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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卷”和“躺平”以互联网话语为外在表现，以新时代为叙事发展背景，实质上是青年群体在一定时

期内的社会心态和亚文化的反映。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这一社会心态和亚文化表现符号深刻反映了一定

的社会现实：社会加速发展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频共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新时代消费理性观念

交织碰撞；宏观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青年微观环境下的评价机制双重叠加；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

发展的发展要求与人才竞争大多仍在传统行业开展造成人才的错配，由此共同导致了“内卷”和“躺平”

的矛盾交织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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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er volume” and “lying flat” take Internet discourse as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and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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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background of narrative development, which is essenti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mental-
ity and subculture of young group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
tic history, this social mentality and subculture expression symbol deeply reflect a certain social 
reality: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sonates with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the values of consumerism and the concept of consumer rationality in the new 
era are intertwined and collide;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macro society and 
the micro.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double superimposed;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ompetition are still 
carried ou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resulting in the mismatch of talents, which together lead to 
the intertwining and change of “internal volume” and “lying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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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青年社会心态

作为一段时间内青年群体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把握青年社会心态变

动的内在机理和外在逻辑，对于引导青年正确的价值追求，提升青年的精神状态尤其是涵养青年的担当

奋斗精神，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以近两年青年社会

心态中极具代表性的“内卷”和“躺平”及二者的交织、互动和变迁为研究对象，探寻影响青年社会心

态及其变迁的多方面因素，以便找到优化青年社会心态结构、引导青年正确价值追求，防止青年社会心

态走向病态或极端情形的有效途径，涵养青年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2. “内卷”和“躺平”的历史脉络及现实图景 

2.1. “内卷”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图景 

“内卷”最初是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使用，常写为“内卷化”，指代某一类文化发展到某种最终形态，

既无法稳定也无法转化进而导致其内部复杂化的现象，克利福德·格尔茨将这一名词用于社会学领域，

发展出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描述农业内部“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状况。而后，经由我国社

会历史学家黄宗智等人的运用，成为历史学研究层面的一个概念[3]。 
“内卷”的现实图景则是以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姿态出现，“通过社交媒体的多向传播和与社会热点

事件相关的多元解读引发大众的共鸣”[4]，并演化为一段时间内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2020 年下半

年，某知名高校学生边骑车边看电脑的图片刷屏，随后这位同学被大家称为“卷王”，“内卷”也借助

互联网这一传播平台，从流行于部分知名高校逐渐扩散到在全国各大高校学生、青年上班族等群体，从

学生之间升学竞争的狭义话语内涵扩展到包括各行各业竞争在内的广义话语内涵。总而言之，互联网语

境下的“内卷”强调个体之间竞争导致“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现实，反映的是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体

想要改变现实处境却囿于资源的有限性，从而让自己陷于一种非理性的或“被自愿”的竞争中无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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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态。2022 年整年至 2023 年度 3 月，学界、青年学生、青年网络群体等对“内卷”的讨论热度依然

居高不下。本研究检索“内卷”一词在最近三个月(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的新浪微指数，发现其讨

论度仍然居高不下，1 月 9 日前后热度高达 264 万，而在新浪、百度等检索“内卷”相关讨论内容时发

现，除去对各行各业存在的“内卷”现象的分析和诟病外，部分人提出了“反内卷”等词表达自己对当

下造成“内卷”的现实的无奈，甚至个别人将“润”学与“内卷”直接以因果关系相勾连，提倡以“润”

破“卷”……体现了青年们拥有对现实的高度关怀，但也反映了部分青年群体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

握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盲目的将当下的各类竞争赋予“内卷”的意蕴，造成一定程度上

自身奋斗动力的消解；同时，在“内卷”的因果关系溯源中也产生了较为片面的归因，无法构建关于“内

卷”的完整发展路线，找不到破解“内卷”、重塑健康社会心态、坚定正确价值观的路径。 

2.2. “躺平”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图景 

“躺平”一词在中国的流行源于 2021 年 5 月走红网络的一篇帖子：《躺平即是正义》。该帖作者描

述了自己两年不工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种低消费与慢节奏的生活，他将这一生活方式与哲学家第欧

根尼在木桶里晒太阳、赫拉克利特在山洞里思考相并列，声称“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躺平之后，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该作者因此被网友称为“躺平学大师”，“躺平”也迅速在当代青年人中流行

起来，并进一步生发出“躺平文化”甚至是“躺平主义”。“躺平”在互联网语境下意指“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难以抗争，于是不再渴求成功、主动降低欲望的一种心态”[5]。而事实上，

“躺平”本身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征和一种流行的社会心态，与前几年所流行的“佛系”心态、“丧”

文化等可以说是延续与发展的关系，甚至“躺平”还能追溯到我国古代，例如极其讲究有后为大的古代

人竟然也有“贫民不举子”的无奈式“躺平”，大诗人李白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

自我安慰式“躺平”等。以“躺平”为关键词检索新浪微指数，在 2022 年的最后三个月，该词的热度虽

然相较于其首次提出并在互联网上流行的热度有所下降，但仍然有着较高的讨论度，10 月下旬还保持了

最高接近 60 万的热度，11 月仍然保持有 20 万到 50 万的热度。与此同时，本研究在新浪检索与“躺平”

相关的讨论内容发现，在 2022 年下半年，青年们对“躺平”由原先基于个体发展层面上的思考上升到了

社会、国家政策措施层面的整体性把握，对“躺平”的主体内涵的理解也从以个体和小部分群体为主扩

展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实际上更深刻体现了“躺平”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和社会心态对于社会现实的

具象反映，高度彰显了个人和社会的辩证统一。 

2.3. “内卷”和“躺平”的现实交织图像 

从时间线上看，“内卷”在互联网上传播和流行的开始时间是在 2020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而关于

“躺平”流行的时间则通常溯源到 2021 年 5 月下旬《躺平即是正义》一文的发布。也就是说，“内卷”

和“躺平”的出现时间前后相隔 8 个月左右，总体上，二者生发的时代背景是大致相同的。 
从对概念的内涵和本质的理解上，“内卷”和“躺平”有着基于竞争和文化形态上的相关性。“内

卷”泛指过度竞争或非理性竞争导致的努力的“通货膨胀”现象，“躺平”则泛指一种不努力、不作为、

不反抗的生活态度，其概念解释尽管有所不同，即“内卷”是对过度竞争所造成的结果的描述，“躺平”

则是对过度竞争造成的某种态度的描述，但究其本质，“内卷”和“躺平”都无法脱离社会竞争这一现

实背景而单独存在，都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于一定的社会竞争的心态，而这两种

心态都以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姿态存在和发展，共同构成了后疫情时代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从二者可能产生的影响上，“内卷”造成的无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青年群体的奋斗意志，“小

镇做题家”就是首当其冲会受到此类影响的群体，如果无法理性看待“内卷”这一现象，就会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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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躺平”这一生活模式，甚至完全丧失奋斗动力；而“躺平”这一生活模式如果不加以引导，也终将

部分甚至完全消解青年奋斗动力，二战后的“英国病”和 21 世纪的韩国“N 抛世代”就是典型例证。 
综上所述，尽管“内卷”和“躺平”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两种不同的亚文化形态，但其

生成背景大致相同，本质都是对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尤其是对社会竞争现实的反映，且其消极走向也

在很大程度上有所重合，因而呈现出一种相互交织的现实图景。 

3. 从“内卷”到“躺平”的社会基础：社会加速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频共振 

基于外在表征而言，“内卷”、“躺平”的生发以及从“内卷”转变为“躺平”这一过程似乎只是

青年群体们一时宣泄和呐喊的开始和结束，互联网世界瞬息万变，信息庞杂，下一秒青年们就会被其他

事物所吸引，开始新一轮的宣泄和呐喊。然而，青年们宣泄和呐喊的口号之变，并不意味着其中变化的

内隐逻辑也随之嬗变，宣泄和呐喊的一时消沉，也并不始终代表引发宣泄和呐喊的根源问题的解决。“人

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

在的改变而改变”[6]，“内卷”“躺平”以及从“内卷”到“躺平”的交织和变迁，以其本身所具有的

文化属性和心态表征符号性质，深刻反映着社会现实。 
社会加速发展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频共振，造成“内卷”和“躺平”的矛盾交织和变迁。现

代社会是网络化、信息化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似乎都被安上了一个“加速键”按钮，每个人都主动地

或被动地被时代的急流不断往前推。主动的人或基于其对个人理想的追求、或基于对生活水平更进一步

提升的诉求、或基于本身的奋斗精神等而在时代的洪流中努力拼搏，被动的人或害怕无法完成任务、或

害怕生活水平下降、或担忧自身被时代抛弃，也被裹挟着往前。然而，由于社会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原有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优胜劣汰的法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和触目惊

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焦虑日积月累，一面是想要争取有限的资源必须在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的固

有奋斗模式，另一面却是过度竞争和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条件下更多的努力换来的只是更少的收益的现实，

在这两重矛盾的发酵下，个人工作和生活压力显著增强，从而造成了许多青年人一边不得不通过“内卷”

企图获得稀少的资源，另一边又苦于“内卷”的巨大压力和收益降低性，为消解心中愤懑，批判“内卷”，

高呼“反内卷”和“躺平”。 

4. 从“内卷”到“躺平”的观念逻辑：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新时代消费理性观念的 
碰撞 

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新时代消费理性观念的碰撞，提供了“内卷”到“躺平”的观念逻辑。消费主义

是指“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把消费视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标唯一实现路径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

念”[7]。实际上，消费主义是资本为解决自身内在供求矛盾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扭曲的消费观念，它导致

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盲目追求名牌、档次、精致、奢侈的异化消费方式”[8]，为了支持这一种纯粹

为满足物质欲望的消费方式，青年们陷入功利化的对自身提升无意义的“内卷”中。然而，随着新时代

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和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青年们更为注重追求消费的质量和精神上的满足，使得

消费主义开始暴露其本质，青年群体们在切身体味非理性购买、透支消费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大于愉悦

的事实中，逐渐从消费主义中超脱出来，转向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更为理性的看待消费什么、消

费多少和如何消费的问题。就消费这一观念的转变来说，从为满足物欲的无意义“内卷”中超脱出来的

暂时的“躺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青年群体放慢脚步，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思考自己的生活方

式进而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积极地、正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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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内卷”到“躺平”的加剧：主要矛盾的转变和评价机制的单一性的双重叠加 

宏观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青年微观环境下的评价机制双重叠加，加剧了青年在“内卷”和“躺

平”中的矛盾交织。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这一矛盾的转变在青年身上表现的极为显著：当代青年

兴趣广泛，学习能力极强，乐意广泛学习一切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并有相当程度自己的创新意识。他们

在家境上也普遍较为殷实，家庭和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相较于其他年龄层次的群体，青年更注重精神上

的满足和心灵上的闲适，更加强调幸福感、满足感，自然他们对于低水平的、边际效应递减的无意义的

“内卷”有着高度的不认同。然而，青年所处的教育环境评价机制仍然是较为片面的，尽管当下评价机

制的设计更为全面，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务虚不务实的情形，如仍然以论文数量、学

习成绩等为主要衡量标准，而对于其他的素质仍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因而，青年们在这种环境

中，被动的在对标“内卷”、消极“躺平”之间进行选择，或者不自主的在“内卷”和“躺平”之间徘

徊，而这种徘徊会导致青年的极度痛苦，最终逐渐导致其奋斗精神、担当动力的消解。 

6. 从“内卷”到“躺平”的实践逻辑：新发展阶段人才资源配置的矛盾 

“内卷”是资源有限性和需求无限性矛盾的产物，但根源更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实际。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更强调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对人的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的要求成为核心要求，而另一方面，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正常的生产生活被打乱，传统行业下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失业人员数量增多，

这些人的再就业仍然局限在传统行业，这就使得传统行业过度饱和，出现人力资源的堆积和闲置；与此

同时，部分青年从以往敢于、勇于跳出舒适区，到各个新兴行业闯、拼、干的个人奋斗的强大动力被消

解，国企、政府、事业单位等则被普遍认为更稳定、更有保障、生活水平更高的工作而成为青年人才竞

争的高地。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人才的稀缺和广大传

统行业及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工作中人才的过度竞争的强对比画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内卷”实质上并不是全行业的过度竞争，也不是高水平的过度竞争，部分人所谓的以“润”破“卷”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内卷”不仅仅是努力程度的问题，而是努力方向还没有适应社会转型提出的高质

量发展要求的问题，当这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一本质，自身奋斗动力消解，最后也只能无奈“躺平”。 
社会心态作为青年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的重要指向牌，把握青年社会心态的动向和矛盾交织的规律，

是我们了解青年、走进青年、关怀青年的必要前提和重要途径。“内卷”和“躺平”的生发、矛盾交织

和变迁，深深扎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呈现出“于细微处见知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以小见大的叙事

图景。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内卷”和“躺平”交互变迁的成因，把握影响青年社会心态动向的环节和

因素，并基于此理性、全面、客观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培育青年奋斗精

神，更好地淬炼青年担当时代重任的责任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灵魂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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