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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而言，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群
体亦不为过。长期的农耕历史，悠久的忧患意
识，以及人口巨大带来的生存压力，都在我们的
民族血液里种下了勤劳的基因。如果没有勤劳致
富的意识，很难想象中国这条巨龙如何走过这30
多年高速发展的历程。

然而，所谓“未富先懒”的现象，也正成为
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笔者曾听说过发生在家乡的一个故事：一个
男孩到了学校门口，不愿意进去上学。父亲大
怒，就在校门口教育起孩子来。孩子的爷爷看不
过去了，对孩子说：不想上就别上了，等咱家的
房子拆了，根本用不着上学。

“拆迁致富”的前景，是支撑这位老人“用
不着上学”论的最强有力论据。说是溺爱也好，
有恃无恐也罢，反正在老人心里，孙子是用不着
像他的祖辈父辈那样辛苦而勤劳的。

如果说“拆二代”中的懒惰现象并不能完全
称为“未富先懒”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农
二代”“穷二代”身上的同样问题。

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
焦点。这批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
农民工，相较于他们的父辈，已经失却了对农村
和土地的天然附着。他们属于城市和农村间的夹
缝——除了逢年过节归乡，大多数时候，他们的
身体和心灵都属于城市；但在城市里，相对贫穷
的他们也找不到归属感。

他们的休闲娱乐项目是什么？一位在深圳的

代工厂中进行过长期体验式调查的年轻学者告诉
我，和第一代农民工的爱好不同，新生代农民工
下班后，要么是在宿舍中用手机上网，阅读网络
文学或玩手机游戏，要么就是去网吧、歌舞厅等
娱乐场所。由于繁重的劳动和工厂中逐渐板结的
晋升渠道，他们也逐渐倾向于享受当下，而对于
储蓄和努力晋升不甚在意。

这一现象也逐渐蔓延至城市的“啃老族”中
——啃老变得越来越“理直气壮”，甚至有的案例中，
已近30岁的“啃老族”被父母赶出家门后，竟还把父
母告上法庭，认为他们依然有“抚养”自己的义务。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未富先懒”
现象？原因必然是复杂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
是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间隔”问题。

这个“间隔”，可能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也
可能是机会上的鸿沟，二者都给人带来巨大迷茫
感。这种迷茫，在于对明天的不确定，也在于对
自身发展前途的不确定意识。在这种不确定下，
有人奋起，也有人甘于消沉和懒惰——既然明天
那么不确定，何必那么拼呢？还不如好好享受当
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然而，中国还远没到可以“懒”的时候。劳
动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创造价值。对于中国社
会来说，“未富先懒”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其中
透露的信号值得我们注意。要解决这种问题，不
仅要创造机会平等和创富空间，给人以向上的空
间和信心，同时也要完善社会保障与兜底机制，
让人们不惮于因为失败而摔得太疼。

明日未至，懒惰不可至
申孟哲

中
国
不
需
要

中
国
不
需
要
﹃﹃
未
富
先
懒

未
富
先
懒
﹄﹄

本
报
记
者

刘
少
华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刘
少
华

刘
少
华

“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

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

世界排名第二的GDP和世界排名远低于此的人

均GDP，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未富”，是中

国的现状；“先懒”，是中国的隐忧。尽管大部分

人并没有“先懒”，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

国家来说，对这样的问题，需要从苗头防起。

伴随着这种现象的是，当下中国经济

处于转型当中。一个更为依靠人的智力而

非体力，人的热情而非冷漠的经济“新

常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人

不能懒，而应勤于创新，以

知识与技术驱动中国的未来腾

飞。

国家层面，则要创造公平

与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的奋

斗有所获益，给奋斗以理由，

给勤奋以希望。进入全面深

化改革时期，中国人必须大

有作为。

来自山东青岛的任炳最近很是苦恼。他今年
已经换了两次工作，没有一份做得称心如意。他
对本报记者直言，“其实什么工作我都不喜欢，
最理想的工作是待在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

作为“农二代”的任炳，肩上的担子一点都
不轻。父母帮他的兄长娶亲后就告诉他，无力负
担他的人生大事，但也一直催着今年27岁的他早
日结婚。

在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里，任炳并非孤例。
他发现周围不少朋友都像他一样，向往一份轻
松又赚钱的工作。在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杰看来，尽管工资在上
涨，但这一代工人“未富先懒”，没有以前的工
人努力。

一些城市居民也开始有了“很多不愿意干的
事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
分析说，在一些大城市，一些市民要么靠出租房
子为生，要么凭市民身份拿到相关营业执照，出
租给前来打拼的外地人，甚至还能申请社会救
助，“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觉得，我凭什么还去
工作？”

在有关专家看来，就连公务员群体里也有这
种现象。有些公务员很讲究“廉政”，但却不重
视“勤政”，有人将工作视为“当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中纪委官网每月通报的案例中，总有一
些公职人员因为上班期间玩忽职守或是娱乐而受
处分。

“二代”变懒现象同样值得警惕，不管是
“富二代”、“拆二代”、“农二代”还是“官二
代”，近年来屡屡以颇为负面的形象出现。“富二
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
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
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

不同群体中，都有人反映这个问题。例如设
计行业，设计师王政强就曾批评一些同行，“设
计做得一般，倒是对物质、对享受有了更高的要
求，这是很浮夸的作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
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直言，许多年轻人从小
比较安逸，长大了父母也给钱，没有急迫的压
力，将更多精力用来追求享受。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收入增
加，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不会像以前需要维持生
存的阶段那样，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努力工作
了。”关信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

人的“懒”还体现在身体层面，长期困扰欧
美国家的肥胖问题，如今出现在了不少国人身
上。此前，卫计委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
略研究报告》 显示，全国 83.8%成年人从不参加
业余锻炼。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在分析人士
看来，这主要还是因为主观上的惰性，“非不能
也，是不为也”。

❶“家里蹲”成了理想职业❶❶““家里蹲家里蹲””成了理想职业成了理想职业

“累觉不爱”是去年底开始流行的网络用
语，意为“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被网
民用来形容身心俱疲的状态。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未富
先懒”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把
勤奋看作是致富的手段，那么有了钱就不会再去
奋斗。但如果一个人觉得奋斗是快乐的，即使没
钱挣也会很幸福。”

“‘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
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
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
觉得有动力。”顾骏告诉本报记者。

即使为很多人所羡慕的高校教师职业，也让
许多“围城”内的人直呼“累觉不爱”。从今年8
月开始，麦克斯研究院联合腾讯对在校大学教师
进行的调查显示，约八成教师表示承受的压力较
大，而压力大的首要来源，则是“个人财务状
况”。

“产业落后，欲望超
前”。联友电讯董事长王
学宗这样形容新生代农
民 工 遇 到 的 困 境 。

“应该给这些农二代
再培训的福利，提高
劳动技能，创造更多
的更有意思的
就业机会，给
他们安排城市

居民的社保，给他们城市永久居民的归属感。”
丁元竹向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

不能随便将“懒汉”帽子扣在许多劳动者头
上。“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真的懒，而是他们的
要求变了。”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在
英国，有所谓NEET族，指的是16至18岁间有一
部分人，既不上学也没工作，而且没参加职业培
训；在日本，NEET 族的范围扩展到 15至 34岁；
在美国，这一群体被称作“归巢族”；在香港，
将其称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

“一定要从具体人群出发，才能有的放矢。”
丁元竹表示，在美国，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智能化
的方式对每个人的性别、家庭、文化背景等进行
分析，看相关群体会出现什么可能的状况。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发达，完全可以把各群体的信
息精确化，从中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关信平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

“有钱有闲”，在主观上追求一种舒适休闲的生
活方式。问题是，当下中国还没有到发达国家
的程度，在这方面尚没有条件完全效仿。

“人均年收入 6000 多美元的中国，现阶段不
能去跟人均年收入 5万美元的国家攀比，即使有

一部分人有这个条件了，也不适
合全社会效仿。”关信平如是说。

事实上，在舆论对社会现象的总结中，“未
富”并不仅仅指向“先懒”，还有“未富先老”、

“未富先炫”、“未富先累”等多种在国家“未
富”的大前提下出现的社会问题。

与许多国家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
代际差异在日渐凸显。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之后
出生的很多年轻人，跟老一辈人不一样，没有见
过匮乏的时代。他们从小吃穿不愁，没有改变生
活现状的急迫压力。“但还是应当提倡艰苦奋
斗，年轻人一方面要更努力，另一方面要靠智力
去创造更多价值，而不是靠时间和体力的大量付
出。”

同样重要的是，解决“未富现象”，贫富分
化问题需要解决。关信平表示，社会中有一小部
分达到“有钱有闲”程度的群体，给社会的影响
很大。而满大街的消费品、星级酒店等高档消费
方式，以及电影、电视上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
都吸引人们去模仿。

“需要从社会层面去解决。国家应下大力气
扫除权力滥用、裙带关系等障碍。”顾骏认为，
如今，需要在宏观层面着力解决社会公平的问
题，继续为每个人提供奋斗空间。“政府需要创
造条件，让所有劳动者都能看到生活变好的可能
性，让群众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事实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60
项改革任务已启动至少39项。而在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褚松燕看来，这其中绝大部分回应的都是社
会关于“平等和公平”的关切。

“改革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政府要营造好
的发展环境，就要限制权力，列出权力清单，反
对腐败。”褚松燕告诉本报记者，“无论推出户籍

制度改革，还是限制国企高管工资，都让群众看
到了政府的决心。”

伴随着社会现象的出现，中国也在积极求
变，适应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心理。

中国发展的驱动力在变。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的大背景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尚希告诉记者，过去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人
口红利消失了，未来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创新驱
动。

伴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对工作的越发挑
剔，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的减少。这一现
象自 2012 年就已出现。而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里，这一趋势都会继续。

“未来 30 年的辉煌要依靠劳动人口更好的教
育和技术背景，为此，要改变城乡教育水平差异
等很多方面，提高人的平均水平，让社会阶层能
流动起来。”关信平认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希
望，是“未富”的中国走向富裕的前提。

最应该推崇的，是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
“需要给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说清楚，中国虽然
GDP世界第二，但离我们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
离，大家还要努力。”关信平认为。

顾骏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给
普通人奋斗空间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也
因此“富”起来。如今，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
段，同样需要在政策环境等多个层面，为普通人
创造这样的条件。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
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
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
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早在就任国家主席
时，习近平就承诺。

❷他们为何“累觉不爱”？❷❷他们为何他们为何““累觉不爱累觉不爱”？”？

❸❸拒绝拒绝““未富现象未富现象””蔓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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