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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秦朔 

 

一个国家的经济，有顺势而上的时候，也有顶风而上的时候；有机遇

远大于挑战的时候，也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在某些时间和空间挑战大

于机遇的时候。 

在“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的时刻，转的好，就是生机、转机，转

的不好，危机和挑战也可能常态化。 

前不久我在《拒绝无力》一文中提出，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

人都在熬，但彼此无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

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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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主题词就是内卷。 

去年我写的第一篇大视野就是《不内卷》，最近还在不断思考，原本想

写一篇《拒绝内卷》，但通过调研发现，内卷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伴生物，我

们必须考虑如何与之相处，进而突破它，超越它，开辟新空间。 

最近任正非提出的“寒气说”，本质就是，当市场不再向外舒展，而

向内收缩，企业该怎么办。 

如果稍作观察，你会发现很多指标性公司都在强调，把立足点调整到

“以现金流和真实利润为中心”，不再以规模扩张为目标。 

抖音集团去年有很多业务未达预期，其董事长梁汝波今年把“去肥增

瘦”写进自己的关键指标中。他反思了组织的臃肿，要求减少对非核心项

目的投入，大幅降低了招聘计划。他说：“（业务）通过加人可能解决不

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糟糕。” 

中国平安最近宣布，公司标识中的关键词从“金融·科技”回归到 20

年前的“专业·价值”，显然也是对前些年在金融科技、科技金融等方面高

歌猛进的一种调整。 

我们习惯了外展式发展，增量式发展。内卷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和

困难。但如果这就是命运，那抱怨也没有出路。 

以下将从什么是内卷、为什么内卷会长期存在、如何破内卷三个方面

行文，对研究不太感兴趣的朋友请直接跳过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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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内卷？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内卷：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简单重复自

我；组织内耗，抵消彼此的努力；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

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等等。 

最近又仔细看了一些文献，深化了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 1963 年一位美国学者利福德·吉

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的水稻经济时提出的。他发现爪哇农民由于人口压力，

不断增加水稻种植中的劳动投入，希望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但劳动的超

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这就是内卷，或者叫“过密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内卷不是说产出不增长了，而是说单位劳动投入

的边际报酬下降了。换句话说，光是沿用过去的投入方式，不够了。 

与爪哇水稻经济相对应的研究案例，是日本水稻经济。 

吉尔茨的研究显示，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于日本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

速的城镇化，虽然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但伴随新的投入（如化肥、

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了 3 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 

他评论，爪哇水稻经济是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

杂化”，日本水稻经济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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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黄宗智研究了长三角水稻经济。他指出，长三角水稻经济的

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 19、20 世纪的爪哇水

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远超爪哇。由于压力，长三角农业

经济越来越多转入更高一层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

缫丝”的生产。1350 年中国没有人穿棉衣，到 1800 年平民都穿着棉衣。

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

远达不到 18 倍或 9 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  

既然“棉花-纱-布”、蚕丝的劳动投入极大，而产出很有限（相对于

水稻来说），可以说非常内卷，为什么可行呢？因为这些劳动主要由妇女、

老人和儿童来承担，“这些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辅助性劳动力，吸

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农业生产‘家庭化’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农村经济的内卷化，何时才能真正打破呢？ 

黄宗智说，“一直到改革时期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加上计划生育导致

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世纪之交后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 2%，才

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 

黄宗智还研究了小农经济“去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的“东亚模式”，

主要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 

以日本为例，在明治时期，就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确定为协助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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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而后偶然地，在美国占领之下，受惠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

终止了地主经济，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过 45 亩地，并系统组织

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为农民提供有折扣地购买农资、

农产品加工和运输以及小额贷款服务。同时，政府配合这些基层合作社建

立了服务性（而非牟利性）的廉价批发市场（包括冷冻运输和储藏设备），

帮助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连接这一基本问题。在基层合作社的小额金融

服务之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大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额金融服务。 

黄宗智认为，农业经济的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是政府的有效领导和

投入，加上普通农民以及村庄社区的良性配合，既防止了官僚体系内卷化

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也激发了普通农民的自愿，让他们为了自身和村庄

社区的利益而积极投入和参与，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 

以上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理解内卷，有何意义？ 

首先，内卷是一个地方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产业与就业条件等共

同作用的结果，不是谁故意制造的。我们不愿意内卷，但也要有平常心。 

其次，内卷是可以被打破、被超越的，虽然并不容易。 

方法之一是改变投入方式，增加先进生产力要素的投入； 

方法之二是在更大的空间和产业跃迁中解决问题（如工业化、城镇化），

如果只能就地进入新产业，就要有相应的组织模式（如家庭化）； 

方法之三是政府、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包括政府的简约治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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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导向，释放人民的主体性和巨大潜力，以合力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螺旋式

发展。 

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走出内卷的路径也不一样，但只要不

甘心，勇于探索，出路是有的。 

就像埃隆·马斯克，他想的是“如果我的未来不包括置身于恒星之间，

成为一个多星球的物种，我会感到非常沮丧”。既然地球危机越来越频繁，

他干脆把目标放在火星上。 

所以，走出内卷最重要的方法，应该还是创想、创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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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