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项统计显示，当前互联网产

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产

业，腾讯虽然以QQ和微信知名，网

易虽然以邮箱和有道产品闻名，但其

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其实是游

戏。只是大家都明白，游戏虽然玩的

人多，但对于社会的价值是弊大于

利。

同样，符合人性的“懒人经济”的

弊端也同样值得我们警惕。虽然“懒

人经济”的本质是分工，分工本身也

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分工对于人

的“异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回顾历史，每一次分工的进化，

在带来社会大繁荣的同时，也都对人

的身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比

如福特最早推出的科学管理，也就是

最完善的工业化分工制度，也对产业

工人的身心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分

工的不断细化，带给脑力劳动者的心

理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于很多在城

市工作的白领，身体的亚健康和心理

的超负荷，都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必要

的负担。这也表明，分工对于人的影

响远非只是更专业那么简单。

在《浅薄》一书中，作者深刻地揭

示了互联网对于深度思考能力的冲

击，导致大部分人都开始趋于浅薄。

知名学者汪丁丁也认为微信让人无

法深度思考，因此也抛弃了微信。文

化学者余秋雨也在书中多次提及，他

也是放弃电话、电脑和手机等。这种

泾渭分明的隔断，可能只有学者才能

断然为之，但是对于身处社会之中的

普通人来说，如果能适当远离手机和

电脑，就能让自己不那么“懒惰”。

在我们享受“懒人经济”的同时，

也不妨偶尔勤劳一下。孔子曰：“君

子不器”，说的就是人不能只为某一

种职业或事业而生，还是需要更加健

全的人格和兴趣爱好。

李铭

多年前有个电影，叫《没完没

了》，说的是韩冬为报复欠债人阮大

伟，通过电话为他定制送餐到家、上

门按摩……让阮大伟破费了一大

把。十几年后的今天，那时上门服

务的电影桥段则成了现下人们生活

的常态。什么上门服务、上门烧菜、

上门摄影、上门美容、上门修车，还

有早餐机器、自动檫鞋机、机器人扫

地，开发、销售便捷的智能硬件设施

等……催生了逐渐兴盛的“懒人经

济”遍地开花。商家紧紧抓住消费

者的心理，大大增强服务的实用性

能，以满足懒人们“懒到底”的要求，

也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时代的“懒

人”。

懒得洗衣，才有了洗衣机；懒得

走路，才来了汽车；懒得爬楼，才发

明了电梯；懒得带钱，才有了信用

卡；懒得记复杂的 dos命令，于是编

了图形界面程序；懒得寄信，才有

e-mail……社会的进步就是要让一

切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

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培育”了越来

越多的“懒人”。

但是，这里所说的懒人，早已经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懒惰、松散、不求

上进；也不是拖沓、没有效率、好逸

恶劳穷得叮当响的代名词，而是建

立在方便、快捷、轻松、舒适等理念

基础上的、删繁就简的生活与工作

技巧之上的新“懒人”。他们都是一

些或是学有所长、或是身有一技的

人，收入颇丰，只是因为职场的拼搏

使他们无暇分身，去关注专业以外

的事情。

“懒人经济”制造了懒人。而懒

人，则创造了市场商机、促进了经济

发展、推动了科技进步。这些勤奋

的懒人，折射的是社会进步和经济

发展。

姜宗仁

做一个新“懒人”

时代在发展，任何新事物的产

生必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现在社

会中，上班族的压力很大，在单位忙

得团团转不说，回到家里还有一家

子得伺候，尤其在鼓励生育的政策

下，生活中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是寥

寥无几。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一

种心理：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时间，宁

愿躺在沙发上休息，也不愿意下馆

子、逛超市。“懒人经济”应此需求诞

生。

从经济角度看，“懒人经济”实

际上是起正面作用的，因为这解决

了一大批就业问题，原本没有多少

技能的失业人员可以马上上岗成为

快递员或者外卖小哥等。

从环保角度看，快递和外卖公

司的运营模式都是批量配送。举个

例子，某小区有10户人家要采购，如

果没有网上购物，那么他们得各自

去超市采购，而如果依靠网上购物，

则由物流公司集中批量发货送到该

小区，那么由原本的购买成本是 10
户人家开 10辆车去超市，变成由网

上超市安排一辆车去派送这些物

资。从某种程度上说，肯定更节约

成本。

对于大学里的“懒人经济”，也

不能代表大学生变懒了，只能说“懒

人经济”的存在是对资源配置的优

化。对一些时间方便的学生来说，

帮忙跑腿成了闲暇时的小兼职。家

境有困难的同学，也把“接单”作为

赚取生活费的来源，这本就是多劳

多得的社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寅清

“懒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就业，比如让快递、外卖和家政等

服务行业蓬勃兴起，我觉得懒人经

济确实促进了社会分工细化并带动

了经济的发展。对于个人而言，利

用省下的时间可以做其他更有价值

的事情，这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是

相互匹配的。可以说，“懒人经济”

是一种进步。

有些人觉得“懒人经济”是一种

生活方式的倒退，我觉得可能是对

其有误解。我理解的“懒人”并非人

真的懒，而是通过他人送货上门等

相应服务来节约一些非必要付出的

时间和精力。通过网络等渠道购物

有更多的选择性且十分便捷快速，

对生活是大大的便利，比如我自己

就经常在“一号店”网购生活用品，

不用特地出门跑到超市，而且价格

还相对便宜。当然，若事事都依靠

网络，或是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足

不出户，那就不行了，变成真正的懒

惰之人是万万不可取的。

自动早餐机、机器人扫地机、洗

碗机等等机器甚至一些买回去不用

再加工的懒人食品的盛行，无疑带

来了一种惬意、轻松、快捷的生活方

式，受到了欢迎和喜爱，创造了市

场，开创了商家和买家双赢的局

面。作为懒人经济的享受者必须珍

惜，将省下的时间用于充实自己，无

论是工作学习、健身运动、家庭活动

等方面，只要是有意义就是值得的。

“懒人经济”是一种进步，让我

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些闲暇好好思

考如何变得更加勤奋。 张欢

懒人经济并不“懒”
君子要学会“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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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人经济表面上看养懒人，实

际上是一种市场的细分。如同《摩

登时代》里的流水线一样，每个人只

做社会“赋予”自己的这道工序，但

要把自己的这道“工序”做好、做精，

自己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如

果再能够做大、做强，也就可以有自

己的事业。 ——@周海龙
点个外卖，找个钟点工，不算

“懒人”，可是有些学生，高跷二郎

腿，追求“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打

水雇人，洗袜子也雇人，实在与好逸

恶劳没啥区别！

——@唐瑞清
有人说，这个世界所有的创造

发明，都是属于懒人的。正是因为

“懒人”队伍的不断壮大，才成就了

今天的高科技现代化的社会：因为

不想走路，驯养了马匹；想跑的更

快，发明了汽车；嫌坐的人太少，发

明了火车；嫌地面交通太慢，发明了

飞机……如今人们足不出户，拿着

手机上个网就遍知天下事，“懒人经

济”更是势不可挡。那就不要阻挡，

顺其自然吧！ ——@biliy
随着“懒人”的增多，“懒人”经

济也在逐渐兴起。“懒人经济”的提

供者，实际上正是一群勤劳的跑腿

人。“懒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

——@邱山

七嘴八舌

不要有懒人思维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机一

键下单，外卖就到了家里、办公室、宿

舍楼下。一开始，人们会觉得跑下楼

就可以拿热腾腾的饭菜很是满足，但

是渐渐地连下楼都懒了，就希望把外

卖直接送到门口、交到手上。“懒人经

济”提供的便利，慢慢变成了不少人

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该苛责的并不是这种经济

模式，而是使用它的方式和出发点。

如果有人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习惯

了“宅”的生活，那么“懒人经济”无疑

助长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些人

长期宅在宿舍和家里，整日与手机、

电脑为伴，生活不规律，精神面貌不

佳，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习惯的

延伸，长此以往，容易造成与现实社

会脱节，影响精神状态和社交能力，

值得警惕。这样的“懒人经济”会毁

了年轻人的创造力。由于什么东西

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因此年轻人对于

网络也越来越离不开，再加上电影、

游戏等娱乐项目的极度丰富，年轻人

几乎都会沉溺在网络上，对于线下的

事情反而缺乏了关注。“90后”、“00
后”这批人，在网络上可能如鱼得水，

而现实中却不接地气。

在互联网时代，“懒人经济”的出

现是大势所趋，但不能有懒人思维、

懒汉习惯。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错

误地使用就对它采取否认的态度，而

应该积极发挥这种模式有利的一面，

助力个人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丁晓语

有需求就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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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前段时间，有学校号召在校生举报订餐、送餐情况，对外卖一禁了之。这样的做
法，引起坊间热议。当下，各种“跑腿”服务随处可见，“懒人经济”的兴起，带来生活便
利的同时，也引来“让人精神萎靡”等的担忧。

有人戏称，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偷懒史”，偷懒是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动力。那
么如何发挥“懒人经济”中积极的一面，预防和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