算得到的基尼系

数为0.474。本文按人口权重法测算出2017年世界基尼

系数分别为0.473和0.465。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报告

中的结果是采用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 2017）2020

年5月公布的数据集，经济体数量为173个；而本文利用世

界银行WDI数据库，人均GDP指标和人均消费指标的经

济体数量分别为192个和165个，因此，两项测算结果存在

差异。为了验证本文使用的世界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是否

与世界银行报告采用的方法一致，本文利用了ICP 2017数

据再次计算了2017年人口权重法世界基尼系数，得到的

结果分别为0.474和0.471。本文测算得到的结果与世界

银行报告中公布的结果略有出入，主要原因在于，世界银

行于2020年10月对ICP数据集进行了更新，对一些数据

进行了修订，另外，在现有的ICP数据集中，有数据的经济

体的数量增加到了180个，多于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时采用

的173个经济体。相关结果见表3。
表3 本文与世界银行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结果对比

年份

2017
2017
2017

PPP法人均GDP
基尼

系数

0.477
0.473
0.474

经济体

数量（个）

173
192
180

PPP法人均消费

基尼

系数

0.474
0.465
0.471

经济体

数量（个）

173
165
180

数据来源

ICP 2017数据

WDI数据库

ICP 2017数据

结果来源

世界银行计算

本文计算

本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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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世界各区域的基尼系数测算结果与比较分析

为了解世界各区域的基尼系数，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

标准，将世界划分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亚太地

区）、欧洲与中亚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五个区域①。

图5为1990—2021年世界五大区域基尼系数的变化

趋势图，亚太地区的基尼系数下降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

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大部分都分布在亚太地区，且这些国

家在样本期内人均GDP和人均消费的世界排名都在提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中国在此期间的人口占比约为

18.2%，且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PPP法人均GDP

却从1990年的第143位提升到了2021年的第77位，PPP法

人均消费从1990年的第100位提升到了2021年的第7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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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世界各区域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3.4 中国对世界基尼系数下降的贡献

为了解中国在世界基尼系数下降过程中的贡献，本文

计算了剔除中国后的世界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随着中国

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中国对世界基尼系数下降的贡献较

为明显。表4的第3列显示的是含有中国的各指标时测算

的世界基尼系数的斜率，与剔除中国后的世界基尼系数相

比，其斜率的绝对值明显更大，其中采用人口权重法的拟

合线更为陡峭。按人口权重法计算，采用PPP法人均GDP

时，含有中国的世界基尼系数的斜率为-0.00501，说明

1990—2021年世界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下降0.00501；剔除

中国后的斜率为-0.00195，说明在同一时间内，剔除中国

后的世界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仅下降0.00195。
表4 1990—2021年中国对世界基尼系数下降的贡献

方法

定义法

人口

权重法

指标

汇率法人均GDP
汇率法人均消费

PPP法人均GDP
PPP法人均消费

汇率法人均GDP
汇率法人均消费

PPP法人均GDP
PPP法人均消费

斜率

（含有中国）

-0.00226***
-0.00300***
-0.00225***
-0.00280***
-0.00572***
-0.00497***
-0.00501***
-0.00731***

斜率

（剔除中国）

-0.00220***
-0.00289***
-0.00215***
-0.00275***
-0.00227***
-0.00186***
-0.00195***
-0.00378***

中国年平均

贡献率（%）

4.59
6.30
6.69
1.93
91.69
89.36
74.31
40.16

根据式（9），可以计算出中国对于世界基尼系数下降

的贡献率：

一国年平均贡献率=一国引致的世界基尼系数年平均

下降值/世界基尼系数年平均下降值 （9）

本文测算的1990—2021年中国年平均贡献率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采用人口权重法，中国对世界基尼系数

下降的年平均贡献率均在40%以上；按人口权重法计算，

采用汇率法人均GDP测算的中国对世界基尼系数下降的

年平均贡献率为91.69%，在8个指标中最高。可以看出，

在样本期内，中国为世界贫富差距缩小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也测算了中国对亚太地区的贡献率，从表5可以

看出，剔除中国后的亚太地区基尼系数的回归拟合线的斜

率均为负且显著，说明用这两种指标测算的剔除了中国的

亚太区基尼系数在此期间都呈下降趋势，与含有中国的基

尼系数相比，其斜率的绝对值明显较大，说明剔除中国后以

这两类指标测算的亚太地区基尼系数的下降幅度显著减

小。按照式（9）测算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年均贡献率，可以看

出，当以PPP法人均GDP测算基尼系数时，中国对亚太地区

的年平均贡献率为76.75%；当以PPP法人均消费测算基尼

系数时，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年平均贡献率为64.98%。
表5 中国对亚太地区基尼系数下降的贡献

指标

PPP法人均GDP（人口权重法）

PPP法人均消费（人口权重法）

斜率

（含有中国）

-0.01299***
-0.01585***

斜率

（剔除中国）

-0.00390***
-0.00529***

中国年平均

贡献率（%）

76.75
64.98

4 结论

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世界基尼系数的

计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权重法比定义法更加科学和合理，更能反

映世界的贫富差距。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两种计算方

法得出的世界基尼系数差异较大。

第二，1990—2021年世界基尼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利用人口权重法，采用PPP法人均GDP测算的世界基

尼系数降幅为21.96%，采用PPP法人均消费测算的世界

基尼系数降幅为43.94%，采用汇率法人均GDP测算的世

界基尼系数降幅为16.18%，采用汇率法人均消费测算的

世界基尼系数降幅为15.05%。利用定义法，采用PPP法

人均GDP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降幅为8.41%，采用PPP法

人均消费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降幅为16.85%，采用汇率

法人均GDP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降幅为6.05%，采用汇率

法人均消费测算的世界基尼系数降幅为8.73%。

第三，在测算指标方面，按PPP法计算的世界基尼系

数总是要小于同一时间以汇率法计算的世界基尼系数。

第四，1990—2021年按人口权重法采用各指标计算

的中国对于世界基尼系数的年平均贡献率均在40%以上，

其中，以 PPP 法人均 GDP 测算的中国年平均贡献率为

74.31%，利用PPP法人均消费测算的中国年平均贡献率为

40.16%，利用汇率法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测算的中国年

平均贡献率分别为91.69%和89.36%。

①由于南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参与世界银行组织实施的国际比较项目的经济体数量太少，因此本文没有对这两个地区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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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1990—2021年采用PPP法和人口权重法计算的

世界各区域基尼系数中，亚太地区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其

他地区变化则不大。按人口权重法，采用PPP法人均GDP

和人均消费测算的中国对于亚太地区基尼系数下降的年

平均贡献率分别为76.75%和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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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mparis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Calculation
Methods of the World Gini Coefficient

Wang Jinping1, Fang Bo2

(1.Statist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er,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eijing 100826, China;

2.Central Asia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report released by the World Bank in 2020: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the Size of the World

Economy—Results from the 2017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world Gini coefficien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at the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can reflect the root cause of the world wealth gap better than the definition method. The results go as below: The world Gini coeffi-

cient has a downward trend from 1990 to 2021, and the world Gini coefficient measured by the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de-

clines faster than the one measured by the definition method. Based on two different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per capita GDP indi-

cators (exchange rate method and PPP method), the world Gini coefficient measured by the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has

dropped by 0.120 and 0.132 respectively over the past 32 years, with a decrease of 16.18% and 21.96%, respectively. Further-

more, drawing on the idea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average annual contribution rate of

China to the decline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when is used the exchange rate method and the PPP method as per capita GDP indicators, Chi-

na’s annual contribution rates to the narrowing of the global wealth gap from 1990 to 2021 reached 91.96% and 74.31%, respec-

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method, China’s annual contribution rates are 4.59% and 6.69%,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when is used the PPP method for per capita GDP and consumption indicators, China’s annual con-

tribution rates to the narrowing of the wealth gap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from 1990 to 2021 are 76.75% and 64.98%, respective-

ly.

Key words: world Gini coefficient; definition method; population weighting method; PPP method; exchange rat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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