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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典经济学的
“

分工、 优势
”

分析与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

漆 光 瑛

我国1991一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10年规划提出： “根据统筹规划、 合理分工、

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 利益兼顾、 共同富裕的原则” ，来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促进地区经济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这里所包含的 “分工、 优势” 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

19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处于发生到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古典 经 济，学 家
在反对封建制度、 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还探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

性问题，其中，从分工和优势来探讨资本主义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一分

析，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今天，它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 一 ）

怎样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增加国民财富，古典经济学家都注，到分工的作用，将分工
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威廉·配第， 这位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政治算术» 一 书中，曾以织布为例，来谈

分工的作用。 他说，如果将织布生产中的梳清、 纺纱、 织造、 拉引、 整理和包装等操作分给
几个人去做， 比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去完成其全部操作， 劳动生产率必然较高，所花的成

本一定较低。 配第的这一见解曾为马克思所肯定，称他是把分工当作生产来阐述。 CD

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更将分工放在一个相

当重要的地位，他的经济理论的分析就是从分工的分析开始的。 他特别强调分工，认为分工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他说：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

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 ＠他指

出： “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 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 般也

都达到极高的程度。”G)斯密还认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大城市的分工程度往

往要高于一般的城市和农村。 他还注意到，交通运输状况，直接影响分工的程度， “从来各

种产业的分工改良， 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 带。 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

慢普及到内地。 ” ©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对于分析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从我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广泛地促进分工以迅速发展

社会经济，必须同时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笫一， 合理地发展地区之间的分工。 当前， 在欧洲共同体中， 一些国家在经济结构上都
有自己的特点而形成相当发达的地区分工。 例如，构成经济结构领导产业的，在德国是电子、

汽车等产品生产，在认国是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在英国是纺织品的生产，在此基础上形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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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分工（这实际上相当千我国的地区分工），从而促进了经济共同休生产的发展。但
在我国，并未形成这样的格局。相反， 由于各地区竞相发展某些相同的产业，例如电子及通

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使得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据统计，1980年28个

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40个工业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构的平均相似
系数高达0.83, 1985年为0.80, 1988年为0.81。＠同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仍存在地区市场

封锁、地区分割和追求自成体系的情况。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要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发展，就必须根据各个地区绝对和相对的优势，迅速改变上述地区间分工程度不高、分工不
合理的状况。

笫二，广泛地发展地区内部的分工。在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发展地区内部的分工，是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
区及其大城市，经济发达，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 究其原因，固
然有历史发展造成的差异，也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从后者来看，各地区内部分工程度的
差异是一大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其内部往往有较好的专业分工，分工程度高。

上海这个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在工业生产上，它不仅有一批各种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在
这些企业中，按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实行各车间各工艺的分工协作，而且，还有许多街道弄堂
小厂及郊县和邻省市的联营厂，大厂只生产产品的主要部件，其他许多零部件则分散到小厂
或联营厂去加工，因而能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例如， 上海自行车三

厂生产凤凰牌名车，它将 10个零部件拿到上海近郊的宝山区的13个专业化生产点去生产，还
在那里新辟了一个生产小轮车的专业厂。正是这样分工专业化的生产，使该厂既增加了自行
车的品种， 又提高了产埽。所以，应在各个地区内部根据各自的情况， 创造条件，促进这样
的分工，以发展经济。

（二）

英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的形成和发展，应基于各自的优势。
亚当丿听密认为，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家

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嫔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栽缝不想自己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
去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

雇佣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斯密主张，为了每个入的自身利益，应当把自己的 “全部精力集
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 @，而以其劳动生产物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任

何物品。他认为，这个原则，对商品生产者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也应当如此。由此，他提出
以学术界称为 “绝对成本说“ 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

尽管斯密的思想是从 “利己心 ” 出发，是从资产阶级视野来看待分工问题的。然而，其
中包含了有价值的思想， 即从经济意义上说，分工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

这种优势，正如斯密所分析的，既有自然的优势， 又有后来获得的优势， 前者是指气候、 土
壤、矿藏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等；后者是指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技
术等等。由于发挥了这些优势，就能使商品生产者或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可以节
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所以，应当专业化生产自己（或
本国）拥有优势的东西。

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提出了建立一 个合理的地区分工和协作的经济布局问题 9 经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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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合理性， 必须注 ，i3.发挥各地区的优势。 我国自然条件复杂， 资源分布不平衡。 从土地资
源看， 山地多， 平地少， 其中， 高寸徇拔500米的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 大部分内
陆地区交通不方便。 从水土资源看，北方地多水少，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63.9%,
而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17.2%；长江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36.1%， 水资源占全国总数
的82,8%。 资源的分布和生产力的布局不够协调。 东部地区工业城市集中， 但原材料、 能源

严重不足；西部资源丰富， 例如，全国煤炭保有储量的68％是集中在晋、陕、 蒙三省区；全
国可开发水能源的67.8％是集中在西南地区。 但是， 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较落后， 资源的开
发利用率低。 上述状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的优势状况是不 一的。 也就是说， 东
部沿海地区有 “后来拥有的优势＇＇ ， 即生产技术力量较雄厚，产业基础好；西北及西南地区

则拥有 “自然的优势＂ ， 即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 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分布、生产发展
水平及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在生产力合理布局、 实行地区合理分工时，要注意扬长避
短，』 使各地区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合理的社会分工中得到收益。 例如，西北地区以黄河
上游水电开发为先导， 可形成水火共济的能源、 原材料综合生产基地；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
大揽 “海相生油层” ， 在西北地区可建立石油化学工业 基地； 在西南， 乌江流域水力资源丰

富，铅、 磷、 煤等矿产资源与生物资源并存，综合开发条件优越，可建立贵州能源、原材料基

地； 四川的 “三江“ 流域（即金沙江、 雅袭江、 大渡河）及广西的红水河流域都 有建立能

源、 原材料综合 开发基地的优势。

同样， 在 各个地区内部， 也存在着不同的 “ 自然优势” 和 “后来拥有的优势” ， 应据此
来发展内部分工， 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

在阐述发挥优势、 实行分工时， 英国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了 “比较优势” 的分析。

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成就最大的学者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一书中，
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 明确提出了 “ 比较优势” 的思想。 他认为， 商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为了自身的利益， 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来实行社会 分工。 他

说， 如果有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 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中都比另一个人强，不过制帽时

只强五分之 一 ， 即强20%；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 一， 即强33%。 那么，这个人就应专门制

鞋， 而较差的另一个人就专门制帽。 通过交换， 双方都能得到更多的鞋和帽。 ＠ 所以， 这样
的分工， 对双方都有利。他继而指出， 每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而
提出了若名的 “比较成本说“ ， 将资产阶级的国际贸易理论推进了一大步。

诚然， 李嘉图的 “比较优势” 思想是为其 国际贸易理论服务的， 而后者又是力图使英国

成为 “世界工厂” 的理论工具。 然而， “两优取其重， 两劣取其轻” 的比较优势思想， 包含
了合理的因素。 这有利于无论是处于优势或处于劣势的商品生产者或是一个国家， 在考虑分

工时， 都应注意用最小的劳动耗费，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这种思想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当前，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经济地带， 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和西 部 地

带， 形成了按东、中、西梯度层次的倾斜布局，要求以东部发展带动 中、西部地带的开发。
目前， 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三大经济地带， 按人均工农业产值计算，
比率大约是1 : 0,59 : 0,45;按人均工业产值计算， 比率大约是1 • 0.50 : 0.36。 据1985年

统计，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11个省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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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58 7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34.31% ，工衣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3.04% ，人均产值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54.5% 。 而西部地带（包括新、 裁、 行、 甘、 宁、 云、 贵及四川西部）经济发展比

较落后。 据1985年统计， 该地带的人均工农业产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73%，是东部平均

水平的38 .g%。 ＠ 今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要上个新台阶，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要逐步

缩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走 “共同富裕“ 道路的需要。 在完善生产力布局、 完善

地区分工协作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绝对优势外，还必须注意各地区比较优

势的发挥。

总的说来，就绝对的条件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位暨优越，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对外交

流广泛，工农业发达，资金雄厚，劳动力素质高，智力密集，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但是，地

少人多，资源紧缺，能源供应不足。 以上海为例，上海经济发展所需的 一次常规能源一煤、

石油、 水力的储藏和生产基本上缺乏，消耗械大。 据统计，1981年工业产品成本中，能源、

原材料及其他物资消耗的费用占86.39%, 1982年接近88%。 每年所消耗的 “一 次能源 ” ,

折算为标准煤约2100多万吨，其中煤炭1100多万吨，其它为原油、 油品、 煤气。 “一次能

源” 要靠其它省市支援，煤炭主要来自山西、 河北 、 安徽、 山东、 江苏、 河南、陕西等省，

它们中约 70 ％经中转港由船运到上海，约30％由火车运达。 原油和油品由大庆油田、 胜利油

田、 任丘油田等运入。 大量能源资源和产品远距离运输，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继续调整和

提高，势必严重地影响上海今后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能源矿藏资

源丰富，但是资金短缺，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差，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例如，西南的矿藏

资源多、 数量大， 已探明保有储蜇居全国前茅的，四川有铁、 钦、 帆、 销等25种 ， 贵州有

采、 光学水晶、 磷、 稀土、 煤等15种，云南有铅、 锌、 锡、 钾、 铜等20种；广西有铝、 膨润

土、 锦等28种，这些矿资源分布集中、 共生伴生、 配合配套，有利千综合开发。 水能资源也

居全国首位，并具有流帚大、 落差大、 开发条件好的特点。 然而，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低，

初级产品比重大，结构松散，综合利用率低。 西南的交通运输尽管有连接中、 西、 东北部的

铁路干线，但技术标准低、 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尽管已形成经济区内的公路运输网，但道路

等级低，30％的道路晴雨两阻；尽管有700多条主要河流，但内河船运等级低，港口设施落

后，吞吐帚小，所以投资环境羌。 西南的贫困地区面广人多，资金严重短缺，川、 黔、 滇、

桂四省区中，除四川外，都要靠中央财政补贴。 而且，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运用资金的能

力及效率低。 劳动者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技术的整体水平低。 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全

国 12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占23.5%，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口与京、 津、 沪相比差

距达2一7倍。 所以，在上述总格局下，存在着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 势。 东部

沿海地区，在资金、信息、 技术和人才上面具有优势，加工工业特别是轻加工工业更发达，

因而，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 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出口创汇的产业，是最具优势

的，这应成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而一些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多、 运蜇大的产业就优势相

对较小，因此应逐步转移到能源充足、 资源丰富的地区。 同样，西部地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在各种产业的发展上处于劣势，却有着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加工工业发展不如东部地

区，但在国防科技工业、 重加工工业方面拥有科技人才和装备；内地交通 不 便，但却

拥有向西开放（发展与苏联、 东欧、 西亚、 南亚、 阿拉伯国家的交往）的区位条件，这些因

素使该地区的与之有较密切联系的各种产业劣势较小，甚至具有相对优势，因而可以发展。

今后，应加快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农牧业的开发，发展该地区有相 （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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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主要受二种因素制约： 一是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传统制度， 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如

“离土不离乡 ” 等观念对人的束缚。 但可以肯定， 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 通过人员迁移形成

入力资本的投资将日益加大并显示出其重要性。

四、 体制变革与我国人力资本的有效增长

在以上各部分内容的分析和讨论中， 我们不难发现， 体制改革的背景和我国人力资本的

形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考察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形成， 同样不能忽视这样
一个关键的因素： 即适应人力资本有效增长的制度环境。 西方经济学家因其本身就处在这种

既定的有效制度下， 往往在其研究中忽略了制度因素，而我国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并发生

作用所赖以实现的体制变化则是我们能探切体会到的。 可以说， 在我国， 研究人力资本理论

的意义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的。
一草地说，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与投资者的收入预期有关， 而这种以一定投资获得一

定收入的理性预期直接得益于市场制度调节的有效性。 从理论上说， 倘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

场体系， 人们也不可能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即使通过他国的示范经验认识到， 但

当制度还不能保证投资者的预期收入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肯定是不足的（表现在政府的

投资行为上）或根本忽视的（表现在公有制前提下家庭或个人的投资行为上）。 因此， 人力

资本的有效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均有待于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为

某调的体制变革是否能有效推进和最终完成。 据此也可以认为， 人力资本的有效增长， 是指

有特定社会制度的适应，以一定水平的物力资本为条件，在与物质资源、 货币资金的合理配置

中完成的。 而我国人力资本有效增长所要求的制度适应包括在市场取向改革为基调下的一系

列具体体制的调整， 主要有： 教育和研究体制、 社会流动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 从长

期看， 这些制度变革或体制调整后是否能有效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 还有待千政府官员

和社会成员在观念上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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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3页） 对优势的、 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行业和产品。

总之， 国家应当根据这种绝对和相对优势的分析， 制订地区发展规划， 从全国经济发展

的全局出发， 实行东、 中、 西地区的优势互补， 实现东、 中、 西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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