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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区域分工抉择  
   

聂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0102） 

   

提要：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通过分析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论

证了劳动分工、制度供给、交易费用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内生关系。作者进一步运用新兴古

典分工理论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应选择的 优分工网络，从而分析了

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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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 年，亚当• 斯密（Adam Smith）发表的宏篇巨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按照斯密的本意，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进

步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经

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

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

尔（Alfred• Marshel）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规

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

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

本文所要揭示的，正是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 

本文结构做如下安排：第一部分综述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指出劳动

分工的决定因素；第二部分运用模型证明几个劳动分工方面的定理；第三部分将这些定理

应用于区域劳动分工模式的抉择； 后是小结以及本文结论的推广。 

   

一、        新兴古典分工理论  

   

1、综述1 

    亚当•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谈到劳动分工。斯密认

为，“劳动生产力上 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

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构。”（第 5 页）斯密说，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

因有三：第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是减少了工种的转换成本；第三是

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关于分工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

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1 限于篇幅及作者能力，本文不打算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做详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登录

相关网站(http://www.inframarginal.com)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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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页）。斯密虽然洞见了劳动分工对增加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却未能深入地

论证市场是如何决定分工的。  

阿伦• 杨格在其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Young，1928）中对斯密的

思想进一步深化。杨格认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递增

报酬是这一关系的基本特征，递增报酬依赖于劳动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

个侧面。在论及分工的决定因素时，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而市场不

仅是由人口、区域决定，更是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分工

决定。这样，便是“劳动分工决定劳动分工”。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自我演进的思想

被认为是“杨格定理”。杨格深刻地指出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但对劳动

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原因却缺乏有力的证明。  

此后，舒尔茨（Schultz）、霍撒克（Houthakker）、贝克尔（Becker）、杨小

凯、黄有光、史鹤凌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杨格定理进行扩展或深化。本文摘要评述贝克

尔和杨小凯的观点。  

贝克尔在与马瑞普合作的一篇重要论文（Becker and Murphy）中指出，市场规模

固然对劳动分工有决定作用，但更重要因素是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费用”
（coordination costs）和“通用知识”（general knowledge）。贝克尔和马瑞普用一个总

量模型说明了，当分工获得的收益与协调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达到均衡水平。需要指

出的是，贝克尔和马瑞普用“协调费用”和“通用知识”两个因素来描述分工的决定因

素，但却没有处理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文中实际上只承认了“协调费用”是唯

一的决定因素。但“协调费用”不足以概括发生在市场上的全部分工费用。  

杨小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集大成者。杨认为，假

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

存度）会上升，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均衡分工

水平（杨小凯，1997，第 13 页）。杨的重大贡献主要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

在一起，正确地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 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

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1998，第 10 页）。杨所指的分工费用应该是包括市场上的

交易费用和空间距离造成的耗费两部分，杨并认为它们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而交

易效率由法律制度或城市交通的改变外生决定。杨小凯首次用数学模型发展了杨格定

理。然而遗憾的是：（1）认为交易效率决定交易费用恐怕是不正确的。交易效率是

单位时间内成交的次数，而能否成交、成交的次数在给定交易好处的前提下，应当是

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因此，是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决定了交易效率，而不是相反。

（2）杨声称，在他的模型中交易效率是内生的，但即便是在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

（1998，第 480 页），交易效率 k 也是一个“与制度环境或交通条件有关的参数”。那

么，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环境和交通条件呢？杨的模型没有明确说明。  

事实上，由于距离造成的交易障碍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交易费用是由制度

供给决定的，制度的形成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过程（林毅夫，

1994）。给定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人口、政治参数及资源的相对价格，新制度的供给就

是一个制度创新收益与成本的问题。收益往往是事前变量，随分工水平而递增，起决

定作用的变量主要是成本，即交易费用。这样，决定分工水平的交易费用经由“制度

供给”这一变量而完全内生了。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产生递增报

酬，推动生产力水平上升，增加了制度供给的收益，并进而经由市场这种组织结构进

一步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市场规模扩张，劳动分工水平达到更高的均衡。这样的过程

周而复始，劳动分工形成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专

业化水平上升、固定学习费用和平均交易费用下降，贸易产品种类增多，迂回生产链

条加长，从而使市场范围逐渐由一区、一国乃至全球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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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  

（1）贝克尔和马瑞普模型（Becker and Murphy，1992）及其修正  

   假定以团队（team）方式生产一种产品 Y，每个人的时间分为专业学习与工作两

部分，个人生产率依赖于所获得的“通用知识”，则有 

y=Y/n=B（H，n）=AHrnθ  

  其中，y 为个人产出，n 为团队规模，H 为通用知识，r 为知识参数，θ为专业化参

数。上式意味着产出依赖于可获得的通用知识和团队规模。  

贝-马模型考虑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费用。假设协调费用决定于团队规模，即  

C=C（n），Cn>0 

则每个人的净产出为 

y=B-C=B(H,n)-C(n) 

一阶条件满足 Bn≥Cn；二阶条件满足 Bnn- Cnn <0。 

贝-马模型认为，若对所有的 n≤N（N 表示市场规模），有 Bn> Cn，则劳动分工仅依

赖于市场规模；若 优 n*<N 时，有 Bn= Cn，则劳动分工由协调费用决定。 

贝-马模型把劳动分工局限于团队生产内部，因而得出劳动分工由协调费用决定的结

论是极为片面的。如考虑市场、企业间的分工，则协调费用只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贝

克尔和马瑞普也承认，知识的深化，使专者越专，增加了协调费用，同时也增加了学习费

用。所以，某种程度上知识增量与交易费用成正比： 

令 C=f（H）， 

则贝-马模型可修正为 

y=B-C=A[f –1（C）]-rnθ-C（n）  

假定一定时期人口不变，则个人产出或专业化水平乃至整个社会劳动分工水平可由交

易费用的变动解释，从而与前面对新兴古典分工理论的阐释一致。 

（2）杨小凯动态均衡模型（1998，第 475 页）及其修正 

杨模型使用如下效用函数 

ut=∏m
 i=1（xit+Ktxit

d） 

xit 代表 t 时期的商品，d 表示售卖，m 表示消费者-生产者数目，K 为交易效率系

数。杨假定 K 随贸易伙伴数目增加而下降，即 Kt=k/nt，而 k 是一个与制度环境或交通条

件有关的参数。 

如前所述，k 实际上仍不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交易效率也不是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

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修正：令 K‘

t 为制度供给，k’
为制度供给参数 

K‘

t= k’/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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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给定利益集团人口、政治参数和资源相对价格，则交易费用决定了

新制度的供给。所以， 

k’=ρ/C，ρ为给定的参数，C 为交易费用。  

显见，交易费用 C 随贸易人数的增加而上升，故：  

C=r nt，r 为参数。 

所以，K‘

t= k’/ nt=ρ/（r n2
t） 

K‘

t 作为制度供给与 nt 的反比关系不变，可保证方程取得均衡解，并内生了“制度供

给”和“交易费用”变量，使贝-马模型与杨模型在用交易费用解释分工水平方面取得一致

逻辑！ 

   

二、命题  

   

命题 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证明： 

按照杨格的思想，分工可从三个侧面刻画：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

和迂回生产链条上的产品种类数。迂回生产方式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多种中间产品和

应用工具来间接地将原材料变成终端产品，迂回生产链条越长，产品数目越多，分工就越

是细化。 

假定生产函数为 

xp=x+（1-k）xs=la
x 

xp 为产品 x 的产量，xs 为其售卖量，lx 为投入生产 x 的劳动份额（表示专业化水平），k
为交易费用系数，a>1 为专业化程度参数。易见， 

dxp / dlx=ala-1
x>0,  d2xp / dl2

x=a(a-1) la-2
x>0; 

la
x / lx=la-1

x>0,  dla-1
x / dlx=(a-1) la-2

x>0 

所以，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都随专业化水平 lx 的上升而增加。 

又设 l‘x=2lx，则 xp=l‘a
x=2ala

x=2xp。可见，专业化水平上升明显导致规模报酬递增。 

假设产品种类数扩展到两类：x、y。y 为生产 x 的中间产品，则生产函数为 

xp≡x+（1-k）xs=Max{x+（1-k）xs ，[x+（1-k）xs ][y+（1-k）ys]1/2}  

易见，只要 y+（1-k）ys>1，则[x+（1-k）xs ][y+（1-k）ys]1/2> x+（1-k）xs，迂回生产

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  

所以，基于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会产生递增报酬。劳动分工水平的上升，表现为每个经

济个体投入不同的专业生产的程度加深，以及在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之

间产品、投入品或应用工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市场经济需要的商品化、专业化，

却没有从“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 production method）的角度来系统地看待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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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命题 1 说明，只有不断加深经济个体的专业化生产程度，缩小生产范围，同时更多地

利用中间投入品或生产资料，上下游产业之间协同发展，才能利用劳动分工的益处来实现

经济发展。  

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专业化经济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递增报酬会导致垄断

吗？研究表明，市场选择的分工水平不会导致垄断。杨格指出，首先，人类所使用的各种

资源存在抵制变革的惰性，新的规则或习惯的运用需要学习成本；其次，必要资本的积累

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正如杨小凯所指出的，在“自由竞争、自由价格、自由择业”的

前提下，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会自动协调到均衡水平，而市场会选择 优的分工网络

（1998，第 108 页）。  

命题 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

步。  

证明：  

假定存在两个完全先天相同、无任何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生产函数2如

下：  

xp
1=la

1x     yp
1=la

1y ，l1x+l1y=1 

xp
2=la

2x     yp
2=la

2y ，l2x+l2y=1 

上式表明，两人均生产 x、y，存在专业化经济，时间约束相同。我们有： 

（xp
i）

1/a+（yp
i）

1/a=1，yp
i=，xp

i 、yp
i ε[0，1]  

d yp
i / d xp

i = -a[（x p）-1/a-1]a-1<0,  d 2yp
i / d (xp

i) 2 = (a-1/a)[（x p）-1/a-1]a-1（xp）-1/a-1 >0 

易见，在完全相同的生产函数下，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递增，越是专

业于某种产品的生产，越能获得递增报酬。若两个经济完全专业化，各自生产一种产品，

则贸易使双方得益。这一命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完全相反，而这也许是新兴古典经济

学贸易理论的 大贡献。 

命题 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

推动过程。 

放松假设，经作者修正后的贝-马模型为 

y=B-C=A[f –1（C）]-rnθ-C（n）  

当 Bn> Cn 在 n≤N 处取得时，劳动分工仅取决于市场规模；当 Bn= Cn 在 n*<N 处取得时，

劳动分工由交易费用决定。 

                                                        
2 这一模型参见杨小凯（1998，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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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交易费用、经济制度、分工水平相互决定。在一定时期，人口、制度是相

对不变的。这样，若一区域人口少于 优分工水平所需，分工水平将受制于人口规模。除

非制度供给使交易费用足够的低，当一区域人口难以容纳很高的分工水平时，区际贸易乃

至国际贸易将发生。而与之发生贸易的经济必定是经济制度效率相似、交易费用也较低、

空间上比较临近的区域。我们很难想象，在距离遥远、经济环境大相径庭的区域之间会发

生高水平的贸易往来3。而临近可贸易区域的产生，必定是本区域分工链条的延伸、学习

效果、空间距离短和习俗相似等因素引致。所以，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经济进步应该是由某

个中心城市或某片经济活跃地带推动，一波接一波地向临近区域不断扩散的过程。作为

“增长极”而散布于各地的某些中心城市若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和高效的制度供给，虽然

仍可能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但速度有限、潜力不大。 

   

三、区域分工抉择  

   

杨小凯（1998，第 473 页）证明，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初

期，生产率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

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人力资本，能够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新的制度供给开始出现，

使整个社会分工水平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能够支付起更高的交易费

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制度供给限制

而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社会进入减速增长阶

段。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

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各区域经济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

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  

   

1、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  

本文所指的“区域”泛指一个地区，一镇、一县、一市、一省乃至如珠江三角洲这样

的经济带。欠发达区域高效率的制度供给少、交易费用高，阻碍了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

反过来低水平的分工又限制了制度创新和交易费用的降低。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是欠

发达区域落后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按人口规模、地理交通条件进一步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

类。  

（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拥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例如 10 万以上）且交通便利、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能有效

降低交易费用，客观上具备了提高分工水平和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根据命题 2，此类区

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

也能实现经济进步。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重点是延伸迂回生产链条并增加链条上的

产品数目。  

因为此类区域实际上可以再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

则整个区域经济就能获得分工经济。也许唯一重要的就是根据市场需求选准合适的分工网

络。这个分工网络使每个子区域专业于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并且生产的迂回链条足够的

长，中间产品、投入品或应用工具足够的多。通俗地说，就是产品要能深加工，附加值

高，产业带动性强。  

                                                        
3 有人会举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反驳，但实际上中美贸易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发生贸易的跨国公司作为经

济体实际上也是制度、效率、实力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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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兴盛就是一个典型。拉城地处广袤的荒漠，几乎没有任何资源

禀赋优势。但它恰当地选择了赌博这一具备强劲需求的产业分工方向，围绕赌博大力发展

了旅游、餐饮、建筑、娱乐、会展等相关产业。这些相关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互为补充、

相互依赖的一张分工网络。中国的澳门、中关村，美国的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在区域分

工模式上莫不如此。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此类区域选择分工网络的主要途径是政府的产业政

策。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在先，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跟进。中国

东南沿海一带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明证。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福建与内地省份相

比并无明显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带有强制色彩的乡镇工业化政策却曾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以广东南海市南庄镇为例，八十年代南庄只有很少几家建筑陶瓷工厂。少数先行者获

得丰厚的赢利直接刺激了当地政府要求“村村办企业”的土政策，这为南庄建陶生产的规

模化、集聚化奠定基础。南庄如今已成为中国 大的建陶生产基地之一。在经济实现起飞

后，政府的作用则应相对淡化，主要是为市场选择 优分工网络创造条件，尽量降低制度

再创新和市场运行的交易费用。此类区域的分工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出现迈克尔•

波特所指的“簇群”（clusters）（波特，2000）。所谓簇群，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相互联

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簇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紧密

协作的产业和其他实体。美国加州的酒业簇群、马萨诸塞的医疗设备簇群、意大利的皮革

业簇群实际上都是一个严密有序的分工网络。  

（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

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同时也因为居住分散，不利于新思想、新信息的

传播，所以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当务之

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其次才是延伸迂回生产链条。  

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

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但由于广大农民暂时难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以人口

集聚的程度有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分工经济来投资于农业和农村的改造尚需时日，制

度创新、分工演进、学习效果是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

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融资、信息、税收、法律、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服务。政府即便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

产品为核心的、具备较长迂回生产链条的产业群，即农产品分工网络。这样的分工网络，

稳定性强，更有利于本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可以为更高的分工水平提供必要的经济基

础，以便为将来的工业产品分工网络提供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  

以江西东南某县为例。该县盛产甘蔗，但农业仍为主导产业，可以甘蔗为核心发展一

个如下分工网络。  

  （因显示困难，故略去！）  

这个分工网络的好处是原料易得，加工地不必完全集中，产品种类多，本地市场规

模大，需求稳定，整个网络的重复利用和再生性强。  

另一条途径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后者说是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

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

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因为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

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例如，此类区

域 A 可选择林业资源丰富的临近区域 B 为协作区域或领头区域，A 区域可为 B 区域提供

砍伐、运输、加工、销售等服务。一定时间后，B 区域以林业的培植为优势，A 区域则以

林业的深加工和销售为专长，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为今后自行选择分工

网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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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由于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

工网络。在劳动分工的三个侧面中， 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

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并且专业于某些分工链条上的产品生产或配套服务，

朝“小而精、小而尖、小而专”的方向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后，此类

区域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

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甚至外国进行贸易往来。浙江温州的某些小镇专门为外省或外国

公司生产一些细小的零部件而得以繁荣，就是因为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减少了学习成本，提

高了生产率，并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引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欠发达区域的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角色，不要随意“替

民作主”，动辄“规划产业”。许多政府大搞特搞的所谓“富民工程”、“示范基地”、

“工业小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本地生产力落后，专业化水平低下，产品想在外地打开

市场，融入当地较高水平的分工网络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互动的前提

是同一水平的技术、制度平台。  

   

2、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  

按照新兴古典分工理论， 优分工网络是由市场自发选择的。因此，对于市场经济

发达的经济来说，是不存在所谓区域产业政策的。对发达区域而言，在分工的三个侧面

中，专业化水平起决定作用，迂回生产链条及其产品数目将随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而融入或

构建不同的分工网络而变动。专业化水平越高，可选择的分工网络就越是多种多样。  

但由于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国市场因为户籍制度、地方分权、保护主

义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制度所割裂，发达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整个市场的一体化困难重

重。根据命题 3，发达区域的分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若不能从欠发达区域吸收到足够

的高素质劳力，则区际贸易或国际贸易将发生。进行区际贸易时，实际上可贸易对象主要

是那些分工水平、制度环境相近的临近区域。当区际贸易仍然难以容纳高水平的分工网络

时，国际贸易才发生。国际或国内区域间竞争的关键不在于优惠的政策，而在于能否提供

完备的法律服务、良好的交通条件，开明的意识形态，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特别是经济

组织的创新提供服务。在创新过程中，市场会自发选择更加合意的分工网络。没有经济组

织的创新，就没有分工演进而只有学习效应，经济就会减速增长。  

我国东南沿海先富起来的区域，很多都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地之间的互惠贸易并不

多，内地只是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

分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加之内地制度供给水平低下，交易费用较高，使沿海与内地缺乏

贸易扩展的条件，这同时还限制了沿海发达区域的持续高速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集权主义传统的国都而言，无论是欠发达区域还

是发达区域，政府都要避免直接卷入微观经济活动，更不应与民争利，而应把精力集中于

提供好的制度供给，改善法律服务和交通条件，保障私有产权，尽量降低交易费用。  

诺斯和托马斯（1999）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明确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

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他们用史实证

明，法国和西班牙在 16 世纪以后江河日下，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展有效的保护产权的

制度安排，如允许人口、资本的流动，奖励技术发明和创新；而荷兰和英国的崛起正是因

为发明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见，对于劳动分工而言，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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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的竞争，那些不能提供更好的制度从而有

效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将在未来失去竞争力。  

   

四、小结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分工水平、制度供给、交易费用、市场规模之间

相互决定、相互依赖的自发演进过程，并将这一理论首次应用于区域分工模式

的抉择，分析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应选择的分工网络。 

本文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下列问题：产业政策的作用日渐式微，是因为劳动分工、经济

增长主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政府应致力于高效的制度供给，降低交易费用，如废除

户籍制度、消除行业垄断，而不是“规划产业”；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放慢的原因，是因为

人口规模的限制，处于只有学习效果而少制度变迁的成熟经济增长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分工水平低，新兴工业迂回生产链条太短，制度创新少，

交易费用过高；国际贸易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逐步转向发达国家之间，是因为发达

国家有相同水平的交易效率、分工网络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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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2 月 1 日二稿  

2002 年 3 月 6 日三稿于北京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科学》2002 年第 3 期，发表时题目为《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

达区域的分工抉择》，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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