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基于斯密分工思想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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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双循环”战略为背景，在斯密分工思想的指引下，参考新兴古典理论关于分工

的研究成果，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和新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模型，融入由土地

要素带来的拥塞效应，构建了具有“双循环”特征的区域经济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和

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研究了“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的影响。研究发现：（1）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将经历“快速增加—较快下降—缓慢上升”的

演变过程，并且这种差距在中期虽会收敛但不会消失，在后期甚至还有拉大的风险；（2）沿海地区和

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与两个地区的对外交易效率和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密切相关，在分工原理作

用下，这将演化出不同的区域产业结构，最终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3）“双循环”战略的实

施主要从交易效率方面影响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因此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可从交易效率入手，借助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分工的作用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

格局的形成是市场竞争下地域分工演化的结果，是斯密分工思想在区域经济中的体现。文章研究不

仅巩固了区域经济关系分析的微观基础，还从数理和实证两方面证明了斯密分工思想的合理性，文

章结论能够为“双循环”背景下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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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内陆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区位劣

势将趋于弱化，这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沿海和内

陆的经济发展差距经历了由拉大到缩小的过程，南北差距则经历了由拉大到短暂缩小再到拉大

的过程。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会出现第三次转折？是否被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所驱

动？这股力量的来源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本文尝试弄清“双循环”背景下空间经济理论

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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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战略本身即蕴含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从更大范围讲其涉及经济活动的

国内与国际循环问题，从次级范围讲其涉及经济活动的国内区域间循环问题。自“双循环”战略

提出后，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钱学锋和裴婷（2021）从大国经济角度进行分

析，基于欧阳峣（2012）研究，将大国经济研究范式提炼为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的斯密大国经

济研究范式，从规模效应到竞争优势的马歇尔规模经济研究范式，以及从二元结构到经济转型

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研究范式。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从马克思的经济循环思想出发，认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的思想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探寻，具体涉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

经济循环理论。此外，安虎森和汤小银（2021）分析了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提出

区域协调发展要多元开放联动和多元协调。但是，目前“双循环”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多

为政策解读或是逻辑推理，缺乏更为深入的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

区域经济是空间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特征就是块状经济，即经济活动在空间

上的非连续性。马歇尔尝试从外部性角度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平衡问题，指出投入产出

关联、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溢出导致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马歇尔，2019）。胡佛在《区域经

济学导论》中则将形成经济活动区位结构的基本因素概括为自然资源优势、集聚经济和交通运

输成本，并进一步用专业性的语言将其表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

分性、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同时指出集聚经济可能来源于特定产业的规模经济（胡佛，

1990）。比照马歇尔和胡佛的观点，我们会发现投入产出关联本质上反映了规模经济，它与生产

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对应，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溢出反映广义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而

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最终又与空

间障碍导致的空间成本相关联。鉴于此，安虎森（2020）将块状经济形成的客观基础提炼为这几

个方面：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商品交易和提供服务的空间障

碍、创新能力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域性。

其实，早在 1776年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自然资源、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的作用

（亚当·斯密，2015）。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水平受交

换能力的限制，也即受市场广狭的限制。①因此，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分工水平，而

分工水平又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杨格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提出迂回生产的概念

（Young，1928）。如果深入剖析斯密分工思想会发现，投入产出关联与分工之间具有内在关联

性，分工的存在将衍生出交换问题，而由于时空的不可克服性，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交易的频次和

成本。因此，为了获得分工带来的好处就需要降低交易费用，在运输条件给定情况下将不可避

免地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进行集中。由此又会衍生出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溢出问题。因此，

马歇尔和胡佛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分工思想的延续，而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在空间经济

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技术革命决定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交易成本革命将影响经济

活动的空间分布形式。这样，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因素可归为以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等自

然条件为代表的外生因素以及以收益递增与交易成本之间权衡的内生因素。这种内生因素就体

现在斯密的分工思想中，而外生因素则能够以参数的形式被加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

综上所述，斯密分工思想不仅是分析“双循环”战略的重要理论范式，也是空间经济理论的

主要思想来源。而经济活动要依托于特定的地理空间，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当加入空间因素

后经济理论需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因此，交易成本和规模收益递增是分析空间经济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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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这与斯密分工思想的理论内涵相一致。因此，本研究将以斯密分工

思想为指引，参考杨小凯（2019）对分工的研究，借鉴 Lucas（1988）、杨立岩和王新丽（2004）对人

力资本的处理技巧，吸收 Fujita 等（1999）以及 Fujita 和 Thisse（2012）对中间投入品的建模方法，

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减的农业部门和土地要素加入到中间投入品模型中，

建立开放条件下的区域经济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探

究“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是市场竞争下地域分工演化的结果，是斯密分工

思想在区域经济中的体现。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与它们的对外交易效率差异和区域

内部的交易效率差异密切相关。在分工原理的作用下，这将演化出不同的区域产业结构，并最

终导致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理论上将经历“快速增加—较快下降—缓慢上升”的

演变过程。在中期差距虽会收敛但不会消失，在后期甚至还有拉大的风险，而“双循环”战略的

实施将影响国内区域间的交易效率和不同区域的对外交易效率，进而影响中国的区域经济格

局。因此，要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可从交易效率入手，借助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分工

的作用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点主要有：（1）以斯密分工思想为指引，借助于新兴古典理论、新经

济地理学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加入人力资本累积、规模经济、交易效率、生产迂回和技术扩散等

因素，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区域经济模型，巩固了区域经济关系分析的微观基础；（2）在构建区域

经济模型基础上，剖析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并在其指引下探究了“双循环”战略

的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最后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应对策略；（3）从数理和实证

两方面证明了斯密分工思想的合理性，并弄清了其确切形式，即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大都

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水平同时受交换能力和市场范围的限制。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基于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来构建理论模型。斯密将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归

结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工作转换时间的节约和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亚当·斯密，2015）。对斯

密分工思想进行模型化的技术路径主要有两条，即专业化报酬递增路径和规模报酬递增路径。

前者以杨小凯开创的新兴古典主义为代表，将报酬递增与劳动力的专业化联系起来，假设随着

劳动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单位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数量会增加。当劳动力完全专业化时，生产

的产品数量达到最大值，相应加总的生产率也达到上限，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杨小凯（2019）利用干中学思想，假定存在对累积经验的报酬递增，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最

终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由专业化导致加总的生产率的提升最终被人力资本积累所覆盖。

杨小凯的研究思路比较好地解决了斯密提到的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三个因素中的前两

个，即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工作转换时间的节约。由于这两个因素在提升生产能力方面存在

上限，因此第三个因素才是核心，即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机器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具有规

模报酬递增的特性，这需要广阔的市场来提供支撑。由此引出了斯密分工思想模型化的第二条

技术路径，即规模报酬递增路径，那么分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专业化。由此可见，分工是

专业化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增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分工表现出的经济特征，杨格提出了迂回生产的概念（Young，1928），即其与产业链相

关的投入产出关联是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投入产出关联本质上反映了分工中的规模经济，而

分工的存在将衍生出交换问题，由于时空的不可克服性，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交易的频次和成

本。为了获得分工带来的好处就需降低交易费用，这样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成为分工的又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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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由于分工是专业化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增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除了规模经济和交

易成本，专业化报酬递增也是分工的重要特征，而根据杨小凯对分工的处理，专业化导致加总的

生产率的提升最终被人力资本的积累所覆盖，因此需引入人力资本的累积。

M A H

M1 M2

因此，本部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引入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并将分工表

现出的迂回生产及其包含的规模收益递增与交易成本加入进来，建立两国家三地区的开放区域

经济系统。其中，国家 1 包括内陆地区 1 和沿海地区 2，国家 2 为地区 3。假设每个地区都存在

规模收益递增的工业部门 、规模收益递减的农业部门 和人力资本开发部门 。工业部门由

中间投入品部门 和最终消费品部门 构成，他们均使用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来生产差异化

的工业品，且中间投入品部门的产品只用于企业的生产需求，最终消费品部门的产品只用于居

民的消费需求。另外，农业部门使用农用地和劳动生产同质农产品。

r Lar Lcr

r Ω0
r

λAr i λi
Mr (i = 1,2;r = 1,2,3) i = 1

i = 2

假设存在土地和劳动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要素由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构成。其

中，地区 的农业用地数量为 ，非农业用地数量为 ，农业生产中需要使用农业用地，消费者

生活中需要使用非农业用地。这里不考虑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之间用途的转换，且各地区土

地及其租金归该地区的劳动力所有。地区 的初始劳动力数量为 。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

为 ，工业部门的第 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数量为 ，当 时代表中间投入

品部门，当 时为最终消费品部门。为了抑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过度聚集，我们把土地带来

的拥塞效应引入经济系统。目前城市居住用地的配置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而产业用地的出让更

多地采取非市场化的方式，因此这里只加入消费者用地行为。

∆λ r Ωr Ω0
1−∆λ Ω0

2+∆λ

Ω0
3 Ωr = λAr +λ

1
Mr +λ

2
Mr

假设每个地区劳动力是同质的，劳动力可以在国家内流动，但不能在国家间流动。如果假

定地区 1流向地区 2的劳动力数量为 ，则地区 的实际劳动力数量 分别为 、 、

，且 。

T i
sr s i

r T i
rr r

假设农产品没有交易成本；工业产品为“冰山型”交易成本，记为 ，它表示 地区 产业的

工业品运输到 地区时的交易成本； 则为 地区内部的交易成本。

（一）人力资本开发部门

综合 Lucas（1988）、杨立岩和王新丽（2004）与杨小凯（2019）的研究，假定人均人力资本决定

个体投入劳动的生产率，这样经济系统有效劳动数量受人均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将人力资本

开发函数设定为：

hr
′ (t) = δ，hr (0) = 1 （1）

hr (t) r δ > 0 r

Ωr r hr (t)Ωr wr

hr (t)wr

其中， 为地区 拥有的人均人力资本， ，为人力资本提升参数。当国家 的劳动力数量为

时，地区 的有效劳动数量为 。如果 1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水平为 ，则 1单位劳动力

的工资为 。

（二）消费者跨期最优

r Er (t)假定地区 消费者在预算约束 下消费农产品、最终消费品组合和土地，消费者效用函数

为双层函数型，第一层为 C-D 型，第二层为 CES 型：

MaxU =
w ∞

t=0
e−ρtln

[
(CAr)

µAr
(
C2

Mr

)µMr (CLr)
µLr

]
dt （2）

Dr
′ (t) = ςDr (t)+Yr (t)−Er (t)，Dr (0) = 0 （3）

hr
′ (t) = δ，hr (0) = 1 （4）

t Dr Yr Er CAr C2
Mr

CLr PAr P2
Mr PLr

其中，后续变量均为时间 的函数； 、 和 分别为消费者的资产值、收入和支出； 、 和

分别为消费者对农产品、最终消费品组合和土地的消费量； 、 和 为对应的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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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Ar µMr µLr µAr +µMr +µLr = 1 ς ρ

Er C2
Mr

参数 、 和 为对应的支出份额，且有 ；参数 为无风险利率， 为消费者时

间偏好。上式中 和 的表达式为：

Er = PArCAr +P2
MrC

2
Mr +PLrCLr；C2

Mr =

(w n2
1+n2

2+n2
3

0
c1−1/σ

i di
)1/(1−1/σ)

（5）

ci i A (hrλAr) σ > 1

H

式（5）中， 为第 种产品的消费量； 为农业产值； 为不同工业品的替代弹性。根

据最优控制理论构建汉密尔顿函数 ：

H
(
Dr,hr,CAr,C2

Mr,CLr

)
= e−ρtln

[
(CAr)

µAr
(
C2

Mr

)µMr (CLr)
µLr

]
+λ1 [ςDr +Yr −Er]+λ2δ （6）

λ1 λ2式（6）中 和 为汉密尔顿乘子，由最大值原理可求得：

PArCAr = µArEr；P2
MrC

2
Mr = µMrEr；PLrCLr = µLrEr （7）

hr (0) = 1 hr (t) > 0 Dr (0) = 0 lim
t→∞

Dr (t)λ1 (t) = 0 lim
t→∞

hr (t)λ2 (t) = 0这里不考虑储蓄，由 ， ， 和横截条件 ， ，

求得：

Yr (t) = Er (t)；Dr (t) = 0；hr (t) = δt+1 （8）
结合式（7），给出进一步求解消费者均衡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方程：

Max C2
Mr = (

w n2
1+n2

2+n2
3

0
c1−1/σ

i di)
1

1−1/σ s.t. P2
MrC

2
Mr = µMrEr （9）

i ci

P2
Mr

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并根据最优条件，可求出第 种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函数 和最终消

费品组合的价格指数 ：

ci = µMrEr pi
−σ/(P2

Mr)
(1−σ)；P2

Mr = (
w n2

1+n2
2+n2

3

0
pi

1−σdi)1/(1−σ) （10）

（三）生产者行为

A (λArhr) = (Lar/η) (λArhr/Lar)
η Lar λAr

APr = A (λArhr)/ (λArhr) = 1/η(λArhr/Lar)
η−1

wAr = APr × pA pA

1. 农业部门。设农业部门生产函数 ，其中 、 分别为农业用地

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假定土地租金归农业劳动力所有，则农业劳动力平均产出等于其平均收

入。单位有效劳动平均产出 ，那么，农业劳动的效率工资

。如果以农产品为计价物，可将 标准化为 1。
2. 工业部门。根据前文的分析，专业化与分工将导致迂回生产，为此需将这种迂回生产引

入进来，假设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中间投入品。

α1
r 1−α1

r

C
(
x1

r

)
= P1

Pr(F +a1
mr x

1
r ) P1

Pr x1
r F a1

mr

r p1
r

x̄1
r

（1）中间投入品部门。假定中间投入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只用于企业生产过程，生产中使用

的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均为由劳动和中间投入品构成的组合要素，组合要素的函数形式为

C-D 型。其中，中间投入品和劳动所占份额分别为 、 。那么，企业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 为组合要素价格， 为企业产量， 、 为企业的固定投入和可

变投入。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理及零利润条件，可以求出地区 的中间投入品价格 和企业均

衡产量 ：

p1
r = P1

Pra
1
mr/(1−1/σ)；x̄1

r = F(σ−1)/a1
mr；(P1

Mr)
1−σ
=

∑3

s=1
n1

s(T
1
sr p

1
s)

1−σ （11）

α2
r 1−α2

r

C
(
x2

r

)
= P2

Pr(F +a2
mr x

2
r ) P2

Pr x2
r F a2

mr

r p2
r

x̄2
r

（2）最终消费品部门。假定最终消费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只能用于最终消费。生产中使用的

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均为由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组合构成的组合要素，组合要素的函数形式为

C-D 型。其中，中间投入品和劳动所占份额分别为 、 。那么，企业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 为组合要素价格， 为企业产量， 、 为企业的固定投入和可

变投入。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理及零利润条件，可以求出地区 的中间投入品价格 和企业均

衡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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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r = P2

Pra
2
mr/(1−1/σ)；x̄2

r = F(σ−1)/a2
mr；(P2

Mr)
1−σ
=

∑3

s=1
n2

s(T
2
sr p

2
s)

1−σ （12）

Pi
Pr = (wi

r)
1−αi

r (P1
Mr)

αi
r/[(αi

r)
αi

r (1−αi
r)

1−αi
r ] P1

Mr wi
r r

T i
sr s i r i = 1,2

经计算可知， 。其中， 和 分别为地区 中间投入品组

合价格指数和劳动的效率工资水平， 为 地区 产业产品运输到 地区的交易成本， 。

ai
mr = am/[1+ ea0 (φi

1r ni
1+φ

i
2r ni

2+φ
i
3r ni

3)] φi
sr = (T i

sr)
1−σ

根据《国富论》中关于对外开放与技术交流的论述，①以及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中对于技术溢

出的分析，②区域间加强联系可以增加技术交流，这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企业通常是

技术的重要载体，企业数量能够反映分工水平和技术密度。为此，将本地区的生产技术与各地

区的企业数量和区际开放程度结合起来，设定 ， 。这样，可

以将区域间技术溢出、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与本地区生产技术提升的关联性融入进来。

（四）短期均衡

Q S

r Qr = µAr(Yr −ΩrȲ)+ΩrȲ S r = A (λArhr)

1. 农业部门。当农业部门达到短期均衡时，农产品需求量 等于农产品供给量 。而地区

的农产品的需求量 ，农产品的供给量 。则农业部门的市场出

清方程为： ∑3

r=1
S r =

∑3

r=1
Qr （13）

µAr r Yr r Ȳ

Ȳ

其中， 为地区 收入中用于农产品的支出份额， 为地区 的收入， 为单位劳动力对农产品的

最低维持消费，即当收入低于 时，全部用来购买农产品。

s r i2. 工业部门。在考虑运输损耗情况下，根据式（9），能够求出地区 对地区 生产的第 类工

业产品的需求量：

ci
r,s =

(
pi

r)
−σ(T i

rs/P
i
Ms)

(1−σ)E i
s （14）

T i
rs r i s E i

s s i

r i ci
r

在式（14）中， 为 地区第 类工业产品运到 地区的交易成本， 为地区 对第 类工业产品

支出。实现市场出清时，各地区对 地区生产的第 类产品的需求量 等于其供给量：

ci
r ≡

∑3

s=1
ci

r,s =
∑3

s=1

(
pi

r)
−σ(T i

rs/P
i
Ms)

(1−σ)E i
s = x̄i

r；x̄i
r = F(σ−1)/ai

mr （15）

r根据式（9）、式（10）和式（11），地区 的工业品组合价格指数及生产的工业品价格为：

(Pi
Mr)

1−σ
=

∑3

s=1
ni

s(pi
sT

i
sr)

(1−σ)；pi
s =

(wi
s)

1−αi
s (P1

Ms)
αi

s ai
ms/(1−1/σ)

[(αi
s)
αi

s (1−αi
s)

1−αi
s ]

（16）

r地区 各部门的总收入为：

Yr = hr(λ1
Mr +λ

2
Mr)wr +A (λArhr)+PLrLcr （17）

在式（17）中，等号右边三项依次为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收入、农业部门的总收入和土地收益。

r i ni
r p

i
rc

i
r

1/σ (1−1/σ)

1−αi
r αi

r r

根据定义，地区 第 类产业的企业总收入为 ，再根据式（12）和式（13），则企业总收入

中用以弥补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的比例分别为 和 。而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中用来

发工资和购买中间投入品的比例分别为 和 ，则地区 对中间投入品的支出为：

E1
r =

∑2

i=1
αi

r ×ni
r p

i
r x̄

i
r （18）

r地区 对最终消费品支出来自消费者的收入为：

E2
r = µMr(Yr −ΩrȲ) （19）

i i由于各地区第 类产业的工人工资收入等于第 类产业企业的总收入中用于劳动力工资支出

刘军辉、张    古、安虎森：“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① 请参考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② 请参考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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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部分，则地区 第 类产业对工人工资支出满足：

hrλ
i
Mrw

i
r = (1−αi

r)×ni
r p

i
r x̄

i
r （20）

r各地区的土地租金等于消费者的收入中用于土地支出的部分，则地区 土地市场满足：

µLr(Yr −ΩrȲ) = PLrLcr （21）

r地区 不同工业部门的产值分别为：

G1
r = n1

r p1
r x̄1

r；G2
r = n2

r p2
r x̄2

r （22）

r地区 总产值为本地区各部门生产的产品产值减去本地区的中间投入品支出：

GDPr = A (λArhr)+ (1−α1
r )n

1
r p1

r x̄1
r + (1−α2

r )n
2
r p2

r x̄2
r （23）

GDPMr上式中，后两项的和为工业部门的产值，记为 。

（五）长期均衡条件

当经济系统实现长期均衡时，流动要素在部门间和区域间都要达到稳定状态，此时要满足

两个条件。

当人口在部门间流动均衡时，各地区的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

wA1 = w1
1 = w2

1；wA2 = w1
2 = w2

2；wA3 = w1
3 = w2

3 （24）

当人口在区域间流动均衡时，地区 1和地区 2的实际工资相等：

ω1 = ω2 （25）
ω1 = wA1/ [( P2

M1)
µM1 (PL1)

µL1 ] ω2 = wA2/ [( P2
M2)

µM2 (PL2)
µL2 ]上式中， ； 。

三、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为了弄清地区交易效率差异对分工的影响，这里假设三个地区间除交易效率不同之外，其

它方面均相同。由于所得方程多为非线性隐函数形式，需借助 Matlab 软件进行数值模拟。

（一）参数校准

T i
rs

T i
rr = 1.22

T i
12 = T i

21 = 1.55 T i
23 = T i

32 = 1.75

T i
13 = T i

31 = 1.85

为工业品运输成本。根据 Anderson 和 van Wincoop（2004）估算，国内贸易成本近似等于

制造业产品平均离岸价格的 1.55 倍，国家间的商品运输成本约为平均离岸价格的 1.21 倍。那

么，国家间的贸易成本近似等于 1.8755。许统生等（2011）计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制造

业贸易成本，其中，中日之间为 1.7513，中韩之间为 1.7550，中美之间为 1.8083，中德之间为 1.8995。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中国社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为 18.0%，2022 年为 14.7%，以
“冰山型”交易成本度量则介于 1.17 至 1.22 之间。为此，这里令区域内部的贸易成本 ，

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 ，沿海地区与国外的贸易成本 ，内陆地区与

国外的贸易成本 。

σ

σ

为替代弹性。Combes 等（2008）给出的估值区间为 5 至 8，Mion（2004）和 Brakman 等

（2004）在控制内生性后将其修正为 1.9 至 3.9。考虑到产业间产品替代弹性要小于产业内部情

况，因此，这里将 的取值确定为 2.4。
Ȳ

Ȳ

为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标准，要维持人体的健康生存，每

天需提供 2  100 大卡热量和  60 克左右的蛋白质，具体约每人每天  1 斤大米或面粉、1 斤蔬菜、

1两肉或 1个鸡蛋，并据此测算出中国贫困标准在 2010 年是每人每年 0.23万元，2019年是 0.3218
万元。因此，将 取值确定为 0.3218。①

  2024 年第 3 期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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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Ar µMr µLr µAr +µMr +µLr = 1

µAr = 0.305 µLr = 0.24 µMr = 0.455

、 和 分别为农产品、工业品和土地的消费占例，且 。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2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占比为 30.5%，居住占比为 24%。为此，令

， ，则  。

Ω0
r Lcr Lar

Ω0
r Lcr = 0.43475 Lar = 1.36

为人口数量， 为非农土地数量， 为农业用地数量。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

2019年末全国耕地数量约为 19.18亿亩，建设用地数量约为 6.13亿亩，而 2019年中国人口数量

约为 14.1亿。如果将人口数量 标准化为 1，则 ， 。

η 0 < η < 1 η

a0 a0 = 0.02 αi
r α1

1 = α
1
2 = α

1
3 α

2
1 = α

2
2 = α

2
3 F = 1/σ am = 1−1/σ

为农业生产函数参数。由于 ，参考 Fujita等（1999）的研究后，将 取值确定为 0.9。

为调节参数，令 。 满足 ， ，标准化后令 ， 。

（二）均衡存在的稳定性与唯一性分析

在进行驱动力分析之前，需弄清模型均衡解的特征，避免因多种均衡共存而出现模拟结果

遗漏问题，为此需探讨均衡存在的稳定性与唯一性问题。Allen 等（2020）曾对此做过系统分析。

由于模型中所得方程大多为非线性隐函数形式，通过数理分析来证明均衡存在的稳定性与唯一

性比较困难。我们这里采取数值模拟这一更为直观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具体如下：

Θ

ω2−ω1 = 0

Θ dΩ

Θ

Θ

ω2−ω1 = 0

首先，将校准后的参数代入方程系统，通过数值模拟求出方程组的一组均衡解 ，在均衡解

处，地区 1 与地区 2 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相等，即 。其次，进行稳定性分析。在均衡解

处，对流动要素施加微小的外生冲击 ，观察经济系统能否回到初始的均衡状态，如果能够

重新返回则该均衡是稳定的，否则为不稳定。由于劳动力是模型中唯一的流动要素，我们只需

观察区域间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差距曲线在均衡解 处的斜率，如果斜率为负则该均衡是稳定

的，否则为不稳定。最后，进行唯一性分析。在均衡解 处，国家 1 两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即

。我们只需观察区域间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差距曲线与 0轴的交点的个数，如果在变量

的可行取值区间内只有一个交点，则均衡满足唯一性，否则不满足。变量的可行取值区间是指

所有经济变量取值为正的情况。

t = 0 h (0) = 1

ω2 = ω1

∆Ω

t

t = 0

图 1 中，给出了 ，即 时，国家 1 区域间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差距曲线。从图 1（a）

可以看出，当 时，实际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负，表明该均衡为稳定均衡。从图 1（b）可

以看出，在区际劳动力转移数量 的可行取值区间内，实际工资差距曲线与 0 轴只有一个交

点，表明该均衡是唯一的。事实上，随着时间 的变化，图 1中的模拟结论依然成立。为了清晰显

示结果，图 1中只给出了 时的模拟结果。
 
 

−1.0 −0.5 0 0.5 1.0
×10−3

−1

0

1

ω2−ω1 ω2−ω1

×10−4 ×10−3

dΩ ΔΩ

0 0.05 0.10 0.15

−15

−10

−5

0

5

（a）稳定性模拟 （b）唯一性模拟

图 1    均衡存在的稳定性与唯一性模拟
 

（三）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理论模拟

图 2和图 3为上述给定参数校准值时的模拟结果。此时，内陆地区对外贸易成本要高于沿

海地区，其他都相同。从图 2中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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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经历了“快速增加—较快下降—缓慢上升”的演变过程，并且在第三阶段区域间发展差距虽

会收敛但不会消失。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理论和区际差距演化的“倒 U 形”学说存在一定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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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效率 劳动效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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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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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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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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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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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对比
 

图 2 中模拟结果表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地理区位差异会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

距，其作用机制为：在第一阶段，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的天然区位优势导致了二者的对外交

易效率差异，加上起步阶段国家的政策倾斜和沿海地区的自身努力，这种优势逐渐显现。根据

斯密分工思想，交换能力和市场范围会影响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又是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最大

增进力量。而随着分工发展，投入产出关联与劳动力流动进一步放大沿海地区的市场规模，在

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下，区际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在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

展，沿海地区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沿海地区内部的拥塞效应比较明显，此时，区际发

展差距进入缩小期。在第三阶段，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以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

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产业开始壮大，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这时区际发展差距存在

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αi
r

由于区域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取决于各地区拥有的产业份额，接下来进一步从区际产业结构

差异方面进行分析。图 3（a）和图 3（b）分别给出了地区 1 和地区 2 的中间投入品部门的企业数

量之比和最终消费品部门的企业数量之比，图 3（c）和图 3（d）则分别给出了中间投入品部门和

最终消费品部门的产业关联系数，即组合要素中中间投入品所占比例 。图 3（a）至图 3（d）的横

轴为劳动效率，纵轴见各模拟图。

从图 3（a）和图 3（b）可以看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出现了产业的区际分工，沿海地区主要

从事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内陆地区则更多地从事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并且两个地区的最终消费

品部门企业数量比值的变化趋势与 GDP 比值的变化趋势更为接近。这表明，区际经济差距主要

源于最终消费品部门。由此可以推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源于初始的区

位差异导致的区际产业结构差异，而区际产业结构是区际产业分工的表现。由于分工水平受交

换能力和市场范围的影响，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天然的海港，这使其在开展海外贸易和利用海外

市场方面存在优势，内陆地区则更多地选择了能弱化其劣势的中间投入品部门。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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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和图 3（d）发现，中间投入品部门的产业关联度大于最终消费品部门，这意味着两个产业

部门的要素投入结构存在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了包括部门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区际分

工模式。

T i
11 = T i

22 = T i
33 = 1.22

T i
11 = T i

33 = 1.22 T i
22 = 1.20

图 4 呈现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对外交易效率差异对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此外，

各地区还可以通过建设发达的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提升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这

同样也会提升本地区的分工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这里将探讨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差异对

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图 4 中细线的模拟参数与图 2 中相同，且有 ，粗线模

拟时令 ， ，其余参数值不变。从图 4中曲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沿海地

区内部交易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拉大了其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同理，内陆地区交易效率的提

升也会缩小其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这与理论分析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

区的发展差距与其初始的区位因素导致的对外交易效率差异和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差异密切

相关。在分工原理作用下，这将演化出不同的区际产业结构，并最终导致区际发展差距。因此，

基于斯密分工思想，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分工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增长力量，因此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分工水

平相关。

假设 2：分工水平受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各地区的分工水平与其交换能力和

市场规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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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差异对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四、经验事实与实证检验

（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经验事实

本部分将中国大陆地区的 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沿海—内陆”和“南部—北部”。①根据图

表分析结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经历了不断拉大到逐渐

缩小再到相对稳定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的南北差距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图表分析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差距的演变与东西情况明显不同，前者经历不断拉大到短暂下降再到不断拉

大的过程。中国大陆地区的十一个沿海省份中有七个位于南方，改革开放初期的四个经济特区

也全都位于东南沿海。同时，海运在中国的对外运输方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南方相对于北

方存在明显的交易成本优势。由上可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同时沿着“沿海—内陆”和“南部—北
部”方向演化。

（二）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实证分析

这里将通过实证分析对假设 1 和假设 2 进行验证。为此，选取面板数据模型，并结合所构

刘军辉、张    古、安虎森：“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① 这里不分析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南北则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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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数理模型，将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为：

lnpgdpi,t = β0+β1divisioni,t +βJ

−→
J i,t +βX

−→
X i,t +αi+γt +uit （26）

i t αi

γt uit pgdpi,t divisioni,t

−→
J i,t pcapitali,t

in f aii,t out f aii,t
−→
X i,t dtradei,t

savei,t congestioni,t f dii,t

patenti,t

式（26）基于假设 1，用来检验劳动生产力与分工的关系。其中， 表示省份， 为年份， 为个

体效应， 为时间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为分工水平；

为理论分析中涉及到的其他变量，包括人均人力资本 、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

和区域对外交易效率 ；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贸易依存度 、资本积累与

消费比 及其平方项、拥塞效应 及其平方项、外商直接投资 以及科技研发水

平 。

divisioni,t = β0+β1lnmarketi,t +βJ

−→
J i,t +βX

−→
X i,t +αi+γt +uit （27）

divisioni,t

marketi,t
−→
J i,t

in f aii,t

out f aii,t

式（27）基于假设 2，用来检验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式（27）中， 为分工水平；

为市场规模； 为理论分析中涉及到的其他变量，包括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 和区

域对外的交易效率 ，其他变量与式（26）相同。除了市场规模，有效劳动数量也是影响分

工水平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它与市场规模高度相关，在回归时会出现共线性问题，将影响核心解

释变量的显著性，因此式（27）中只加入了市场规模。

pgdp

division

market

in f ai

out f ai

pcapital

dtrade

congestion

save

f di

patent

light

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劳动生产力水平（ ）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分工水平

（ ）是以杨小凯（2019）中给出的分工水平的理论指标为基础，即交易量/收入的比率，这里

用各省级行政区的中间使用额、最终使用额与进口额之和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对于

市场规模（ ），不少研究用 GDP 表示，而根据杨格对分工的论述，市场规模还跟生产迂回

程度有关，这里用各省级行政区的中间使用额与最终使用额之和来表示市场规模。区域内部的

交易效率（ ）用等级公路密度表示，具体为用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等级公路长度表示。黄玖立

和李坤望（2006）用各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来衡量各省级行政区和国外

市场的接近度。我们以此为基础，用各省级行政区到最近港口距离的倒数来衡量各省级行政区

的对外交易效率（ ）。具体以目标省份各地级市当年 GDP 占全省的比重为权重，并乘以各

地级市与其最近港口的距离，然后加权求和。主要港口的认定以交通部公布的《全国沿海港口

布局规划》为准。人均人力资本（ ）用 6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中，小

学权重为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为 12 年，大学及以上为 16 年。贸易依存度（ ）用进出口

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拥塞效应（ ）用各省级行政区的单位城市建成区面积上的非农

产值表示。根据经济理论，这种效应通常是非线性的，这里加入其平方项。资本积累与消费比

（ ）用各省级行政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其最终消费的比值表示。根据经济理论，资本积

累与消费比存在最优值，这种效应通常是非线性的，这里加入其平方项。外商直接投资（ ）用

各省级行政区当年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表示。科技研发水平（ ）用专利授权中的发明专

利总累计授权量表示。夜间灯光总亮度（ ）参考季鹏等（2021）的方法，利用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 DMSP-OLS（1992年至 2013年）和 NPP-VIIRS（2012年至 2021年）两
种夜间灯光数据，先对二者进行校正，然后再求出目标省份像素点值的总和，将其作为该省夜间

灯光的总亮度。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统计年报》《各省投入

产出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 2017年），以中国大陆地区的 31个省级行政区已

有的 5 年中间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多，将其剔除。

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补齐，并对 GDP、市场规模和 fdi 数据取对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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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结果。表 1以式（26）为基础，用来验证各省级行政区的劳动生产力与分工水平的关

系。在式（26）中，分工水平 division 为核心解释变量，需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目前很难找

到分工水平的合适工具变量，这里用 division 的上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观

察表 1 中给出的内生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发现式（1）的 p 值为 0.0186，不能通过 5% 显著性水

平检验，这可能是由遗漏变量所致。在模型中加入 pcapital、infai 和 outfai 变量后，检验结果得到

显著改善，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1    地区劳动生产力与地区分工水平

（1） （2） （3） （4） （5）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division 0.0709***（2.68） 0.0781***（2.98） 0.0762***（2.87） 0.0788***（3.02） 0.0771***（2.92）

pcapital 0.0990**（2.11） 0.101**（2.14） 0.0928**（1.98） 0.0945**（2.01）

infai 0.0460（0.63） 0.0384（0.53）

outfai −140.5（−1.50） −137.0（−1.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与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50 150 150 150 150

R2 0.9886 0.9891 0.9891 0.9893 0.9894

内生性检验p值 0.0186 0.0512 0.0520 0.0652 0.0762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观察表 1可知，列（2）—列（5）中分工水平 division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证实了分工能够提

高劳动生产力这一结论。列（2）—列（5）中人均人力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也与理论分析一

致，而 infai 和 outfai 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二者并不直接影响劳动生产力。①

本文以式（27）为基础，而根据经济理论，市场规模 lnmarket 通常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为此，

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季鹏等（2021）用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市场规模的工具变量，这里也采

用这种处理方法，具体以各省级行政区的夜间灯光总亮度 lnlight 作为市场规模 lnmarket 的工具

变量。由于夜间灯光数据为非统计数据，并且能够反映经济活动强度，因此是 lnmarket 的理想工

具变量。

根据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lnmarke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证实了分工水平受市场

规模限制这一结论。infai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区域内部交易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分工的发

展，而 outfai 的系数却不显著。lnmarket×infai 和 lnmarket×outfai 的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

infai 和 outfai 并非直接通过市场规模来影响分工水平。

outfai 的回归结果不能与理论分析保持一致，却能够与现实情况一致。在理论上如何解释

这种现象？我们回到 outfai 的计算方法上来，用各省级行政区到最近港口距离的倒数来衡量，各

省级行政区的对外交易效率几乎完全取决于地理区位，没有考虑到其后天努力。为此，我们将

先天的地理距离与后天的对外经济交往结合起来，构造一个新变量 outfaid，令 outfaid=outfai×dtrade，

并将 dtrade 从式（27）的控制变量中剔除，用工具变量法再次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outfaid 的回归系数变得显著为正，这表明外因还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此外，

lnmarket×infai 和 lnmarket×outfaid 总体上均不显著，这表明交易效率直接影响分工水平，而非通

刘军辉、张    古、安虎森：“双循环”战略实施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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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规模来发挥作用。这从理论上弄清了斯密分工思想的确切表述形式，即劳动生产力的最

大增进大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水平同时受交换能力和市场范围的限制。①

五、“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

本部分将探究“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近年来，中央提出“双循

环”战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内部交易效率、对外交易效率和相互

交易效率，进而影响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因此，下面重点从交易效率角度进行分析。②

国外贸易保护主义会同时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对外交易效率，这里通过改变两

个地区的对外交易成本的方式来模拟这一过程。根据图表分析结果，国外的贸易保护缩小了沿

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这是因为国家间的贸易冲突对沿海地区影响要大于内陆地区，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使得原本的区际分工格局出现调整，沿海地区和内

陆地区的发展差距缩小。当然，这种缩小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要付出经济增长

的代价。

“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就是要打破区域市场分割，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从理论上

讲，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会提升国内区际一体化水平，这里通过改变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

交易成本方式来模拟这一过程。根据图表分析结果，在开放环境下，国内区际一体化水平的适

当提升能够缩小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这是因为随着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的提升，

海外市场相对国内市场的地位出现相对下降，使得内陆地区相对沿海地区的区位劣势有所减

弱，最终促使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同时，根据分工原理，国内区际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国

内分工水平的提升，这在缩小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也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双循环”战略不仅要求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还要求尽可能利用海外市场。中欧班列开通

和“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条件。根据 2021 年《中欧班列发展报告》，中欧

班列运输费用约为空运的 1/5，运输时间是海运的 1/4，与传统的海铁联运相比，可节约 8% 至

20%的综合物流成本。这里通过改变内陆地区对外交易成本方式来模拟这一过程。根据图表分

析结果，内陆地区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有效地缩小了其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这是因为“一

带一路”倡议及中欧班列的开通弱化了内陆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区位劣势，在分工原理作用

下，缩小了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六、总　结

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是市场竞争下地域分工演化的结果，是斯密分工

思想在区域经济中的体现，而“双循环”战略的实施通过改变国内区域间的交易效率和不同区

域的对外交易效率的方式来影响各地区的分工水平，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本文认为可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第一，要完善国内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缩小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差距。随着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其财政实力变得十分雄厚，提升基础设施质量的愿望也更容易实现，以高铁、

地铁、高速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密度远高于内陆地区，这极大地提升了沿海地区的区内交易效

率。因此，内陆地区要打造有利于提升其交易效率的硬件设施，将工作重心放在构建发达的陆

运和空运系统上来，借此与沿海地区的海运优势进行错位发展。

  2024 年第 3 期

 ① 此外，我们还尝试以劳均产出 lnLgdp 替换人均产出 lnpgdp，以 lnlight 替换 lnmarket，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且稳健。限于

篇幅，回归表格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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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营造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的环境，内陆地区可以通过更好地提升其对经济主体的

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来降低区域内部的交易成本。这里的交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运输成

本、制度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等。沿海地区由于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容

易接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此外，国家可对当前的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优化，将部分

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补贴内陆地区企业对外出口时的运输成本，借此缩小内陆地区相对于沿海地

区的区位劣势。

第三，要改善国内收入分配状况，提高整体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理论分析，国内市场地位的

上升会弱化海外市场对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这在理论模拟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要落

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同时，应认识到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有经济的

作用，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

第四，本文在讨论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时，并没有重点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论

述，这是因为区际产业结构是市场竞争下地域分工演化的结果。如果只是围绕着产业结构来缩

小区域发展差距，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可行路径应该是从交易效率入手，依赖产业链和产业

集群，充分利用分工的力量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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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Based on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Liu Junhui1,  Zhang Gu2,  An Husen3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3.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and guided by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this paper sets up a regional economic model with “dual-circul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nter-
mediate input model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 Also, the model absorb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teg-
rates the congestion effect brought by land factor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throug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mpir-
ical test. It is found that: First,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will experience a pro-
cess of rapid increase, rapid decrease, and slow increase. Although the gap will converge in the medium term,
it will not disappear, even face a widening risk in the later stage. Second,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of the two regions. Un-
der the principle of division of labor, it will evolve into different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lead to eco-
nomic development gaps between regions.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mainly af-
fects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he regional develop-
ment gap in China will tend to narrow when following the environment of foreign trade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decrease of inland foreign trade costs. The results indic-
ate that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is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s a manifestation of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in the regional eco-
nomy. This paper not only solidifies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alysis, but also
proves the rationality of Smith’s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from mathematical, empir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
ive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spatial economic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ircu-
lation”.

Key words: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Smith’s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North -South

gap；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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