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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很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基于这个考虑，本书将运用所有权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做一次力所能及的探讨，指出为
了实现中国的富国之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进行改进的问题。
        不过，必须要提醒的是，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和观点都是通过探讨得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说人们
应该这么去做。
对于这一点必须很明确：经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人类活动之一。
选择这样去做会有这样的所得和代价，选择那样去做会有那样的所得和代价。
这种得失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社会位置而变化。
　　本书聚焦于中国经济的细胞中的所有权形态，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得到，怎样从传统的所
有形态过渡到发达国家的所有形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课题，这样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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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大川，1957年生于合川县柒家巷（原四川省，现重庆市）。
2003年获日本庆应大学商学博士学位。
现供职于日本国际金融中心（F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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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多余劳动和经济发展：　　是什么拖累了我们？
　　在落后国家中多余劳动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产生了发展近代工业，逐渐地把多余劳动吸
收掉的经济理论。
可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量的多余劳动不仅在农业，而且在工业和服
务业也普遍地存在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至少可以从两点去追究根源。
第一，多余劳动的增长速度太快。
第二，工商业发展的速度太慢。
结果是多余劳动的增长速度高于工商业发展的速度。
多余劳动的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人口的快速增长，工商业发展速度太慢的直接原因可以追
溯到资本积累不足、资本使用效率太差、社会需求不足等等。
但是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呢？
为了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这里不妨把复杂繁琐的议论放在以后去进行，首先跳出一般的看法，从新的
角度去进行探讨。
　　如何处理多余劳动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经济问题。
“处理”意味着对其后果找出解决办法。
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杜绝隐患”的思维方式，必然要问，为什么多余劳动会发生呢？
如果不让多余劳动产生，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事实也许就是如此。
　　多余劳动决不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
要么是失业劳动者，要么就是“三个人干两人活儿”。
我国政府一贯强调控制失业率，所以多余劳动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后者的形式存在着。
也就是说，农村家庭经营、工商服务业家庭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机关、学校等等经济组织作
为不可推卸的义务，都必须保障多余劳动者的“劳动的权利”。
这种“劳动的权利”实际上意味着多余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即“自然权”。
　　从我国经济史来看，虽然也有政府分给农民土地，让他们“耕者有其田”的时候，但更多的情况
是，农民家庭自身哪怕耕地很少，也决不会让他的子女“失业”。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多余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的发生，与其说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还不
如说是各个经济组织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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