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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走出““内卷内卷””，，别别让分蛋糕的人更累让分蛋糕的人更累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当下备受关

注的话题——“内卷”式竞争。先来看

几个令人深思的案例：

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场前所未

有的价格震荡。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近期宣布的限时促销政策引发资本市

场对于车企利润的担忧，港股比亚迪股

份 5月 26日单日跌幅超 8%，带动吉利、

长城等传统车企及理想、蔚来等新势力

股价全线跳水，A股汽车板块市值单日

蒸发超千亿元。这场价格战的背后，暴

露出汽车行业严重“内卷”、竞争失序，

增收不增利的结构性矛盾。

再看外卖行业的“三国杀”。“百亿

补贴”“千亿助力金”等大促轮番上阵，

算法将送餐时间压缩到极限，骑手为躲

避超时处罚在暴雨中闯红灯，商家被迫

用劣质食材维持利润。这场“补贴狂

欢”的背后，是整个行业未来的透支。

“内卷”式竞争，本质是什么

“内卷”一词最初是人类学的学术

名词，美国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文化形态

演绎，后被学者引入对20世纪印尼和中

国华北农业的研究，指无效投入、没有

发展的增长状态。2020年，一张国内某

知名高校“卷王”边骑车边用电脑的照

片，让“内卷”走进大众视野，其含义扩

展为因社会生活领域非理性竞争，导致

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此后，外卖平

台“补贴大战”、企业“形式主义加班”等

现象，都被纳入“内卷”范畴，网络语境

中的“内卷”逐渐脱离原有学术框架，成

为描述“无意义内耗”的语言符号。

从经济学视角看，“内卷式竞争”的

本质是经济活动主体为争夺有限资源，

陷入无效或过度竞争，使经济整体效益

低下，难以突破发展壁垒，这正是博弈

论中的“囚徒困境”，是个体理性导致的

集体非理性。以“囚徒困境”小故事为

例，两人都选择坦白，结果都要坐 5年

牢，明明有共同抵赖各判 1年的更好选

择，却因各自算计陷入双输。职场中，

有人加班，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加班，整

体效率却未提升；学生补课，个别学生

提分演变成全班补课，分数排名没变，

所有人却更累。这些都表明，“内卷”本

质上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翻版，每个

人理性计算“不这样做就会吃亏”，却共

同把竞争推向“边际效益递减”的深渊。

“内卷”如何影响经济与社会

经济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主要表

现在企业端和政府端。

企业端的“内卷”以同质化和低效

率竞争为主要特征，呈现“技术路线趋

同+规模盲目扩张”模式，最终陷入“量

增利减”的恶性循环。以汽车行业为

例，当同行技术路线趋同，产品独特性

缺失，消费者选产品往往只看价格，企

业只能互相压价，甚至“赔本赚吆喝”，

压缩行业利润。看到同行靠低价卖出

量，其他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导致供远

大于求，库存积压，企业继续降价“清库

存”，利润进一步缩水。

短期来看，降价使销量上升，但每

辆车利润变薄；长期来看，企业为维持

销量继续降价，甚至“减配”压缩成本，

导致产品口碑变差，消费者更不愿买高

价产品，形成死循环。而且，企业没钱

投入研发，利润被价格战吃掉，技术长

期停滞，产品永远同质化，困在“拼价

格”的泥沼里。

政府端的“内卷”表现为地方保护

主义“隐形化”和招商引资的“四集

中”。“四集中”指集中在相同产业招商，

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同质化；集中比拼政

策优惠，忽视成本与风险；集中引进“大

项目”，忽视中小微企业；集中“招项

目”，缺乏“管项目”的可持续机制，损害

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

“内卷”式竞争给经济社会带来诸

多危害。它以牺牲产品质量、抑制技术

创新和破坏产业生态为代价，看似让消

费者短期受益，实则削弱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最终代价

的承担者。

“内卷”式竞争，如何破局

翻开历史长卷，“内卷”式竞争的困

境并非现代社会专利。中国古代科举

考场，尤其是明清两朝，每年几十万考

生争夺百个进士名额，有人70岁还在考

场上颤抖着写文章。整个社会的智力

资源被锁死在“代圣贤立言”的框架里，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被视为旁门左道，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无人问津，连康熙

皇帝喜爱的西方科技，也只当是宫廷

“玩具”。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依赖分封

制，土地和爵位有限，骑士阶层以军事

荣誉为核心价值，贵族间频繁爆发私

战，消耗大量资源却未产生实质领土扩

张，骑士精神演变为仪式化竞争，导致

军事技术进步停滞。

然而，历史也留给我们有益启示。

欧洲文艺复兴，有人跳出宗教注释的牢

笼，重新审视古希腊罗马的智慧；中国

唐宋变革，科举放宽门第、商业突破市

坊，让新鲜血液注入体制。这些时代走

出“内卷”，都始于打破规则。今天的我

们，应从古人的困境中懂得，真正的发

展不是在同一个锅里抢更多的粥，而是

一起把锅做得更大；不是把别人挤下

去，而是让更多人有机会跳出原有的赛

道。

对于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信号

明确、态度坚决。2024年 7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

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

点任务时再次强调要“综合整治‘内卷’

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今

年 3月，“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系列举措，彰

显了国家根治“内卷”、引导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

站在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这些年

“内卷式”竞争的出现，并非个体行为突

变，而是由宏观经济背景、体制机制问

题和技术发展规律综合影响所导致

的。短期来看，国内需求不足是首要因

素。以去年为例：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仅3.5%，甚至低于

2019 年的水平；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10.6%，连续3年负增长。内需疲软抑制

企业利润增长与居民消费意愿，导致供

给相对过剩。第二点是外需不确定性

高。尽管我国出口保持增速，但美国政

府的关税政策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在

“抢出口、以价换量”模式下，产业链脆

弱性凸显，海外市场承接能力下降，企

业产能消化压力剧增。第三是新兴产

业的供需错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里

程焦虑等问题导致需求释放缓慢，而

2020年前后产能快速扩张，短期内供过

于求。

长期来看，要素结构转变方面。

2010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比达 74.5%峰

值后下降，近几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

下降，总人口连续3年负增长，劳动力相

对稀缺；同时资本出现过剩，企业资本

收益边际递减。这导致需求下行、生产

能力过剩。其次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

变。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主体从房地

产转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从投资拉

动转向消费、创新驱动。这种转变带来

摩擦性失业，冲击居民就业和收入，造

成需求不足。

我们必须明确，千万不要混淆“内卷”

式竞争和真正竞争的区别。“内卷”式竞

争的本质是在存量市场中“让分蛋糕的

人更累”，而真正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

灵魂，是让“蛋糕变大”，做增量。所谓

反“内卷”并不是反对努力，而是倡导将

努力导向创造价值、做大蛋糕的方向。

田轩 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

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

讲席教授，复旦管理学杰

出贡献奖获得者。兼任

深交所第一届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委员与并购重

组委委员、中国证监会第

六届并购重组委委员和

世界银行咨询专家。主

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

企业创新和创业投资，成

果多次发表于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连续多年入选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入选“2024年度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

多篇论文累计150余次位

列全球前 1%高影响力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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