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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工体系框架
———区域经济研究的系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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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区域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经济研究具

备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基于系统视角，为区域经济研究构建区域分工体系视角并对区域分工体

系如何统一区域经济研究相关内容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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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等经济子学科不同，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那么清晰，在区域经

济学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这些文献的研究范围包

括地理位置、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要素流

动、劳动力就业等诸多领域。一方面，由于区域的空

间载体性，这些内容理所应当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内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涉及多个角度，区
域经济学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对区域经

济学的发展产生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为

区域经济研究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以期构

建一个能够容纳区域经济学目前所涉及到的所有研

究内容。

１　分工概念的内涵

最早发现分工现象并予以记录的学者是古希腊

时期的柏拉图和色拉芬［１］。随后古典经济学派学者

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对分工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机理

进行了详细研究［２］。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则 对 分 工

的历史形成和社会分化进行深刻的研 究［３］。然 而，
遗憾的是受限于当时处理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工

具不足，分工理论逐渐跌出主流经济学堂，在以后很

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４］。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以及发展经济学解释

现代经济现象的无力将经济学者的注意力重新吸引

到分工理论 上 面。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至 本 世 纪 初，华

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黄有光等人试图以分工理论为

核心，对整个经济学体系进行重构，并建立起新兴古

典经济学派［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分工理 论 的 核

心即分工的内涵仍然没有统一，不同的学者对分工

有不同的定义。分工是从英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翻

译过来的，原意应该是指人类劳动的分工。本文认

为其实质包含静态和动态的两重含义：静态的分工

含义可以用分工体系来表达，而动态的分工含义是

指分工体系的分工过程。因此现有分工体系是过去

分工体系“分工”过程的时间点截面。

２　区域分工体系框架

区域分工体系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由职业作为

最小组成单元，纵向构成产业，横向构成行业立体交

汇形成的立体系统。为了更好的理解区域分工体系

框架，下面对区域分工体系框架进行解释。

２．１　职业、企业、产业、行业的形成

职业是区域分工体系的最小组成单元。人类为

了生存必须选择一种劳动形式去生产某种被市场认

可的产品，这种劳动形式就是生产型职业。随着生

产型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仅仅依靠生产型职业已

经无法保障这种产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此时服

务型职业应运而生，服务型职业的目的在于帮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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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型职业更好地进行这种产品生产活动，当生产型

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配合逐渐固定以后，职业就逐

渐演化成为企业，两种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和行业

的概念。现在很多文献经常将这两种概念混用，房

地产行业和房地产产业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行

业是提供某项具体服务的所有企业集合，如金融行

业提供资金管理服务、快递行业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而产业则是生产型企业与所有服务于该生产过程行

业的集合。所以通过分析分工的具体过程，厘清产

业和行业两大概念的各自内涵，不仅对于本文的研

究极为重要，同 时 对 于 纠 正 目 前 广 泛 存 在 滥 用、混

用、错用这两种概念的现象有所帮助。

２．２　区域分工体系的框架

区域分工体系由产业和行业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区域分工体系框架

其中产业间分工方向指的是在分工体系中会出

现越来越多的新产业，如图２所示；而产业内分工方

向指的是随着这种分工的进行，生产本产业最终产

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量越来越多，如图３
所示。

图２　产业间分工示意图

图３　产业内分工示意图

行业分工分为服务生产型分工方向和服务生活

型分工方向。服务生产型分工方向是指服务于产业

的某个环节的行业越来越多，如金融行业服务于资

金融资环节、零售行业服务于产品的销售环节、快递

行业服务于产品的运输环节等，如图４所示；服务生

活型分工方向指的是随着这种分工的进行，出现完

全根据人类的某种需要、与生产过程不存在直接关

系的行业，如家政行业、快餐行业、政府军队等，限于

文章篇幅不予在此处展示。

图４　服务生产型分工示意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区域分工体系主要由

职业、企业以及产业行业三个层次组成，其中产业和

行业是分工体系的宏观表现，企业是分工体系的中

观架构，而职业则是分工体系的最小微观组成部分。

２．３　区域分工体系框架的特点

区域分工体系由职业、企业以及产业和行业三

层次组成并且具备如下三个特点：
（１）不同区域的区域分工体系框架是不同的，不

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区域分工

体系框架的不同不仅体现在产业行业、企业以及职

业这三大组成部分上面，同时也体现在这三大部分

相互间的结构比例上；
（２）区域分工体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区

域分工体系框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区域分工

体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化的过程，当演化到一定程度

时，区域分工体系就由数变发生了质变也就是发展

经济学理论中指出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３）区域分工体系框架与区域要素禀赋以及政

府能力密切相关，区域分工体系框架的形成及演化

过程受到要素禀赋和政府能力的影响，同时区域分

工体系也能够影响到要素禀赋和政府能力的形成。

３　区域分工体系与区域经济研究的关系

从前文的分析中知道区域分工体系是由三层结

构组成：职业是底端层、企业是中端层、产业和行业

则是高端层。可以认为区域发展的本质是区域分工

体系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区域分工体系形成与演化

过程顺利与否直接决定区域发展是否顺利，因此本

文对区域分工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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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试图利用区域分工体系框架整合现有区域经济

研究内容。

３．１　区域分工体系的演化过程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传统经济学理论已经指出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动

力、资本及技术等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要素

禀赋影响区域分工体系的形成是毋庸置疑的。不同

类型和不同程度的禀赋分布情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对

区域分工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产生影响。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一方面这种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换言之

区域分工体系与区域要素禀赋间存在匹配程度的关

系，区域分工体系与区域要素禀赋程度匹配程度越

高，区域要素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区域发展的速度也

就越快，反之亦然。因此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区域发

展战略的选择会影响到区域要素禀赋和区域分工体

系的匹配程度，这种战略选择所带来的要素禀赋和

区域分工体系间的合适性取决于政府的能力，这和

林毅 夫 提 出 的 自 生 能 力 和 有 为 政 府 的 概 念 相 契

合［６－７］。另一方面要素禀赋、政 府 能 力、分 工 体 系 这

三者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多向影响的关系，要素

禀赋和政府能力能够影响分工体系的形成，同样的，
分工体系也能够影响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政府能力的

形成。因此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不应该

仅仅将战略 重 点 放 在 要 素 禀 赋 和 政 府 能 力 的 培 养

上，更重要的是关注区域分工体系的变化及其对要

素禀赋和政府能力的影响，将三者间的动态关系放

进发展战略进行整体设计，最大程度地提高区域发

展战略的效率才是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３．２　区域分工体系与区域经济研究内容的整合

目前区域经济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在

构建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后，可以利用该框架对现有

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统一。目前区域经济学研

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关系

两大部分，可以利用本文提出的区域分工体系框架

进行系统性的统一。
区域发展与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区域发展的兴

衰变迁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这

种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然而统

一性解释框架的缺失则使得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始终

难以令人信服。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兴衰变

迁现象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即区域发展之所以呈

现出兴衰变迁，主要原因在于区域分工体系的发展

程度在不断变化，当区域处于兴盛势头时，说明区域

内外部因素有力促进了区域分工体系的演进过程，
产业和行业分工进展极为顺利；当区域处于衰落趋

势时，则说明区域内外部因素阻碍了区域分工体系

的演进过程，产业和行业分工进展十分困难。因此，
通过利用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可以对区域发展研究提

供一个统一性的研究框架。
区域关系与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区域关系指的

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间的关系如区域差

距、区域贸易、区域要素流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

区域经济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问 题。以 区 域 发 展 差 距 为

例，无数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解释，这些理论包括地理

位置、自然禀赋、外部政策等诸多视角，这些理论都

能够局部的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
然而如此之多的解释对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缩小区

域差距难以起到政策指示作用。实际上，区域发展

之所以存在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区域分工体系

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找出制约分工体系发展的因

素并予以解决比从以上多个视角入手要容易，同时

提出的建议也比较符合实际。而区域贸易和区域要

素流动则同 样 可 以 利 用 区 域 分 工 体 系 框 架 进 行 解

释，区域分工体系不仅存在差距，更重要的是由于区

域分工体 系 是 一 个 系 统，具 有 动 态 变 化 的 特 点［８］。

因此每个区域的分工体系都是存在差异的，而正是

由于存在这 种 差 异 导 致 区 域 间 进 行 贸 易 和 要 素 流

动。
其余相关问题与区域分工体系框架：区域分工

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上述区域经济学两大主要问题，
对于其余相关问题比如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等

相关领域同样能够提供一个独特而又统一的视角。
以就业问题为例，现在研究就业难的问题多从高等

教育，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实际上就业问题本质上

就是区域内部劳动力与区域分工体系的匹配程度问

题，而高等教育和产业结构只不过是劳动力与区域

分工体系匹配程度的两面而已。同时，根据区域分

工体系框架，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是个比较片面的

概念，区域分工体系升级比产业结构升级更为合理。

４　结论与启示

区域分工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概念，能够包含一

个区域具备的所有特点和属性，并具备动态演化的

特点。因此区域经济学可以以区域分工体系作为研

究对象，在这 个 基 础 上 对 相 关 如 区 域 经 济 发 展、产

业、就业、市场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这样既能够为

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增强研究结论

的可靠性，同时也能够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

个统一的基础，为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打下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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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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