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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

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

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现象。

这一重要指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明确指引。当前，研究“内卷式”竞争

现象，有效实施综合整治，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内卷式”竞争是一种在资源有限

的环境下，市场主体为争夺稀缺资源

而展开的低效、同质化竞争行为。经济

生活中直接表现为投入不断增加，但

产出却未同步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之间的低水

平价格战。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企

业往往通过恶意降价、低质仿造等手

段排挤竞争对手，导致利润空间被压

缩，创新动力不足。部分企业甚至不惜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陷入“囚

徒困境”，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

行业内部竞争无序、生态恶化。多个行

业如汽车、锂电池、光伏等均出现“内

卷式”竞争现象，表现为产能过剩、技

术停滞和市场无序竞争。以新能源汽

车行业为例，部分企业仅仅只是模仿

他人技术，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市场

竞争无序，行业生态恶化。三是地方保

护主义抬头、区域产业同质化。部分地

方政府为吸引投资，盲目跟风热门产

业，导致区域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地方

保护主义加剧。这种“一哄而上”的发

展模式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加剧

了市场分割。

“内卷式”竞争现象的产生是企

业、政府、社会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其根源在于，一是企业的短视行为。部

分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期竞

争力的培养，依赖价格战而非创新来

获取市场份额，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发

展潜力，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生态。二

是地方政府政绩观错位。个别地方政

府为了短期政绩，通过低价土地、税收

优惠等手段招商引资，忽视产业布局

的合理性，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

场分割严重。三是市场机制失灵。市场

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僵尸企

业”长期占据资源，资源配置效率低

下。同时，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不足，也

使得市场竞争环境恶化。四是社会价

值观念扭曲。整个社会对个人成功的

单一化定义（如高学历、高收入）促使

全社会的“内卷式”竞争加剧。

“内卷式”竞争不仅损害企业和行

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社会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人民群众幸福感造成负面影

响。一是企业利润空间压缩，创新能力

降低，企业生命周期缩短，难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最终被市场淘汰。二是行业

整体利润下滑，技术进步停滞，产业升

级受阻，消费者利益受损，行业生态恶

化，市场秩序混乱。三是社会资源浪费

严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成员压

力增大，社会成员幸福感降低，引发社

会焦虑。

对此，我们应站在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采取有力措施，破

除“内卷式”竞争。一要加强政策引导

与监管。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严厉打

击恶意低价竞争、虚假宣传、低质仿造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善市场监管体

系，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监管力

度，确保市场竞争公平、透明。通过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鼓励创新，推动产业升

级。二要推动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政府

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投

入，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政策

引导和市场调节机制，鼓励企业提升

产品和服务质量，引导企业从价格竞

争转向价值竞争。三要优化社会资源

配置。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

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区域间市场壁垒，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动资源优化配

置。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简化市

场准入程序，降低企业创业门槛。完善

企业破产清算制度，清理“僵尸企业”，

释放闲置资源。加强区域间产业合作，

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实现优势

互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四要提升企

业内在素质。摒弃企业短期利益导向，

注重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提升核心

竞争力。通过产业联盟、技术合作等方

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避免恶

性竞争。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优

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运营效率。

五要转变社会价值观念。加强宣传教

育，引导社会树立多元化的成功学观

念，减少对单一指标的过度追求。完善

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

增强社会整体素质。倡导理性消费观

念，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减少攀比心

理，缓解因过度竞争带来的社会焦虑。

破除“内卷式”竞争，需形成系统性

解决方案，打破“零和博弈”，实现“正和

博弈”。在政策、市场、企业和社会等方

面多维度协同发力，完善政策法规，强

化创新驱动，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社会

观念，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破除“内卷式”竞争
肖 凤

从前，蛇不会捕捉老鼠，就连青蛙

也逮不住，全靠东偷一点、西捡一点东

西填填肚子，因而常常挨饿，有时甚至

饿得睡不着觉。看到猫天天饱吃饱睡，

蛇羡慕极了。

有一天，蛇又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

了，便向猫窝爬去，想乘机偷点猫食充

饥。当发现猫在窝边戏耍老鼠时，蛇有

点心虚了，连忙改口说：“猫先生，我快

要饿死了，请把你手里的老鼠送给我吃

吧！”

猫很可怜蛇，答应道：“好啊，你张

开嘴巴，我现在就送给你！”说着，将老

鼠向蛇扔去。蛇张大嘴巴接过老鼠，用

锋利的牙齿紧紧咬住，然后一口一口地

吞进了肚里。

蛇吃饱后，好奇地问道：“猫先生，

这只老鼠真好吃，是谁送给你的？”

“我自己捉的啊！”猫不屑地回答。

蛇睁大眼睛，惊叫道：“你捉的？真

是太厉害了！”猫觉得蛇的大惊小怪太

搞笑，不想理他，纵身一跃，跳到树上荡

秋千去了。

蛇一边抬着头欣赏猫的表演，一边

试探着问：“猫先生，我想拜你为师，学

习捕捉老鼠，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呢？我现在就教你！”

猫一听说“拜师”便来了劲头，“嗖”地跳

到蛇的身边，毫无保留地向蛇传授了蹲

守、腾跃、猛扑、撕咬等全套捕鼠本领。

学会捉老鼠后，蛇再也不愁吃了，

身体越来越强壮，后代繁殖得越来越

快。随着老鼠的存量逐渐减少，蛇又用

捕鼠的本领捕食青蛙等两栖动物。

不能下水的猫，却日益感到生存危

机。到这个时候，猫才懂得：把赖以养命的

绝招秘术轻易授人，结果“内卷”越来越严

重，并让自己也陷入生活艰难的境地。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中国寓言
文学研究会会员）

蛇 和 猫
（寓言）

陈扬桂

近日，浙江一女子生娃仅5天，没

申请没办理相关手续，却收到了生育

津贴，让全网称羡不已。这是浙江打造

高效政府、注重便民服务，继推出“浙

里办”“省心办”系列举措之后，走心亲

民办实事的又一生动案例。被网友亲

切而形象地称为“无感办”，笔者对此

亦深有感触。

浙江的为民服务真的是走在前

列、敢为人先。无论体现鱼水之情的

干群关系还是体现营商环境的政企

关系，都让网友“浙服”。此前就有好

多暖心事例经网友发布后迅即走红

网络，比如高速公路拖车免费、洗车

店污水乱排不仅不罚款，政府还出

钱出力帮店主装好排水管。这在某

些“以罚代管”“罚字当先”的地方是

不可想象的。从“浙里办”（这里办）

到“省心办”再到“无感办”，正好形

成从“路径明”到“程序简”再到“智

能化”的完美升级，再次印证了浙江

的亲民、为企、“宠粉”都是认真的，

也是动真的，决不是作秀的。难怪网

友惊呼，浙江不强没有“天理”。

“ 无 感 办 ”其 实 不 是 浙 江 的 独

创，它是一种无需用户申请或感知

的智能化政务服务新模式。它最大

的便利就是免申请 、免材料 、零跑

腿。只要是“触发式”场景都适用，比

如生育津贴的领取、退休时住房公

积金的提取、政务审批的办理等。但

浙江把“无感”做到了极致。其他人

还在“化繁为简”，还停留在虽然“免

申请”但要在手机 App 上操作的阶

段，而浙江已经真正服务“到家”了。

这种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

化，实现了群众办事从“人找服务”

到“服务找人”的“大反转”。这才是

真正的“以人为本”，不踢皮球不跑

路，不找关系不求人，不欠人情不送

礼，自然成为人民群众和广大网友

的“最爱”。

相比之下，个别地方的政务服

务，仍缺乏与民共情的换位思考，缺

少为民服务的情怀及敬畏，对群众

诉求“视而不见”“漠然视之”，“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要么一拖再拖，

迟迟不决；要么敷衍塞责，胡乱打

发。像前不久网上很火的关于某电

视问政的案例，某个接听政务服务

热线的“专员”，其实就是一个办事

员，偏偏不办事，抖“官威”，摆架子，

甩脸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百姓表

达正当利益诉求，结果问题没解决，

还闹了一肚子窝心，哪能不抱怨？这

样的工作人员，对待人民群众，表现

出来的嘴脸，既有官僚主义的傲慢，

也有自由主义的散漫，还有自以为

是的武断，唯独没有解决问题的决

断。本应是“公仆”，却成了“老爷”。

也有“段位高”的，久经沙场，滴水不

漏 ，表 面 看 站 位 很“ 高 ”，态 度 很

“诚”，动不动就是“全盘接收”“立行

立改”，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

要建“长效机制”“杜绝后患”，其实

就是套路、台词，“说说而已”。这样

的“官员”，自己还得意于有“政治智

慧”，其实在群众眼里只是“官场油

子”，不仅给党和政府形象抹黑，更

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记得多年前，为了提高政府公

信力和办事效率，有的地方成立了

“马上办”“督察办”等办事机构，甚

而还有“治慵问责办”，结果除了成

立各“办”的事办下来了，原来办不

下的事还是没有办下来。所以，真想

为老百姓办事，形式再多，都不如实

实 在 在 多 来 些 无 声 无 息 的“ 无 感

办”，让群众在“不知不觉”中，该办

的、该落实的就已通通妥了！

“无感办”岂无感？百姓心中有

杆秤，春风化雨暖人心。正如“春江

水暖鸭先知”，道是无“感”最有感！

（作者单位：市文化执法支队）

有感于“无感办”
陈梦琪

“你们回去吧，对你们反映的事，

我们非常重视。”这是一些干部经常对

群众说的一句话。平时，有些民生小事

虽然很小，却是老百姓非常期盼干部

加以解决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民

生小事，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的干部

那儿，虽然说得很“重视”，其实并没有

解决，很多问题依然“涛声依旧”，这种

口头“重视”成了一些干部的作风病。

什么是重视？把“反映的事”解决

了，才是重视。简单地说，“重事”才是

重视。

“重视”是一种态度。党员干部身

负为人民服务的重任，对群众反映的

事抱有重视的态度，是履行职责的基

本要求。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急难

愁盼问题，无论是关乎民生保障的柴

米油盐，还是涉及社会公平的权益诉

求，都直接关联着群众的生活质量与

幸福指数。只有从思想深处真正重视

起来，才能主动倾听群众呼声，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走到群众中

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

及时了解并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

事。然而，若仅有“重视”的态度，而缺

乏对具体事务的深入推进，“重视”便

沦为空中楼阁，徒有其表。重视的目的

是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领导干

部舍得下细功夫、慢功夫、长功夫，如

果追求轰动效应，一门心思在图虚名、

争彩头上想点子、花气力，急于展示重

视的程度，浮光掠影抓落实，大张旗鼓

出经验，这种重视只能开花、不能结

果，对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有百害而无

一利。

“重事”是解决问题的具体行为。

“重事”之前先重视，重视之后当“重

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重视而无实

际行动“重事”，就无法真正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的事。党员干部必须以务实

的作风，将重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

体举措。对于复杂的民生问题，不能浮

于表面、浅尝辄止，要通过实地走访、

深入研究等，全面了解问题的来龙去

脉，为制定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

依据。重事，就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面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不推诿、不逃

避，主动扛起责任，积极协调各方资

源，推动问题解决。同时，“重事”还要

求党员干部注重工作的时效性和长效

性。对于群众的急事，要迅速响应，尽

快解决；对于难事，不推诿、不逃避，以

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

项求突破。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止

问题反弹，确保群众长期受益。

“重视”与“重事”相辅相成。“重

视”为“重事”指明方向，只有真正从思

想上重视，才会有动力去深入做事；而

“重事”则是“重视”的具体体现和价值

归宿，没有“重事”的行动，“重视”就毫

无意义，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真

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事解决好。在实

际工作中，少数党员干部存在只口头

“重视”却不“重事”的现象，指示讲了

一箩筐，会议开了不少，文件发了很

多，但对具体工作推进不力，问题依旧

存在，这不仅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

更贻误了事业发展的时机。

要做到真正“重视”和“重事”，

需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提升自身的

能力与素养，既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又在行动上真抓实干。一方面，加强

学习，提高政策业务水平，熟悉各项

工作的政策法规与专业知识，做到

心中有数、手中有招。另一方面，培

养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为工作标

准，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实实在在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重视”须“重事”
刘仕斌

书法 李晓红

春色人间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