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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工理论与陕西的分工格局和贸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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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是公认的科技大省、高教大省和人才大省，其高新科技、高等教育、知识创新指数、知识传播指数，以及网络化

水平均居全国领先地位。陕西是自然和矿产资源大省，已探明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各类矿产资源储量价值达47万亿元之

巨。陕西是国防工业大省，拥有雄厚的现代制造业基础。陕西是文化大省，其书法、美术、电影、文学、音乐、教育、历

史、考古等领域的人才和作品都属全国顶尖级水平。陕西是旅游大省，每年有250多万观光客到陕西旅游，也是外国元首

访问量最多的外事大省。然而，陕西却是“经济弱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7年，陕西的GDP近5400亿元，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为9646元，分别居全国第21位和第27位。  

  陕西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科教优势，不但没有率先发展起来，反而成为“经济弱省”。本文针对此悖论，探寻陕

西经济无法腾飞的真正原因，并运用区域分工理论来分析陕西经济发展的分工格局和贸易战略，提出需要建立以外生比较

优势为基础，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主导的分工格局和贸易战略。  

  二、区域分工理论的研究  

  区域分工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在于，能够使各区域充分发挥资源、要素、区位等方面的优势，进

行专业化生产；合理利用资源，推动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各区域的经济效益和

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他认为以有利的自然禀赋或

后天的有利条件为基础，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此理论具有很多科学的成分，但它无法解释区际贸易的全部。1817年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他认为，按“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

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然后通过区际贸易，双方都能取得更多的利益。他更全面、更科学地剖析了区际贸易发

生的原因，但仍是形而上学地从静态研究。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他们提出，在区际贸易中，一区域

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丰裕度决定的。故一区域应当尽量分工生产并输出该区域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产品，输入

该区域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产品。此理论更加贴近国际贸易现实，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大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大

前提下进行具体论证的，但其实现条件过于苛刻，只要其中一个假定发生变动，这一理论的根基就会遭到破坏，从而给理

论的实际运用带来困难。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

确定分工格局和发展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它缺乏用动态和内生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分工与贸易格局。因此，对

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而言，如果一味地单纯以自己外生的成本和资源比较优势来确定分工格局和贸易结构，就有可能

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并且不具有竞争优势，所以，需要强调从动态和内生因素的角度来确定分工

格局和贸易战略。  

  三、陕西的分工格局  

  陕西根据其各地区的特点，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开发并发展各区域的经济，主要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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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陕北。全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超过47万亿元，居全国之首。煤炭探明储量

1643亿吨，石油探明储量10亿吨，天然气预测储量6--8万亿立方米。神府煤田是世界上少有的低磷、低硫、低灰、高热量

的优质环保动力煤田。陕北有条件成为我国本世纪现代化建设重要的能源接续地。陕北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建设国家

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为重点，跨越发展。  

  生态资源。陕南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应以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为重点，突破发展。进一步理

清陕南的发展思路，制定陕南开发规划，大力发展现代中药、生态旅游、绿色食品产业，积极开发水电资源，打响“陕南

绿色品牌”，有序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依托现有基础，加快工业发展。紧紧抓住高等级公路和铁路复线等基础设施建

设这一突破口，使陕南成为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热点地区。  

  文化旅游资源。陕西是中华民族文明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曾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西周到唐

朝有14个王朝在这里建都，长达1100多年，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陕西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境内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中国之首。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兵

马俑、唯一珍藏佛祖指骨舍利的法门寺、西安古城墙等驰名中外。陕北黄土高原、陕南山水风情令人神往，西岳华山、壶

口瀑布、秦岭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景观独具特色。  

  以上三点均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陕西的发展应以其为基础，在发展的同时注意保

护现有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逐渐培养深加工产业，使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科教资源。陕西科教优势明显，科教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航空、航天、机械、电子、农业等领域重要的科

研和生产基地，也是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全省有普通高等院校52所，民办高校57所。以西

安、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骨干的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已经形成。其中西安高新

区是中国首批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杨凌示范区是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均跻身于国家重

要支持的五大高新区之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把陕西作为建设重点，进行了大规模投入。“一五”、“二五”和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陕西摆了一批骨干项目，已形成以机械、航空航天、纺织、电子、医药、能源、食品为主体，

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军工企业规模居全国第一。因此，关中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和制造业优势，以内生因素为主

导，以建设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重点，率先发展。  

  根据上述特点，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竞相发展，确定了陕西的分工格局，即陕西的四大基地：关中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西安，宝鸡，杨凌，咸阳，渭南）、陕北能源化工基地、陕南现代中药基地和渭北绿色果品基地。  

  四、陕西的贸易战略  

  在对外贸易上，既要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发挥自己的优势，又要注意规避比较利益陷阱，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可持

续的，并且具有强竞争优势的贸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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