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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工的产业升级理论与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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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进国民财富, 促进人们需求的增长, 从而扩展市

场;而扩展的市场又会进一步深化分工。市场与分工交互促动,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如果说户籍是一堵高度正在降低的墙, 那么高房价便是另一堵逐渐加高的墙隔开中国了城市

与农村,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流动,限制了市场规模, 使经济处于非均衡发展之中。城市化水平

低、第三产业需求量小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根源。要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广化的对策

促进产业的梯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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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工理论的一般柜架

分工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由于生产力的

发展, 产生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 分工又进一步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产生了农业与手工业的

分工。生产力越发达,分工越细密。分工很早就受

到了学者的重视,最早详细阐述分工理论的是古希

腊哲学家柏拉图, 他在 理想国  里首次论述了分

工的起源及作用。亚当 !斯密是最早较系统地研

究分工理论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亚当 !斯密理

论的基础上,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分

工与协作。马歇尔研究了分工与报酬递增。其后,

分工理论淡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视界。1928年杨格

发表了 规模报酬与经济进步  , 研究了分工与专业

化,标志着经济学界重新开始重视分工理论。斯蒂

格勒 ( Stigler, 1951)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解释了 ∀市

场容量决定分工 #这一命题的正确性。贝克尔和墨

菲 ( Becker andM urphy, 1992)把分工等同于专业化,

将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这些重要的变量整合

在一个模型中,作为内生变量共同解释经济增长。

(一 )分工的起源

劳动分工是指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划分和独

立化、专门化。分工理论认为, 分工起源于人们之

间的互通有无的倾向, 即人与人之间有交易的倾

向。人们的需求有层次性,当人们低层次的需求得

到满足时, 人们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人们通

过交易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狩猎或游牧氏族中,

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 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

矢,与他人交换家奋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

到野外捕猪,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

比较多。为他自身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

主要业务, 于是他便成为一个武器制造者。#
(二 )分工的作用

分工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凡能采用分工

制的工艺, 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增进劳动的生产

力。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从而增加他

所能完成的工作; 分工可以减少工作变换的时间;

分工使人们专心于一项活动, 有利于新发明的出

现。 ∀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

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

都是分工的结果。# [ 2] 5

(三 )分工的深化

1.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的深化受

到市场大小的限制, 市场大则对产品的需求大, 需

求大有利于刺激分工的发展。便利的交通,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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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的进行,从而促进市场的发育。 ∀水运开
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的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

种产业的分工改良, 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

一带。#[ 3]

2. 分工深化促进了市场广化。分工水平的提

高,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出更多的物质

产品, 增长了国民财富,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 增

加了人们的购买力, 有效需求水平提高, 市场容量

扩大。 ∀市场要是过小, 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

务一业。# [ 2] 8
因而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市场的广化和

完善。

3. 分工深化与市场广化之间的交互促动。分

工促进了市场广化, 市场的广化有利于分工的深

化。二者交互促动,实现了经济的动态发展。在这

中间技术起到了连间点的作用,分工促进了技术的

发展, 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增

加了财富, 财富的增加扩展了市场, 扩展的市场进

一步刺激分工。设想在一个没有技术进步、分工程

度低、市场狭小的社会里,市场小限制了分工的深

化,低水平的分工使社会财富少、市场小, 从而形成

了分工与市场之间的互相限制;而一旦技术发明有

了突破,便摆脱了分工市场之间的 ∀低水平陷阱 #,
形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促动,螺旋式地推动经济的

增长。

4. 市场广化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分工的深

化是在分工的收益和交易的费用的权衡中前进的,

当分工的收益大于因分工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时, 就

会产生新的分工。 ∀随着分工深化, 交易次数将会

增加, 这会产生协调的可靠性问题, 进一步引起交

易费用的增加。但是由于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 只

要报酬递增的幅度超过交易费用增加,分工深化就

是有利的#。[ 4]

5. 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

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

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而广泛发展的结

果。国家之间的分工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 扩展

了市场, 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 增进

整个人类社会的福利。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

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

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

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

互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

迅速改进,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

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

的低廉的价格, 是用来摧毁一切的万里长城、征服

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和重炮。它迫使一切民

族 ∃ ∃ ∃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 ∃ ∃ 采取资产阶级

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动所谓的文

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来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5]

6.城乡分工。当农业劳动生产力高到能够生

产超过农民自身需要的剩余物时, 便出了城市, 城

市的发展又为农村剩余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城

乡互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进步。 ∀都市财富的增

长与扩大, 都是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 而且

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和

扩大。# [ 3]

二、我国分工深化发展的现状

产业结构是一国分工状况的反映,我国目前产

业结构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内部分

工不细密。

(一 )我国分工深化存在的缺陷

1.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是一国分工深

化的表现。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第一产

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大,尤其严重的问

题是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太小,而第一

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人口的比重太多。

在全部 GDP中,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 15%52%33,

低收入国家是 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 10%38%

52,世界平均是 5%31%64, 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显

然过高。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 49. 1

%21. 6%29. 3,而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二产业就

业人数为第三产业的 2~ 3倍。
[ 6 ]

2.产业内部分工程度低。农业方面,产业分工

不细。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 每人耕地只有 1

亩至两亩,而且农业耕地被细碎化。20世纪 80年

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在促进农业生

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

使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出分散化、细碎化的

特征。 2003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7. 517亩, 户均拥有地块为 5. 722块, 平均每块面

积为 1. 314亩。
[ 7]
农地细碎化, 每一块土地的面积

太小, 无法大面积应用农业机械, 无法规模经济。

每个农民的土地太少, 农民隐性失业问题严重, 失

业问题进而导致收入低, 从而三农问题突出, 隐性

失业是三农问题的本质。工业方面表现为分工程

度低、生产效率低、技术依赖性强、自主创新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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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我国在关键技术上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

在 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 30%以下, 美国和日

本则在 5%左右。在设备投资中,中国有 60%以上

要靠进口来满足。

3. 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际分工的

形式逐渐呈现出金字塔结构, 一是来料加工, 二是

自主生产,三是自主创新。由于我国分工程度低,

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料加工企业为主, 缺乏自主

知识产权,处在国际分工金字塔的底部。处于最顶

层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其

次是以东南亚、中东地区为代表的资本、资源密集

型产业;处于底层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

的土地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 8]
据美国 洛杉矶时

报  1996年统计, 从中国进口一个芭比娃娃玩具,

其进口价为 2美元, 其中原料来自中东, 在中国台

湾地区和美国德州加工成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

的, 包装材料是美国提供的, 上述几项费用共计

1. 65美元, 中国靠最后加工组装仅赚加工费 0. 35

美元。而这个玩具经过美国批发商、零售商到达美

国消费者手里,其售价可高达进口价的 3~ 5倍。
[ 9]

(二 )分工程度低带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1. 城市化进程慢, 城市化水平低。分工程度

低,很多人被限制在农村,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

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

平,更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目前我国分工水

平低的原因很多。我国工业化严重地滞后于城市

化。2002年,我国工业化率达到 44. 9%, 大大超过

工业化中期水平,而同期城市化率只有 39. 1% , 不

仅低于世界 47%的平均水平, 更是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 70% ~ 80%的水平,而且这个数据还把乡镇

非农业人口统计在内,是低水平的城市化。

2. 能耗多、资源浪费严重。由于我国的经济结

构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同时技术设备水平相对

落后, 我国能源的产出效率也较低, 表现为单位能

源消耗生产的 GDP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01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仅能生产

GDP1. 04美元; 同年, 日本为 8. 02美元, 美国为

4. 39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 阿根廷为 4. 66美元,

巴西为 2. 75美元,墨西哥为 4. 09美元, 土耳其为

2美元。
[ 10]
我国的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

式,虽然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 但是却造成了资源

的巨大浪费,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 很多资

源面临资源危机。同时, 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

重。据测算, 我国二氧化硫和消耗臭氧层物质

( ODS)排放量居世界第一; 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31. 9亿吨,占全世界排放总量的 14% )仅次于美国

( 54. 7亿吨, 占全世界排放总量的 24% ), 居世界

第二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 11]

3.农业分工不细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之一。由

于农业分工不细,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很短的产业

链条上,农业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人

口过剩,出现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我国现在每

年有 1亿多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仍

然还有 2亿多剩余劳动力。正如亚当 !斯密所说

∀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

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

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2]

4.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超常规的低。我国第三

产业的发展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低于同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收入水

平远低于我国水平的国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我

国的分工不细、城市化率低、消费水平低、第三产业

消费需求市场小。要解决目前发展中存在的环境

污染问题、资源约束问题, 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结

构,大力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三、我国分工深化存在的障碍

分工演进是一个分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

展动态的过程, 具体表现为个体专业化水平的提

高、最终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和迂回生产链条的增

长。分工理论认为,分工的深化取决于有利于分工

的因素和有利于市场扩展的因素,因而阻碍分工的

因素和阻碍市场扩展的因素都会阻碍分工的深化。

(一 )分工深化障碍

1.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 为

了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随时可能爆发的

战争, 同时尽可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建立齐全的

工业部门体系, 增强综合国力, 我国选择了以重工

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道路模式。这种模式

的特点就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管制,高度集权的中央

经济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扭曲产品和要素
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

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 [ 12]
限制了市场的扩

展,阻碍了分工的发展。

2.专利制度不健全。专利制度的设立,在一定

期限内对发明者进行保护,使其获得合理的收益,

有利于激发发明者的积服性。健全的专利制度, 对

发明者的权益进行法律保护,使发明者得到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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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就会刺激发明者的积极性, 从而利于生产技

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二 )市场广化障碍

1. 户籍制度。1951年颁布了 城市户口管理

暂行条例 , 1953年开始以 ∀劝阻 #的方式禁止农村
人口进城; 1958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  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分离

的户口登记制度。人为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起

了一堵高墙,限制了农民的流动, 阻碍了城市化的

进程, 城市化水平低, 市场容量小,进而限制了第三

产业的发展。

2. 土地制度。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不顺畅,

导致了土地规模过小,农民没有动力和资本进入城

市发展。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由于现阶

段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难以形成规模经营; 土地经营权存在不确定性, 限

制了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 土地所有权不明

确,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低价征用。

3.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缓慢。社会保障制度, 是

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正常发展的 ∀安全网 #和

∀稳定器 #,可以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滞后, 限制了农民进入城市的积极性。

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大,不敢消费, 抑制了市场需

求,抑制了市场广化, 不利于分工的深化。

4. 城市的高房价。如果说户籍制度是隔开城

市和农村的一堵墙,那么城市房价是隔开城市与农

村的更高的一堵墙。中等收入国家的房价收入比

为 5. 51,我国却达到了 10. 8, 而一些大城市更为明

显。高房价使移民没有足够资金去买房, 农民工只

能每年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按农民工工资每

月 1000元、每平方米房价 3000元、三口之家购买

60平方米的房子计算, 农民工不吃不喝要 15年才

能买一套房子, 如果每月消费掉一半的工资, 则是

要 30年才能买一套房子。随着近年户籍制度的逐

渐放开, 户籍门槛越来越矮,而房价这堵无形的墙

去越筑越高,成为隔开城市与农村、农民与市民的

最高的一堵无形的墙。

5. 交易费用的障碍。政府功能定位不准确, 存

在着越位干预企业的问题,而且存在着行政垄断,

加大了交易费用。市场功能不完善, 市场分割提高

了交易费用。国家取代市场在交易中占据主导位

置,但是政府主导的交易必然在资源配置中导致低

效率。在权力介入资源配置中时, 政府官员的 ∀设

租 #和 ∀寻租 #就具有空间, 微观经济主体在交易中

就要耗费大量的 ∀非生产性费用 #。交易费用大,

限制了市场规模,阻碍了分工深化。

四、产业结构的升级的分工与市场对策

要实现产业梯度的渐进升级,就要从促进分工

深化和市场广化两方面着手, 实现二者的互相促

动,共同推进经济的发展。

(一 )促进分工深化

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

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对更高层次分工的适应能力。

要通过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

等,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使农民能够适应第二产业

发展的要求。同时,通过产业引导等形式, 鼓励城

市发展第三产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要完善专利等产权制度,保障和促进

技术进步。完善专利制度,促进发明的推广转化和

利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经济发展由劳动密

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实现我国

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模仿国向创新国的转变, 增

加生产的附加值。

(二 )促进市场广化

市场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消

费人群;另一方面要完善市场制度,加快市场体系

的完善与发展。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现行的户口制度限制了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从而抑制了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价

格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供求。在不同地区的企业

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导致不同企业由于成本不同而

处于不同的竞争水平上。从而人为地限制了一些

地区的经济发展。因而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去除附着在户口上的种

种倾斜政策。总的目标应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

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 任何

一个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要有稳定的收入

和居住条件,就可以在当地落户。要鼓励农民工通

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入城市工作,鼓励农民进

入城镇和城市落户。

二是稳定城市房价,减少迁移成本。房价已经

构成劳动力迁移最大的障碍, 要采取国家宏观调

控,甚至国家管制等有效措施, 监控房地产市场, 控

制房价,加大城市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措施, 减少农

民进城的成本, 激励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 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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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激励人才流动,促进人才市场的优化

配置。加大消费人群基数, 加大市场容量, 从而促

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是建立配套制度, 如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

制度。同时建立完善鼓励迁移者合理有序迁移的

配套措施。充分考虑迁移者的子女入学、社会保障

等问题,解决迁移者的后顾之忧,增加迁移的预期。

把进城农民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

保健、卫生防治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

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 为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创造

条件。

四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加快行政体制改

革,完善市场体制,减少交易费用。政府职能主要

是弥补市场失灵,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管辖范围过宽

和过窄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而要合理界定政府

职能, 政府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 在市场功能发挥

不好或不能发挥功能的地方起作用。要通过合理

确定产业政策, 搞好政企分开、政资分工, 完善法

律,准确界定产权等途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减少交易中的费用, 促进市场的发展。

总之,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进国民

财富, 促进人们需求的增长,从而扩展市场,扩展的

市场又进一步深化了分工。市场与分工交互促动,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分工深化存在

着障碍,因而必须采用制度变革、产业政策引导、综

合宏观调控等措施,加快分工进程,扩展市场范围,

降低交易费用, 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 实

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

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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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upgrading theory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s counterm easures

ZHANG Feng

(S chool of A rts and Science, ShanghaiMa rine Affa irs Un 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 ina )

Abstract: D iv ision of labor is he lp fu l to ra is ing labor productiv ity and increasing residents& w ea lth and promo ting resident de

m and g row th so thatm arke t is enlarg ed and enlarg ed m arket further deepens d iv ision of labo r. The interaction o fm arke t and div i

sion of labor prom o tes sustainable deve lopm ent of hum an soc iety. If w e say that househo ld reg ister is a w all wh ich is being de

creased, house pr ice is thew a llw hich is be ing increased to separate a c ity from rura l areas and to restrict the flow o f hum an cap

ita l and to ham perm arke t sca le and tom ake econom y in imba lanced developm ent. Low urbaniza tion and sma ll dem and of the te r

tiary industry a re the root for slow deve lopm ent of the tertia ry industry. The counterm easures fo r deepening d iv ision o f labo r and

m arket en largem ent shou ld be used to promo te grad ient upgrad ing of industry.

Keywords: theory o f div is ion of labor; deepening div ision of labo r; g radien t gradual upg rading; indastria l structure; m arkc t en

larg 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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