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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庆阳

如何建制度如何建制度破除破除““内卷内卷””式式竞争竞争

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导报：什么是“内卷”式竞争？它与正

常的市场竞争有何区别？

陆铭：“内卷”式竞争是一个经济学概

念，它描述的是一种集体非理性的低效的

竞争状态。它不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在

“内卷”式竞争中，企业之间相互压价，试

图通过降低价格获取市场份额。然而，这

种压价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增加销量，但

并未带来行业整体利润的提升。相反，它

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下降，因为

企业为了维持低价，不得不削减成本，包

括研发投入和产品质量提升的成本。这

种竞争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囚徒”困境，每

个企业都在试图通过压价获取竞争优势，

但最终的结果导致整个行业的效益下降，

创新动力不足。

张鹏：从企业行为角度看，正常的市

场竞争和“内卷”式竞争有着明显的区

别。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通过技术

创新、产品差异化、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

获取竞争优势。例如，一家企业可能会通

过研发新技术提高产品的性能或者通过

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成本，从而在价格和质

量上取得优势。这种竞争方式有助于资

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鼓励企业不断改进

和创新，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

效率提升。同时，正常的市场竞争也促进

产业良性发展，因为企业之间竞争是基于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不是通过不正当手

段获取市场份额。

导报：光伏等行业出现“价格战”、阶

段性供需失衡现象，是否意味着“内卷”已

从个别行业蔓延开来？

陆铭：是的。在中国，“内卷”式竞争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政府之间

的“内卷”，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保护

本地企业争夺项目和投资；另一种是行业

内部企业间的“内卷”，通过相互压价来竞

争。这两种“内卷”式竞争都与制度和法

律执行不完善有关。如果不扭转这种情

况，“内卷”式竞争会不断出现，从过去的

彩电行业到如今的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

业，都深受其害。

张鹏：近年来，计算机等几大行业“内

卷”式竞争程度较高，既有高端行业也有

传统行业。在当前大变局下，如半导体产

业就面临“内卷”加剧的态势，产品同质

化、技术竞赛白热化、“价格战”等问题突

出，这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随着新兴技术发

展，产业需求快速增长，市场竞争也日益

激烈，出现“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为了

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不断加大投资，试图

通过扩大产能降低成本。然而，这种盲目

扩张导致供需出现阶段性失衡，产品价

格下降，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同时，

由于企业之间的技术同质化严重，缺乏差

异化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竞争。这

种“内卷”式竞争不仅影响了半导体产业

健康发展，也对整个经济生态造成了负面

影响。

他山之石

导报：欧美在工业化后期是否也经历

过类似“内卷”？它们的应对措施对中国

有何借鉴作用？

陆铭：与国内的“内卷”式竞争有所不

同，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多是国际竞争。不

过，欧美国家的行业协会在协调行业竞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中国学习

的地方。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加强行业

协会的作用，让龙头企业牵头，形成行业

共识，同时政府给予引导、扶持和培育，共

同规范行业竞争行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行业协会在协调

企业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

汽车行业中，美国汽车制造商协会通过制

定行业标准、协调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

避免了恶性竞争。这种行业协会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了整

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可以借鉴这种

经验，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让行业协会

在协调企业竞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

行业协会的协调，企业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共

同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导报：相对而言，当下中国为何“内

卷”表现突出？

陆铭：这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和考

核体制有关。以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为

例，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大型制造业项

目，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优惠地价、

税收减免等。这些优惠政策虽然在短期

内吸引了企业投资，但从长期看，却导致

了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的分割。例如，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某一家企业，提供了低

价土地，但这家企业可能并没有充分利用

这些土地资源，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同

时，这种优惠政策也使得其他企业难以进

入本地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分割和

恶性竞争。

徐洪才：具体而言，地方招商存在同

产业、拼政策、抢大项目、重招轻管现象，使

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

员，这种角色冲突导致了营商环境的恶化，

助长了“内卷”式竞争。政府应该减少对

市场的直接干预，更多发挥引导作用，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倾向于

集中发展某一产业，通过拼政策、抢大项

目吸引企业。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

能会带来一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却

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例如，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某一家大型企业，提供

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而其他企业则难以获

得同样的待遇。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对当地

经济生态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何建制度反“内卷”

导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

否从根本上减少区域间的恶性竞争？

徐洪才：首先得从法律角度出发，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对各级政府

的各种“土政策”、优惠补贴政策进行彻底

梳理，取消那些不一致的政策。比如，统

一税收政策，不能一个地方税收 25%，另

一个地方私下只收 15%。同时，要建立惩

戒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让企业不

敢轻易破坏市场规则。另外，还要引导各

级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新，而不是

在优惠政策上相互攀比。

张鹏：我同意这一建议。要深化改

革，建设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修

订完善涉及产业扶持、创新支持、资金引

导、税收优惠、科技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法

规，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

畅流动、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这样一方面能降低企业成本，引导企业将

精力集中在主业经营、技术创新、产品研

发等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产品和

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推动市场监管

公平统一，从根本上防止“内卷”式竞争。

导报：如何通过耐心资本引导企业从

“价格战”转向研发投入？

陆铭：当前耐心资本存在一个问题，

从所有制角度看，有政府基金、民间基金

和境外资金3种。现在政府基金占比越来

越高，而民间和境外资金相对越来越少。

对于一些自身回报不高、外部性很强、需

要大规模投资的项目，政府投资是可以

的。但对于风险较高的投资，政府资金往

往更看重单项目的回报，对亏损的容忍度

低，这就影响了上述 3种耐心资本对创新

的推动作用。所以，要鼓励民间资本和国

际资本进入创新领域投资，应鼓励资本市

场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国有资本。因为

带有科创性质的投入风险大，事前很难判

断哪个投资能带来回报，可能投10个项目

亏损 9个，但成功的一个项目回报可能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

徐洪才：关键是要有长期主义，无论

是政府还是企业。政府不能急功近利，要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把竞争性政策置于

基础性地位。过去那种给优惠、给补贴的

产业政策，破坏了公平竞争，也不符合国

际惯例。其实，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补

贴政策，但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国内，我们要“一碗水端平”；在国际

上，我们也可以适当给一些产业补贴优

惠，培育竞争力。但总体来说，还是要减

少对补贴的依赖，让企业通过自身创新和

竞争力来发展。

导报：“内卷”导致劳动者“越忙越

穷”，该如何破除这一现象？

陆铭：这种现象在中国确实存在。从

国内看，这种方式既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

平提高，也不利于消费，还制约了服务业

的发展。劳动者忙于工作无暇消费，而服

务业发展需要更多时间来消费。所以，要

加强劳动者的保护，加班工资要付到位，

企业也要思考员工低效的加班是否必

要。同时，国家层面要通过制度建设减少

这种低价竞争，进行结构性转型。要优化

休假制度，保障法定节假日，通过灵活休

假、带薪休假、错峰休假等方式释放人们

的时间，促进服务消费。

徐洪才：中国制造业转向“技术+品

牌”竞争，关键是要提升创新能力。我们

的教育体系需要改革，培养创新人才。同

时，企业要树立长期主义，不能急功近

利。要形成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避免那

种过度加班、低效率的工作方式。政府也

要在规则制定上引导企业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鼓励创新。比如，有些企业可以尝

试实行 4天工作制，让员工有更多时间休

息、学习、消费，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

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成本优

势到技术、品牌优势的转变，摆脱对低价

出口的依赖，迈向高质量发展。

2024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整治“内卷”式竞争的

重要性，目前相关整治工作已在多领域开展。然而，整治“内卷”式竞争

仍存在企业短视及地方政府招商、监管短板等问题，需通过制度创新与

智慧治理，平衡政府与市场作用，以法治与质量升级引领产业突围。中国

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特邀3位专家，探讨“内卷”式竞争

的表现、成因及其危害，并提出综合整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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