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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卷化”指当一种模式达其所存在的极态后，丧失了制

度创新与发展，从而呈现一种不断自我复制与精细化的状态。
如今，随着内卷化程度的加剧，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广泛的、持
久的、结构性的，并且有向各个领域扩散的趋势。其中，内
卷化给中国高中生，甚至整个教育系统带来了压力，更影响着
社会风气和大众思想观念。虽然政府也时常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来
限制校内校外的过度竞争，但效果不尽人意，各类补习机构屡
禁不止，学校延长学生学习时间也一直是普遍现象。本文以中
国普通高中教育为研究对象，剖析导致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本
研究结论一方面能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内卷化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另一方面为如何完善中国高中教育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1　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已经对内卷化的定义与因素开展了研究。倪闽景

（2021）指出教育内卷就是指教育系统内不断加剧的升学竞争和
学生学习压力。张天雪& 黄丹（2014）研究认为农村教育内卷
化可分为内生型内卷化和外铄型内卷化，其形成原因既有历史传
统、地域环境、资源配置、政策惠顾等，也有自身愿景、目标与
能力等原因。徐艳伟（2017）发现制度缺陷、内在需求及农民组
织化导致内生型内卷化；城乡壁垒、教育目标复制及雷同、精英
阶层的教育寻租导致外源型内卷化。汤智华（2019）在产教融合
实践中，研究指出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认知误区，相关政策体系
与配套机制不健全以及产教供需对接的不畅通是制约发展的现实
瓶颈。乔云霞&李峻（2021）认为多重制度性因素的累积影响严
重，其中“以县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导致了教育治理的形式化；

“城市主导”的外控型教研室制度导致了需求表达的闭塞性；精英
理念下的教育投入机制导致了资源倾斜的绝对化；市场导向下的
生源流动机制导致了教育追求的异变性。

关于内卷化的社会影响研究中，夏骏（2012）指出当前高等
教育的内卷化增长表现为“无发展的增长”、“无强盛的繁荣”、“无
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和高校内部权力的内卷化。贾德
民（2017）发现内卷化是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困境进行剖析的一
种新视角和研究的新方法，高等职业教育内卷化主要体现在教育
规模、专业（群）设置和组织管理等三个方面。李书肖（2010）发
现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高校为扩展职能而不断增设新的机构，
造成机构庞大，冗员过多，效率低下，发生组织内卷化。高水红

（2020）指出弱势阶层子代如何在学校中完成文化再生产的已有路
径中，一种路径认为学校中切合优势阶层的文化霸权对于弱势阶
层子代构成了无形排斥，一种路径认为弱势阶层子代在学校中的
消极与抵制促成了其自我淘汰。

基于上述已有文献，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
本文发现目前对内卷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
育，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群体——高中在校学生，该群体因所处
环境较为封闭，社会影响力较小而不能在社会中发声，因此在社
会中往往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本文将以中国普通高中教育作为
研究对象，期望能够指出中国普通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第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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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造性的基于中国经济实力、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独生子女、
复读生、高考移民五个角度剖析中国普通高中内卷化现象的形成
因素。第三，本文将内卷化理论应用于中国高中教育体系，丰富
了内卷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为中国教育体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
角，因而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更可为其他
国家提供中国案例与中国经验。

2　中国普通高中内卷化的形成因素分析
“内卷化”指当一种模式达其所存在的极态后，在外部环

境约束下难以继续前进，原有路径循环僵化，内部开始丧失制
度创新与变革，从而呈现积重难返的“自我锁定”状态。如
今，随着内卷化程度的加剧，它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明显。
而在中国普通高中这一区域，内卷化的表现尤为突出，学生生
理和心理都面临着极大压力。接下来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探讨内卷
化形成因素。

2.1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渐上升
经济实力上升是内卷化形成的根本性因素。建国初期，百

废待兴，国家政策倾向于发展第一和第二产业，国家以及人民
无法在教育投入过多资本以及精力，内卷现象自然不会出现。着
眼于家庭层面，自1978年开始统计以来，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
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67.7%（老口径）降至2019年的27.
6%、30.0%（新口径）。即大众在除去食品开支后，有更多可支配
收入能用在子女教育。在宏观层面，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
也有很大增长，从2007年至2019年，国家在教育上的支出从7122.
32亿元，上升到34796.94亿元，占全国总财政收入比例从13.9%
提高至18.3%。即伴随经济实力的上升，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与重视
也逐渐增大，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配套措施。正是由于不断提高
的经济实力，家庭与国家层面不断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与重视，进
而为教育内卷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2.2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的上升
人口增长是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

中国人口在过去70年增加了约8.37亿。图1为中国近70年人口
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图1可知中国人口
自然增长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一直保持为正数，即人口不断增
长。早在 120 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在《社会分工论》
中提到了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所谓社会容量,是指社会能够容纳
最多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数量，而社会密度,是指一定单位空间中
个体和社会关系的数量。随着经济与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容量
和密度一直在增加。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上升，个
体竞争也逐步激烈。根据田牧野（2021）的研究显示，1977年，当
高考恢复时，中国报名人数为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仅
为4.74%；截至2019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30万人，招生人数超
过800万人，录取率接近80%。这一迹象表明，高等教育已不再是
这个国家的精英或上层阶级的特权，而是成为全民共享的大规模
教育。参考人数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分配不均
等问题。如图2所示，自1970年至1017年，中国高中毕业生人数
始终大于普通专本科招生人数，聚焦在本科，录取率直至今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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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有50% 左右。部分考生为了得到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往
往采用刷题，补课等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这势必会带动其他
考生效仿，从而陷入一种恶性竞争的循环中。图中数据均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

图1：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 图 2：中国普通高中毕

业生数、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以及普通本科招生数

2.3独生子女数量的上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上世纪末国家为环

境资源紧张，发展可持续性经济所提出的策略。主要内容及目
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
口，对于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也不可避

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据测算，2010 年我国独生子女总
量约为1.5亿人，预计2050 年将达到3.1 亿人，这也引起了一
系列社会问题。中国众多家长有“望子成龙”的梦想，便把
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中。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相比
于多子女家庭，倾向于投入更多成本，甚至成为全职型家长，
进而卷入了学生的竞争。全职父母的出现不仅加剧了内卷化，
也使社会产出有所下降。

2.4复读生数量的上升
复读生对高考竞争程度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表2为中国范

围内十四个省级行政区的高考复读率统计。由表2可知，2020年中
国复读生占比最低的省份已达到15.70%，占比最高的省份已高达
40.40%，平均占比为32.80%，有4个省份的复读生占比超过平均
值。复读生的参与大大加剧了学生的压力，因为与应届毕业生相
比，部分复读生拥有绝对的优势。他们的应试经验和心理状态均优
于初试学生。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很大比例的高考机会被复读生所
占据，进而大大提高了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使高考竞争更加激烈。

2.5高考移民
教育上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内卷化现象。由于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在教育上的投
入也无法统一，所以我国实行各地区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
取分数线的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普惠性政策向民族教育倾斜，制定特殊政策重点支持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中
国教育倾向公正而非平等。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区存在的高考分数
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在高教育水平地区学习，再通
过转移户口的方式参与低教育水平地区的考试，从而获得相对优
势。此类行为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使受到政策优惠地区的
考生在缺少优质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和来自中国各地的高考移民
一同竞争，使当地考生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中国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内卷化

主要由于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的上升、独生子
女数量的上升、复读生数量的上升以及高考移民引起。以上结
论的政策建议在于以下五点：第一，深入了解家长在教育中的
焦虑，帮助家长认识过度强化知识准备的危害，并采取相应措
施缓解家长在教育衔接中的忧虑。第二，从人口结构方面宏观
调控，着眼于供给侧改革，而非减少需求量。第三，加大对
各类学校及校外机构的治理力度，有效避免并减轻学生过重课外
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第四，教育部门应从内
部改革，弱化“复读班”这类竞争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第
五，坚决打击和治理“高考移民”等违规行为，着力促进高
考招生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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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高考报名人数 复读生人数 复读生比例 排序

河南 115.8 46.7 40.40% 1

陕西 37.5 13.3 35.60% 2

广西 50.7 16.8 33.10% 3

安徽 52.4 17.2 32.90% 4

四川 67 21.2 31.70% 5

甘肃 26.3 8.1 30.60% 6

山西 32.6 9.8 30.20% 7

湖南 53.7 15.1 28.20% 8

内蒙古 19.8 5.5 27.80% 9

贵州 47.1 13 27.50% 10

湖北 37.4 10 26.70% 11

河北 62.5 15.9 25.40% 12

广东 78 17.9 23.00% 13

浙江 33.1 7.4 22.40% 14

云南 34.4 6 17.40% 15

重庆 24.8 3.9 15.70% 16

平均值 54.5 18.525 32.80%

表2：    2020年中国各省份复读生人数统计（万人）

数据来源：搜狐新闻 https://www.sohu.com/na/
415212905_1207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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