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仑：人生就是选择，强者

的安全感源自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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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冯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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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些年，有一个观点很流行，叫‘宁要大城市的一张床，不要小

城市的一套房’，可是这几年，我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好像不再一

门心思地要待在一线城市了，好多人选择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很好奇

冯叔怎么看这种变化？ 

冯叔：如果你也有机会到各地去看，你会发现，在基础设施方面，我

们国家现在应该是全球最好的了。交通、通讯、物流，等等，这些基础设

施都做得非常好。良好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把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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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北上广深？ 

别的地方，或者更边远的地方，相对闭塞，信息没有北上广深通畅，

交通、物流跟不上，优秀的人也过不去，于是，即使你去了，你也会发现

在那儿机会很少，做事也难。 

但是现在，基础设施非常发达，到达性非常好，服务也很好。在这种

情况下，新一线城市，甚至是一些二线城市，经济增长很快，个人发展的

机会越来越多。 

而在某些行业、领域中，这些城市相对更聚焦，发展的空间很大。 

比如说做电商，在杭州不一定比在北京差，杭州是‘电商之都’。做

金融，在上海当然很好，但是有一些金融业务，因为现在的技术与服务条

件，未必一定要在上海做，在上海边上的城市，比如苏州，不一定就不能

做。上海和苏州距离不远，人员交流也很密切，苏州去上海也很方便，但

在苏州的成本没有上海那么高。 

也就是说，新一线城市以及一些二线的城市，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变，

人才的流动更加方便了。于是年轻人的选择变多——可以去上海，也可以

去杭州、苏州，也可以去北京，觉得不行，再退回到一个觉得适合的城市，

都可以。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在高强度

的竞争环境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希望生活更舒适安逸一些，于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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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都。过了两年，找了个西安的女朋友，又搬到了西安。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接触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上生长，对于

资讯的接收更快，观念更开放，于是在选择、移动当中，恐惧感更少，安

全感在增长。 

我感觉，在这些城市之间流动，多数人心里已经没有障碍，或者说，

障碍不像以前那么大。过去，不少人搬个家，都觉得恐惧。 

另外，各个城市现在都在抢人才，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总之，由于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新一线、二线城市

的差异性在缩小，机会在增大，于是年轻人的选择有了更多的空间。在二

线和准一线城市也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如果觉得在北上广深压力太大，

就可以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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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就是说，您觉得跟之前相比，现在人的流动性更强，年轻人的

机会更多，选择的余地更大。 

可是，也有这样一种现象：的确，现在获取信息更简单了，坐车更容

易了，吃外卖也更方便了……衣食住行等等的便利性都比过去好太多，可是，

这些便利性似乎并没有给很多年轻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安定感。不少年

轻人还是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别说生孩子。于是，才会有很多年轻

人挤破头地去国企、事业单位等‘更有保障’的地方，包括前一阵有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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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校毕业生到卷烟厂当工人’。好像，过去那种找‘铁饭碗’的现

象又有一定的回潮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冯叔：我认为这不是个好现象。这种情况如果持续，经济整体的竞争

力一定会降低。 

我觉得，人的安全感都是相对的。强者的安全感在于竞争，在竞争中

获得的独特的优势，在竞争中领先别人很多，然后就有安全感。 

当然，多数人可能不会那么强，于是要考虑各种可能的挑战，比如房

子、结婚、孩子教育、养老，等等。 

面对这些挑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通过竞争，年轻的时候直面压力。如果突破了这个压力，未来

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 

体制外也好，叫市场化的竞争机构也好，是不托底的，但也上不封顶，

而且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另一种就是停下来或者退一步。到国有企业也好，考公务员也好，那

就是获得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看似压力小了，但将来能得到的上升空间

其实也很小。只是它有个托底，但没有很多的上升空间。你一旦进去了，

就没有太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可能你想去哪儿去哪，或者这个事儿你不

想干就不干，那个事不让干你还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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