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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视角下的产业链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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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交易效率到达一定水平后，自给自足模式必然走向分工模式，形成产业链；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
深化，最终不断演化为多条产业链模式。产业链的形成与演化有着其自身的内在机理。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充分尊

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通过完善交易制度、改进交易技术等手段来提升交易

效率，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法律体系、社会环境，从而加快分工演进，促进区域产业链的不断

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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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沿线国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优化产业链

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

展，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京津

冀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其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的进

程实质上也是产业链重构的过程。《长江经济带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在推动产业协同发

展方面明确提出，以产业链为整体，加强上中下游

产业互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可以预见，产业链

的优化在三大战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将体

现巨大牵引力。

产业链（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是一个融合“产业
分工、产业合作与空间产业构成”三维于一体的

概念，已成为应用经济学、人文地理学、企业管理

等多学科热衷研究的方向。基于产业链在国家三

大战略中的引领作用，本文将以往产业链形成与

演化的理论加以梳理归纳，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

构建普遍意义上的内生专业化一般均衡模型，以

揭示产业链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为树立关于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促进区域产业链优化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一　文献综述
产业链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

工思想。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述制针工

厂的例子①，就是对产业链功能的阐述，可以被认

为是产业链理论的起源。西方学者早期普遍把产

业链看作是制造企业内部的分工，即企业采购原材

料，通过开展生产和销售，将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

过程，这类似于现在有关产品链的描述，他们关注

的焦点在于劳动分工与劳动专业化。当分工研究

不再局限于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扩展到不同

业主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时，这就成

为了产业链理论的萌芽。马歇尔高度重视分工组

织，在《经济学原理》中对工业地区组织间分工有

过论述②。２０世纪初，杨格丰富发展了分工理论，
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提出分

工必须有生产迂回化，即用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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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生产迂回化就是生产链的发展①，杨格的论

述，可以看作是基于产业链迂回的视角提出“规模

报酬取决于劳动分工”②。国外学者侧重于对企业

纵向整合、企业间资源组合等产业链条之间表现形

式方面的研究，在文献中更多使用生产链、价值链

和供应链等术语进行产业链式方面的分析。

国内学者郁义鸿认为产业链是指一种产品从

最初的自然资源形态到最终产品形态，并到达消

费者手中这一过程中，生产加工各个环节所构成

的整个生产链条③。杨公朴和夏大慰将产业链的

实质理解为产业关联，即产业依据前、后向的关联

关系组成的一种网络结构即为产业链④。随着技

术的进步，生产迂回化程度的提高，国内学者开始

研究产业链形成与演化机理，并以此指导经济实

践。国内学者分别从产业链的形成动力、演进路

径、影响因素等视角开展了相关研究。程李梅等

认为产业链历经形成、发展、成熟、蜕变等阶段，其

过程体现“点—线—网”的动态特征，具有从纵向

延伸到横向拓展的一般规律性⑤。游振华、李艳

军从内外两方面总结了产业链形成的动力因素，

内部方面是降低交易费用、风险规避和创造利用

社会资本，外部方面是区位优势、技术进步和政府

产业政策⑥。赵红岩将产业链的整合及其演进路

径归纳于“规模经济—专业经济—模块经济—网

络经济”四个阶段，其演进效应体现在获取“熊彼

特租金”、亚市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资产专用

性效应等四个方面⑦。刘明宇和翁瑾认为随着迂

回生产链条的延长，分工协作由企业内部协调发

展到企业间，产业链的产生演化是分工深化的结

果⑧。鉴于国内大多学者将产业链置于“产业”和

“企业”的夹缝之间，邵昶和李健形象地将产业链

这一研究现象比喻为“波粒二象性”，构建了“玻

尔原子”模型，并提出在产业链的演化过程中须

关注无形“隐性知识”在产业链中的“隐性传输”

和有形“中间产品”在产业链间的“显性传输”⑨。

刘汉进和陈俊芳的研究发现，产业链形成和演化

受到交易费用、规模经济、市场垄断性及产业自身

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瑏瑠。朱娜娜等研究认为，生态

产业链中共生模式与共生网络的稳定性密切相

关，不同的共生模式中企业之间的关系相互不同，

抗风险能力差异巨大瑏瑡。

可见，产业链的理论研究起源于国外，但真正

的发展是在中国。国内外学者们对“分工不断演

进形成产业链”的理论基础有着一致性的认同。

但现有产业链形成与演化的相关研究鲜有从内生

专业化视角切入的，而分工的本质就是内生专业

化问题，因此，用内生专业化及迂回生产中内生链

条个数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产业链问题，对

于理顺市场和政府关系，提出政策启示具有现实

意义。杨小凯在阐释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时，认为

分工收益由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

济等方面决定瑏瑢，他的理论强调专业分工的优势

和必要性，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

析》一书中，杨小凯研究了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

的分工演进、角点均衡和新行业的出现、中间产品

种类数进展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为新兴古典经济

学视角下的产业链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瑏瑣。

二　基本模型
本文聚焦于内生专业化及迂回生产中内生链

条的个数，借鉴杨小凯瑏瑤、易秋平等瑏瑥建立的超边

际模型，以及向国成瑏瑦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

关研究，将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即产业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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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演化模型化。

假定一个经济体中有 Ｍ个事前完全相同的
“消费者－生产者”，Ｍ是一个连续系统。有一种
最终消费品ｚ，其生产需要使用劳动ｌ加一种中间
产品，中间产品可以是由ｘ，ｙ中的任意一种构成，
或由 ｘ和 ｙ共同组成，其中 ｘ，ｙ无差异。人们既
可以自己生产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也可以从

市场上购买。自给的最终消费品数量用 ｚ表示，
自给的中间产品数量用ｘ或ｙ表示。最终消费品
的卖出的数量和购买的数量分别用ｚｓ和ｚｄ表示，
中间产品卖出的数量用ｘｓ和ｙｓ表示，中间产品购
买的数量用ｘｄ和ｙｄ表示。ｘ，ｙ，ｚ三种产品的价格
分别用Ｐｘ，Ｐｙ，Ｐｚ表示，我们以中间产品的价格作
为计价标准，即Ｐｘ＝Ｐｙ＝１。在交易效率系数方
面，分别用ｋ，ｔ表示最终消费品交易效率系数和
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ｋ∈ ０，１[ ] ，ｔ∈
０，１[ ] 。为方便研究，假设中间产品 ｘ，ｙ的交易
效率系数相等。此外，ρ表示替代弹性系数；Ｃ表
示固定学习成本；α代表专业化劳动程度，α≥１；
β代表中间产品复合成最终消费品的产出弹性，β
∈（０，１）；ｌｘ，ｌｙ，ｌｚ分别表示专业化劳动水平，ｌｘ，
ｌｙ，ｌｚ∈ ０，１[ ] 。

模型构建如下：

Ｕ＝ｚ＋ｋｚｄ； （１）
ｓ．ｔ．　ｚｐ ＝ｚ＋ｚｓ ＝［（ｘ＋ｔｘｄ）ρ ＋（ｙ＋

ｔｙｄ）ρ］
β
ρ（ｌｘ－Ｃ）α； （２）
ｘｐ＝ｘ＋ｘｓ＝Ｍａｘ０，ｌｘ－Ｃ( ) α{ }； （３）
ｙｐ＝ｙ＋ｙｓ＝Ｍａｘ０，ｌｙ－Ｃ( ) α{ }； （４）
ｌｘ＋ｌｙ＋ｌｚ＝１； （５）
Ｐｘ ｘ

ｓ－ｘｄ( ) ＋Ｐｙ ｙ
ｓ－ｙｄ( ) ＋Ｐｚｚ

ｓ－ｚｄ( ) ＝０．
（６）

以上各式含义如下：式（１）和式（２）分别代表
最终消费品的效应函数和生产函数，式（３）和式
（４）分别代表中间产品ｘ，ｙ的生产函数，式（５）代
表劳动禀赋约束，式（６）代表预算约束。

三　超边际分析下的产业链形成与演化
根据文定理，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

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

产品。结合预算约束和正效用正约束条件，该决

策问题可以转化为以下３类比较选择。
类 １：自给自足模式，ｘｓ＝ｘｄ＝ｙｓ＝ｙｄ＝ｚｓ＝ｚｄ＝

０，见图１中结构 Ａ所示，包括了 Ａ（ｚｘｙ），Ａ（ｚｘ）
和Ａ（ｚｙ）三种组合。

类２：（ｅ／ｆ）模式，ｇｓ＝ｇｄ＝ｅｄ＝ｆ＝ｆｓ＝ｌｆ＝ｌｇ＝
０，ｇ≠ ｅ，ｆ，见图 １中结构 Ｂ所示，包括了
Ｂ（ｚ／ｘ），Ｂ（ｘ／ｚ），Ｂ（ｚ／ｙ）和Ｂ（ｙ／ｚ）４种组合。

类３：（ｅ／ｆｇ）模式，ｅｄ＝ｆ＝ｆｓ＝ｇ＝ｇｓ＝ｌｆ＝ｌｇ＝
０，见图１中结构Ｈ所示，有Ｈ（ｚ／ｘｙ）一种组合。

图１　各种结构①

１３１
①以上模式括号里的字母定义如下：斜线前的字母表示卖出的商品，斜线后的字母表示购买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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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Ａ：自给自足模式
自给自足模式不存在分工，没有形成产业链。

该模式包括的 Ａ（ｚｘｙ），Ａ（ｚｘ）和 Ａ（ｚｙ）３种组合

中，Ａ（ｚｘ）和Ａ（ｚｙ）呈现对称状态，其角点解和角
点均衡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结构Ａ角点解

结构Ａ 角点解

Ａ（ｚｘｙ） ｌｚ＝
１＋Ｃ β－２( )

１＋β
，ｌｘ＝ｌｙ＝

β１－Ｃ( ) ＋２Ｃ
２１＋β( )

，ｕ＝２
β
ρ
β－３Ｃβ
２＋２β( ) αβ １－３Ｃ

１＋β( ) α

Ａ（ｚｘ） ｌｘ＝
Ｃ１－β( ) ＋β
１＋β

，ｌｙ＝０，ｌｚ＝
１＋Ｃ β－１( )

１＋β
，ｕ＝

１－２Ｃ
１＋β( ) α β－２Ｃβ

１＋β( ) αβ

Ａ（ｚｙ） ｌｙ＝
Ｃ１－β( ) ＋β
１＋β

，ｌｘ＝０，ｌｚ＝
１＋Ｃ β－１( )

１＋β
，ｕ＝

１－２Ｃ
１＋β( ) α β－２Ｃβ

１＋β( ) αβ

（二）结构Ｂ：单条产业链模式
结构 Ｂ包括了 Ｂ（ｚ／ｘ），Ｂ（ｘ／ｚ），Ｂ（ｚ／ｙ）和

Ｂ（ｙ／ｚ）四种组合，组成了两条完全对称产业链，
为此我们以 Ｂ（ｚ／ｘ）—Ｂ（ｘ／ｚ）产业链为例，分析
单条产业链模式。

Ｂ（ｚ／ｘ）组合下的决策问题是：
ＭａｘＵ＝ｚ；

ｓ．ｔ．　ｚｐ＝ｚ＋ｚｓ＝ｌｚ－Ｃ( ) α ｔｘｄ( ) ρ[ ]
β
ρ，ｌｚ＝１，

Ｐｚｚ
ｓ＝Ｐｘｘ

ｄ．
其角点均衡解为

ｘｄ＝
１

１－Ｃ( ) αβＰｚｔβ[ ]
１
β－１

；

ｚｓ＝ ｔＰｚ( )
β
１－ββ

１
１－β １－Ｃ( )

α
１－β；

ＵＢ ｚ／ｘ( ) ＝ １－β( ) １－Ｃ( )
α
１－β ｔβＰｚ( )

β
１－β．

Ｂ（ｘ／ｚ）组合下的决策问题是：
ＭａｘＵ＝ｋｚｄ；
ｓ．ｔ．　ｘｐ＝ｘｓ＝ ｌｘ－Ｃ( ) α，ｌｘ＝１，ｘ

ｓ＝Ｐｚｚ
ｄ．

其角点均衡解为

ｘｓ＝ １－Ｃ( ) α；ｚｄ＝
１－Ｃ( ) α

Ｐｚ
；

ＵＢ ｘ／ｚ( ) ＝
ｋ１－Ｃ( ) α

Ｐｚ
．

根据市场出清条件、效用均等条件以及人口

规模等式，得到：

Ｍｚ＝
１－β( ) Ｍ

１＋ ｋ－１( ) β
；Ｍｘ＝

ｋＭβ
１＋ ｋ－１( ) β

；

ＵＢ ｚｘ( ) ＝ ＵＢ ｚ／ｘ( ) ＝ ＵＢ ｘ／ｚ( ) ＝

ｋｔβ( ) β１－β( ) １－β１－Ｃ( ) α １＋β( ) ．
根据以上超边际分析，当交易效率 ｋ到达一

定水平后，自给自足模式必然走向分工模式，结构

Ａ演化为结构Ｂ，形成单条产业链。自给自足模式

下每个人的劳动时间有限，自己生产的产品种类

有限，要想生活超越温饱水平，必然走向分工网

络。企业变得追求专业化，每一种产品都存在着

专业化经济；企业间协作配套、知识溢出、规模经

济带来的好处使分工网络总的性能得到凸显，最

终导致了产业链的产生。与产品的生命周期一

样，具体的某一产业链的演化过程也将经历“成

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退出期或升级期”等

四个阶段。

（三）结构Ｈ：多条产业链模式
为方便研究，我们以两条产业链为例。包含

Ｈ（ｚ／ｘｙ），Ｈ（ｘ／ｚ）和Ｈ（ｙ／ｚ）三种组合，这三种组
合 可 分 别 形 成 Ｈ（ｘ／ｚ）—Ｈ（ｚ／ｘｙ） 和

Ｈ（ｙ／ｚ）—Ｈ（ｚ／ｘｙ）两条产业链。其中 Ｈ（ｘ／ｚ）和
Ｈ（ｙ／ｚ）具有对称性，且与上面结构 Ｂ中的
Ｂ（ｘ／ｚ）和Ｂ（ｙ／ｚ）组合一致，具体见上面的分析。
基于此，下面分析Ｈ（ｚ／ｘｙ）组合，其决策问题为

ＭａｘＵ＝ｚ；

ｓ．ｔ．　ｚｐ＝ｚ＋ｚｓ＝［（ｔｘｄ）ρ＋（ｔｙｄ）ρ］
β
ρ（ｌｚ－

Ｃ）α，ｌｚ＝１，Ｐｚｚ
ｓ＝ｘｄ＋ｙｄ．

其角点均衡解为

ｘｄ ＝ ｙｄ ＝ ２
β－ρ
ρβｔβＰｚ１－Ｃ( ) α[ ]

１
１－β，ｚｓ ＝

２
β １－ρ( )

ρ βｔＰｚ( ) β１－Ｃ( ) α[ ]
１
１－β；

ＵＨ ｚ／ｘｙ( ) ＝（１ － β）β
β
１－β［２

β（１－ρ）
ρ （ｔＰｚ）β（１ －

Ｃ）α］
１
１－β．
根据市场出清条件、效用均等条件以及人口

规模等式，得到：

Ｍｚ＝
１－β( ) Ｍ

１＋ ｋ－１( ) β
；Ｍｘ ＝

ｋＭβ
２ｋβ－β＋１( )

＝

Ｍｙ；
ＵＨ ｚｘｙ( ) ＝ＵＨ（ｚ／ｘｙ） ＝ＵＨ ｘ／ｚ( ) ＝ＵＨ ｙ／ｚ( ) ＝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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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β １－ρ( )

ρ １－Ｃ( ) α＋αβ１－β( ) １－β ｋｔβ( ) β．
通过对结构 Ａ和结构 Ｂ的角点解和效用分

析，得到结论如表２所示。
表２　结构Ａ和结构 Ｂ的静态一般均衡和超边际比

较静态分析

参数 ρ＜ω ρ＞ω

子空间

均衡组合

ｋｔ＜ε
Ａｚｘｙ( )

ｋｔ＞ε
Ｂ ｚｘ( )

ｋｔ＜θ
Ａｚｘ( )

ｋｔ＞θ
Ｂ ｚｘ( )

　注：ω＝
ｌｎ
１－２Ｃ
１－３Ｃ( ) α １＋β( )

ｌｎ２β
，ε＝

２
１
ρ
β－３Ｃβ
２＋２β( ) α １－３Ｃ

１＋β( )
α
β

β１－β( )
１－β
β １－Ｃ( )

α＋αβ
β

，

θ＝

１－２Ｃ
１＋β( )

α
β β－２Ｃβ
１＋β( ) α

β１－β( )
１－β
β １－Ｃ( )

α＋αβ
β

．

当ρ＜ω时，ＵＡ ｚｘｙ( ) ＞ＵＡ ｚｘ( ) ，即Ａｚｘｙ( ) 组
合比Ａｚｘ( ) 组合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高，则选择
Ａｚｘｙ( ) 组合；当 ρ＞ω时，则选择 Ａｚｘ( ) 组合。
进一步分析得出：当ρ＜ω且ｋｔ＜ε时，一般均衡
组合为Ａｚｘｙ( ) ；当ρ＞ω且ｋｔ＜θ时，一般均衡
组合为Ａｚｘ( ) ；当ρ＜ω且 ｋｔ＞ε，或 ρ＞ω且
ｋｔ＞θ时，随着最终消费品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
易 效 率 的 提 升， Ｂｚｘ( ) 组 合 比 Ａｚｘｙ( ) 和
Ａｚｘ( ) 组合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高，一般均衡组
合为Ｂｚｘ( ) 。

比较结构Ｂ和结构Ｈ的角点解和效用，发现

结构Ｈ效用中的２
β １－ρ( )

ρ 一定大于１，则ＵＨ ｚｘｙ( ) ＞
ＵＢ ｚｘ( ) 。最后我们只需对结构Ａ和结构Ｈ进行比
较，如表３所示。

表３　结构Ａ和结构 Ｈ的静态一般均衡和超边际比
较静态分析

参数 ρ＜ω ρ＞ω

子空间

均衡组合

ｋｔ＜υ
Ａｚｘｙ( )

ｋｔ＞υ
Ｈ ｚｘｙ( )

ｋｔ＜τ
Ａｚｘ( )

ｋｔ＞τ
Ｈ ｚｘｙ( )

　　注：ω＝
ｌｎ
１－２Ｃ
１－３Ｃ( ) α １＋β( )

ｌｎ２β
，υ＝

２β
－３Ｃβ
２＋２β( ) α １－３Ｃ

１＋β( )
α
β

β１－β( )
１－β
β １－Ｃ( )

α＋αβ
β

，

τ＝
２１－

１
ρ
１－２Ｃ
１＋β( )

α
β β－２Ｃβ
１＋β( ) α

β１－β( )
１－β
β １－Ｃ( )

α＋αβ
β

．

由上表可知：当ρ＜ω且ｋｔ＜υ时，一般均衡
组合为Ａｚｘｙ( ) ；随着最终消费品交易效率和中间

产品交易效率的提升，达到 ｋｔ＞υ水平时，
Ｈｚｘｙ( ) 组合比 Ａｚｘｙ( ) 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高，
一般均衡组合为Ｈｚｘｙ( ) 。 同理，当 ρ＞ω时，亦
存在两种情况：ｋｔ＜τ时，选择Ａｚｘ( ) 组合；ｋｔ＞
τ，选择Ｈｚｘｙ( ) 组合。

我们从以上超边际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分工

的进一步深化，交易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减少、

交易效率的提高，结构Ｈ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比
结构Ｂ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高，最终演化为多条
产业链模式，即结构 Ｈ。杨小凯虽未明确提出产
业链的相关理论，但其在《发展经济学 ——— 超边

际与边际分析》一书中，有关生产链链条的描述，

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杨小凯的观点是，迂回生产

效果有三种类型：下游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会分别

随着上游产品的数量、种类数，以及迂回生产链链

条个数的增加而增加；分工的演进，贸易依存度、

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程度都会增

加，这会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复杂，生产链的链条种

类数将会不断增加①。多条产业链模式下，企业

内部间、企业间、产业间演变成关系联盟、协同创

新伙伴、产业集群的关系，这一过程伴随着产业链

的不断整合和演化，最终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发

展。

分工是产业链形成和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但

还有两个对产业链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不能忽

视。一方面是政府，政府会通过国家战略、区域经

济一体化政策、产业政策等三个维度引导或制约

产业链的发展。关于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的问

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可被否定②。因此，政

府对产业链发展的影响是一大关注点。另一方

面，市场规则、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影响

着交易效率。在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体系中，分工

网络内部的交易效率会变得很低，当交易成本一

旦超过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分工就会受阻，人们只

好选择自给自足模式。所以，市场环境等因素对

产业链发展的促进或规范作用同样值得关注。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出发，运

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链形成与演化内在机

理，发现分工发展带来新产品、进而形成产业链，

３３１

①

②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１－２９９页。
沈越，张文：《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天府新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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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增加导致新部门的

出现、新的产业链出现。产业链的形成与演化内

在机理有着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也证明了市场

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挑选有效的产业结构及其演

进模式①，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的主

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并非忽视或否定政府的作

用，政府需积极转变职能，以更好地发挥其作

用②。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交
易效率是促进分工、形成产业链与产业链不断演

化的核心因素。就区域内部而言，产业链之间的

深度融合是影响区域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坚持

市场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打破制约区域产

业链协同发展的区域性市场壁垒，充分释放人才、

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活力，营造有利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法律体系、社会环

境，从而提升区域内交易效率，进而促进区域产业

链的不断优化升级。

（２）不断完善交易制度。保护产权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下提升交易效率的必然要求，政府要

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组织和公民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

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按照

“法不禁止的，市场主体即可为，法未授权的，政

府部门不能为”的基本原则，大力减少行政审批

事项、降低制度性成本，严厉惩处垄断行为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区域产业链健康发展。

（３）不断改进交易技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
济中先导性行业，影响到交易范围、交易时间和交

易费用，政府要加快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实现人畅其行、货畅其流③；信息通信技术变革使

网络经济异军突起，政府应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等一系列重
大决策落地，通过提高交易速度、创新交易方式来

提升市场交易效率；教育能够使人们掌握市场交

易的知识和技能，对交易效率影响显著④，政府需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结构

等方面下功夫，增强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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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

ＸＩＯＮＧＬｅｉ１，２，ＨＵＳｈｉｑｉ１＆ＷＥＮＺｅ－ｚｈｏｕ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ｏｄｅｌｉｓｂｏｕｎｄｔｏ
ｍｏｖ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ｍｏｄ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ｅｖｏｌｖｅｓｉｎｔｏ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ｈａｓｉｔｓ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ｕｓｔｏｆｕｌｌ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ｕ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ａｓｔｏ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ｆｒａ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责任校对　刘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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