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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分工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本文运用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我国关于分工理论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时间演变进行分析,并探讨各领域研

究中的应用情况,研究发现其在产业发展、企业管理、区域经济等方面均有涉及。最后,展望分工理论研

究的新趋势,未来的研究应当持续推进跨学科的探索,并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以开拓新的研究视

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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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economics.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source 

of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time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in 

China, and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t is involved in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regional economy. Fin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trends in the research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nd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open up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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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分工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始终是推动社会

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关

于分工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该时期柏拉图和

色诺芬均对分工进行探讨,他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分工对于政

治体系的影响上。然而,将分工理论系统地引入经济学讨论的是

亚当·斯密,他《国富论》中深入分析了劳动分工如何有效提升

生产力,为该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石。但是,他主要针对经济效

益进行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分工可能给个体劳动者及社会带来

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结合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

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分工理论,将其与社会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所有制和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而

鲜明的分工理论。马克思不仅仅关注分工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

还细致剖析了分工与私有制、阶级结构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强调分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分工理论的起源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古希腊时期的

初步思想,到亚当·斯密的系统论述,再到马克思的深化和发展,

其不断发展,并被应用到了不同领域的研究中。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全面梳理并分析了国内关于分工

理论的研究动态及其随时间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可

视化处理,探讨其现阶段的研究状况及其在各领域研究中的应

用情况,对其研究新趋势进行概括,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 

1 国内分工理论的应用 

1.1分工理论的研究情况 

关于国内分工理论的应用情况,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进

行分析。在知网中将主题词设置为分工理论,文献类别为CSSCI 

(含扩展板),时间选择2000年至2024年,最终筛选得到101篇文

献,导出作为数据来源。在Citespace软件中将节点选择关键词

运行,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分工理论研

究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角度,比如,马克思、劳动分工、经济增长、

社会分工、交易效率、专业化以及生产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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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前面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聚类可得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2),从图中可知当前研究共有六个大聚类,分别是数据要素、马

克思、交易效率、生产力、管理学、机理。聚类间的连线表示

共现关系,连线越多表明联系越紧密,因此从图中可以看出分工

理论与交易效率、管理学等聚类间存在显著关联。 

 

图2 国内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从图2中可以看出分工理论作为核心主题,关于它的研究

包含了其对生产效率、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影响。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领域,学者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经济中的应

用,如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与经济批判；交易效率则探讨通过

分工、合作和技术创新提升交易效率的重要性；生产力方面聚

焦于行业或企业内部的分工模式及其对生产率和组织结构的影

响；管理学视角涉及管理理论、实践与教育,包括课程设计与职

业教育如何提升组织效率；机理这个聚类探讨产业化过程中的

机理,包括分工、专业化和技术创新如何推动产业的现代化和机

械化。 

1.2分工理论研究的时间演变 

将关键词共现图谱选择时间视图,可得关键词时间线图(图

3),图中可以看出关键词随时间的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趋势。从一

开始的分工理论到2005年的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从2010年的

马克思和交易效率到2020年管理学出现,其关键词不断发生着

变化。 

 

 

图3 国内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 

1.3分工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关于分工理论主要应用在产业发展、企业管理、区域经济

以及其他领域方面,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分工理论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在农业中,基于分工理论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一体化经营模

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如王京安、罗必良(2002)基于分工理论对农

业产业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最理

想的方式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农业和农村经济重新走上

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道路[1]。在工业方面,分工理论的应用有助

于产业升级,袁冬梅等(2023)从分工理论的角度分析产业升级

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2],吴易浩(2024)对工厂内部的分

工进行深入研究[3]。物流分工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周汩和肖卓

(2007)指出,分工优化能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扩大市场容量并提

升效率[4]。 

分工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内部控制制度效率与分工

和控制权配置密切相关,分工可以优化企业的内部控制,林钟高

和徐虹(2009)发现分工技术效率影响内部控制。企业技术创新

模式选择受分工演进和交易费用影响[5],赵宇新(2009)研究得

出,企业通过对比内外部创新成本和收益差额来选择内部或外

部创新模式[6]。企业组织结构演进机制基于分工理论和交易费

用理论,李辉和刘文超(2007)研究认为,分工和协作可以催生新

企业[7],王斌(2006)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嵌入理论和能力分工理

论,分析企业之间的动态网络关系以及运行程序,进而构建互动

关系模型[8]。 

分工理论在区域经济中的应用。区域经济成长实质可用分

工理论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动态变化受分工演进推动的市场网

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发展影响。聂辉华(2002)利用新兴古

典经济学解释劳动分工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9]。作者进一步

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

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

原因。也有学者从城市圈角度研究分工,张平和李秀芬(2010)

基于分工理论构建城市圈层级结构,为区域规划提供依据[10]。 

分工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情况。可以运用分工理论解释

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陈文华(2010)从涂尔干的分工理论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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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初民社会解纷机制[11]。也有学者从分工的角度对人工智能

进行研究,韩海雯(2016)研究微观层面的人工智能产业建设,认

为应促进智能机器大工业分工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提出应形

成更高级的社会分工形态以应对智能机器带来的变革[12]。 

2 分工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国内分工理论研究已在多个维度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紧

跟新形势深化研究。潘刚(2008)在总结国内分工理论的研究进

展时指出,无论是在分工理论的历史演变,还是在分工一般性问

题、企业内部分工以及分工研究多维度探讨等方面,都已取得了

具有代表性的成果[13]。 

当前研究中跨学科融合研究是拓宽理论边界、推动知识创

新的重要路径。分工理论作为经济学、原理学以及社会学的重

要理论,通过这些学科的融合研究可以拓宽分工理论的研究广

度,并深化其理论内涵,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提供理解

和应对支持,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方面支撑。 

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分工理论不断为

新经济现象的出现提供理论支撑,其中许多学者运用分工理论

来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3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分工理论与其他研究紧密相关并形成了多

个聚类。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阶段的研究内容不断演进。分工理

论在产业发展、企业管理、区域经济等不同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展现了分工理论在推动各领域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分工理论的

研究需紧跟新形势的发展,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分工理论进

行深入分析；第二,推动跨学科融合,将管理学、经济学等多

学科与分工理论相结合；第三,运用数字经济来深化对分工理

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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