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正非喊“活下去”：什么是真正的长期主

义？

在活下去的呼声中，陷入精神内耗的，显然不仅仅是 A 股。企业家

心气的高低，就是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多寡，也是城市居民加杠杆胆量

的大小。

8 月立秋，暑气开始消散，很多大事件也到了尾声。

22 年 8 月 24 日，股市全线下跌，沪指跌 1.86%，深成指跌 2.88%，

创业板、科创 50 指数跌幅超过 3%。有人认为，下跌原因或是因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一场讲话，一夜入秋。



任正非说了什么，不仅不像过去那样让人觉得心情振奋，反而让 A

股进入“精神内耗”？据悉，在一篇发表在华为内部论坛的最新讲话

中，任正非提出未来几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

续衰退；基于此，华为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

保证渡过未来三年的危机期。他号召，华为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

收缩边缘业务，“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坦白说，类似的讲话并不新鲜，居安思危是企业家的常态。喊出“活

下去”口号的企业家也不是只有任正非一人，早在 2017 年，万科总

经理郁亮就曾经如此喊话。有意思的是，这两家喊出活下去口号的公

司，都是各自行业的龙头，登高一呼，万众瞩目。可以想象，他们光

辉的阴影中，万万千千的中小企业，也许正在忙着应对活下去的真实

威胁，无暇他顾，也无人关注。

在活下去的呼声中，陷入精神内耗的，显然不仅仅是 A 股。A 股的上

市公司，已经中国企业中优秀者，而普通中小企业的悲戚，则属于弱

者的呼救，要么无声，要么被遮蔽。这就类似，以遭遇监管封闭的教

培行业为例，新东方之类明星企业，活在聚光灯下，即使遭遇行业洗

牌也能努力求生开创第二季，引来一片赞誉，但是教培行业无数其他

公司，却不得不在裁员、欠薪、关门中迎来自己的全剧终点。

企业如此，普通人又能好到哪里？今年以来，问询“经济会不会衰退”



这个问题的朋友越来愈多。在过去，大家热衷的问题往往是投资机会，

如今，大众早已感受到了任正非所谓的“寒意”。他们不少属于所谓

的软阶层，是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过去，他们或多或少是时代

的受益者，在房价上涨顶点之前已经上车，也曾经在经济腾飞的浪潮

各有积累，即使躺平也算是有所依靠。

问题是，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他们未来预期已经降低，而他们的孩子，

大概率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这也是他们栖栖遑遑的主要原因。

经济的寒冬中，年轻人首当其冲。8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

数据显示，7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全国 16-24 岁人口调

查失业率则为 19.9%。不少没有经历过真实世界拷问的年轻人，是过

去舆论场的主力，当他们挥舞着学了点皮毛的《资本论》居高临下批

判的资本奄奄一息时，毕业即失业也成为他们的命运。

就经济而言，周期盛衰是正常情况，衰退也是市场本身的正常调节，

经济周期并不可怕。以美国经济为例来看，前两年算得上刚经历了一

场历史衰退：疫情初期，美国两个月就失去 1700 多万各种岗位，今

年以来通胀率则上冲到两位数。美国在过去两年遭遇的失业与通胀，

其实已经可以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较，但是居民感受到的痛苦指数却与

大萧条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在于，非经济冲击来袭时，居民与企

业得到白宫大量签发支票的扶持，虽然付出了当下通胀加剧的代价，



但疫情期间家庭收入不减反增，企业得以生存，冲击过后就业市场迅

速复苏，留下一地鸡毛给白宫之余，美国经济却实现流畅转身。

市场经济就是如此，只要信心还在，只要基本面还在，只要应对得当，

一切衰退都能趟过去。

回到中国经济，虽然抗疫以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但今年以来市场信心却肉眼可见地有所下滑，昔日大厂盛况不再，其

骄傲代表华为传递寒意，驱除浮躁心气。宏观环境的恶化，业界已经

有共识，民间也有每一年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的段子。可以说，

在危机时刻，不追求做大、把握现金流、关注核心业务，变成企业家

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企业家心气的高低，就是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多寡，也是城市居民加杠

杆胆量的大小。一段时间以来，风向悄然转变，中国最优秀的毕业生

不再以进入新经济明星企业为追求，相反，进入体制，或者说考公上

岸，迅速上升为不少年轻人的集体梦想。

但另一方面，现实骨干。不说考试的难度和南昌周公子等人的存在，

单说公务员生活，本身也越来越卷：2022 上半年，中国财政情况不

容乐观，房地产市场入冬之后，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减，31 省市财

政收支全数出现负数，各地也陆续传出公务员降薪以及交通停顿等消



息。

对于面临职业、财富到家庭压力的广大软阶层而言，未来是阶层下移

的软阶层社会展露面容的开始。软阶层之软，在于根基不稳，而中等

收入群体诞生之初本身就注定其“中惨”命运。此时，相信时间的价

值，意味着不应该过于功利地臆想抢跑与逆袭，而更应该关注如何从

自己做起，承认现实，降低预期，不放弃希望。

某种意义上，衰退或者过冬、活下去，是对应过去快速节奏的调整。

对于软阶层或者企业家，在放缓节拍中去投资自我，本质是相信时间，

这才是现下时刻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长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