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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

社会现象。近年来，“双十一”等网络购物节达成的巨大交易额反映了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它表现为人们非

理性的购物狂欢，“虚假需要”的出现及符号消费的盛行。消费异化出现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驱使，科学

技术的推动以及当今社会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本文认为，应该从提倡理性消费、立足精神需要以及净化消费

环境等方面应对消费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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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

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指导

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假

日消费现象，有助于规范消费秩序，打造健康的生

态消费理念。 

一、马克思的消费异化思想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

“劳动异化”的概念。它体现为四个层次：劳动者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

质、人同人相异化。在“劳动异化”中，生产劳动

不再是自由和独立的，人在其中不能得到满足。于

是，人的需要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人的自然本能，

而是成为了被操控着的“制造物”。每个人都想方设

法为他人创造新的需要，即创造一种支配他人的、

异己的本质力量，以满足自己的利己需要。“因此，

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

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

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1]人的需要已脱离其本

性，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需要对象的产品也

因此而独立，并使得人逐渐变为它们的奴隶。 

一般而言，所谓的消费就在于对某种物品或对

象的使用和占有。在马克思看来，消费的占有、使

用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在消费社会中，一个对

象，只有“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

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

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

的”。[2]这就使得所有的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

了，即都被占有和使用的感觉替代了。人们享受着

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包围的快感，开始为了消费而

消费，购买大量超出自己生活所需的物品，在物的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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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迷失了自我。 

二、“双十一”消费异化的表现 

（一）非理性的购物狂欢 

2009 年，首个“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交易额

为 0.52 亿元，2010 年的交易额增长至 9.36 亿元，

而 2017 年的交易额定格在 1682 亿元。这个令人震

惊的数字显示着“双十一”购物节已经成为全民狂

欢的节日。在 11 月 11 日的当天和之前，人们会被

无数的广告围攻，为即将到来的节日狂欢预热，消

费者也会在线上囤积许多商品，等着时间一到就立

即“开抢”。在这次狂欢中，购物已不再是单纯地满

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它已经成为人们情绪的宣泄场

地，社会交往的一种模式。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社会压力大，出现了

无数的“车奴”“房奴”，人们生活压力大。“光棍节”

即“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借助于网络的便捷性、广

泛性成为广大网友关注的节日。人们通过“光棍节”

进行自我调侃，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从对单身

的自嘲到亿万人的狂欢，“光棍节”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成为了一种个性文化。网络商家抓住“光棍节”

的商机，将它与网络购物结合起来，进行大力宣传、

营销，并推出各种优惠活动。人们不顾自己的实际

需要，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疯狂购物，以此宣泄自

己的压力。“光棍节”将人们从日常生活带入一个特

殊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一种另类的交往模式。在

这个时空中，购物不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孤立行为，

而是与他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它将不同地域的人集

中在同时间的活动中，让人们找到组织，找到归属

感。 

（二）“虚假需要”的出现 

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生

命活动的存在方式，需要是人的本性。人们生产物

质财富的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以满足需要

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种需要是源于其内在的

意愿和兴趣，具有真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

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物

质生产过剩。为了保持资本增值，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成为新的生产力。为了刺激消费，政府采取各

种措施鼓励消费，不断扩大人的“基本需要”，形成

了一股消费主义浪潮。此时，“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

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3]

人们的需要已经由外部制造，不再是来自于人们的

真实内心，它逐渐异化为与自己个人无关的东西。 

马尔库塞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类：“真实需要”和

“虚假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

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

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这类属于人的

生存发展所必须的需要，是“真实需要”；而“虚假

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

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

永恒化的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

事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等需要。[4]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出现为人们创造了许

多“虚假需要”。在中国，节假日往往是人们消费的

黄金时期，这为营利组织带来了灵感。他们利用法

定节假日与工作日之间的空隙，自造了一个节日—

—“光棍节”节，并为其贴上了购物狂欢的标签。

商家们用各种广告宣传告诉人们，在“双十一”当

天购物已成为人们自身的需要。在有限的商品数量

和过期不候的优惠活动中，人们的网络购物热情被

激发，陷入商家制造的购物狂欢中。 

（三）符号消费的盛行 

在现代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转变。

消费者在意物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更注重物品对其

主观需求的满足。当人们消费商品时，他们主要关

心的是商品所象征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精神素

养和生活品质，这些符号价值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

欲望。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物。因此，在使用价

值无法获取更多利益之时，商家将目光转向物品的

符号价值。他们将商品进行包装，在其中投入体现

消费者主观需求的文化理念和符号意义。 

11 月 11 日是 365 天中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

在中国的文化中，单身的男子被称为“光棍”，而四

个“1”又形同四根棍子，于是，人们赋予 11 月 11

日光棍节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淘宝网又赋予

了这一天新的涵义——“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创

造了一场单身汉，甚至全民的网络狂欢。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是“单身汉”们对自

我身份认同的强化，在 11 月 11 日进行购物，并不

一定是对商品有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向他人或其

他社会群体显示自己的个体身份，得到一种精神上

的满足。同时根据所购买的物品所体现的个性差异，

消费者也在这场购物游戏中寻找自己的所属等级，

这是在消费社会中建构起来的一个新的等级结构。

“通过物体，每个人与每个团体寻找着他或她在秩

序中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根据个人的轨道来尽力贴

近这个秩序。通过物体，一个分层的社会在言说，

但那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保持在特定的位置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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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异化的主要根源 

（一）资本逻辑的驱使 

人不管在开始生产以前，还是在生产期间，一

直依靠物质消费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然而，随

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人类的一切情欲和一切活

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6]资本成为满足人的

需要的唯一媒介。资本主宰着“人”这个主体，使

人按照它的逻辑进行生产生活。 

资本得以生存的根源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增值，

始终具有活力。而其增值过程的重要环节就是生产

与消费环节，即要使包含了剩余劳动的商品资本能

够转化为货币资本。这是“惊险的跳跃”，“这个跳

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

有者”。[7]因此，为了使商品顺利完成“惊险的跳跃”，

就必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求。首先，消费品的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

成了一幅物品的丰盛图景，人们被物的世界所包围；

其次，人们的自然需求也在不断膨胀，“工业的宦官

迎合他人的 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

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

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8]

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现实的个人成为了人格化的

资本，人的需求成为了资本的需求，它不再以满足

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为尺度，而是以生产商品来满

足人们超越自身生存需要之外的虚假需求为目的。 

（二）科学技术的推动 

消费异化的产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它为消费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前提。在网

络支付未普遍化的时候，人们主要是支付现金进行

消费，消费的数额受到一定的限制，人们的消费欲

望也得到遏止。但是网络购物与网络支付的普遍应

用，为人们的过度消费与超前消费提供了便利。网

络购物凭借其“鼠标轻点，货物数日到手”的便捷

性以及便宜的价格等特点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并

且冲破了现金消费的限制，人们只需输入支付密码，

便可完成支付。另外，许多赊购服务的推出也刺激

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制造“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于 2015 年推出了“蚂蚁花呗”，

这是一项“这月买，下月还”的赊购服务，用户在

购物时可以使用“蚂蚁花呗”预先付款，于确认收

货后的下个月 10 号还款即可，这容易使得用户购物

时超出实际购买力，过度消费。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广告的影响力的扩大提供

了助力。广告，顾名思义，是将商品广而告之，让

人们知晓商品的用途，为人们提供便利。然而，在

如今的消费社会中，广告已戴上多重“面具”，它不

仅有高科技的动感画面，而且有极具诱惑性的广告

词。在观看广告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需求“被制

造”出来，在无形之中跟随着广告所引导的方向进

行消费。 

在广告中，语言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现着

人们共同的期望，似乎人人都愿意购买广告中的商

品，愿意按照其所倡导的方式来生活；另一方面广

告又传递着个性，似乎只有遵循广告行事，你才具

有个性。正如在商家的鼓吹之下，“双十一”购物狂

欢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如果不知道“双十

一”是什么，或者未在购物节上进行消费，可能会

被嘲笑，这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消费相背离。 

（三）“主体性”的丧失 

从初始意义上来说，消费的过程是客体满足主

体需要的过程，消费活动也应该是作为主体的具体

的人的活动。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应依据自己的感觉、

审美、需要等来进行选择，体验消费所带来的富于

人性，有创造力的真实感受。但是在今天的消费社

会，“物品不再被一个由手势构成的剧场围绕，在其

中扮演角色，今天，它的目的性的极度发展，使得

物品几乎成为一个全面性程序的主导者，而人在其

中不过是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者只是观众”。[9]人所

有的欲望、需要、本能或激情都因社会生产的需求

而存在，都被物的体系所建构。人为满足个体内在

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真实需要被遮蔽，作为主体

的“人”被剥夺了欲望、机会和自由权力。在一定

意义上来说，“人”这个主体消亡了。 

人虽然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他并不能够感觉

到自我的存在，也不能够感觉到自己与外界的联系。

他不觉得自己是自己世界的中心，是自己行为的创

造者。因此，他产生了一种幻象：我只能通过消费

行为，不断地购买物，来证明我的社会存在。由此，

消费对人的控制深入人的意识结构，人陷入物的体

系之中。 

在物的世界中，与“人”这个主体相关的欲望、

激情、理性等不再具有意义，真与假、美与丑、表

象与本质的区分也逐渐失去意义，人们生活在物所

构建的社会中，其独立思维、分辨能力等不断被削

弱。人们的自由时间、休闲娱乐、家庭生活等按照

物的世界中的安排来进行，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无法

逃避、反抗，只能无意识地臣服。人的价值依照物

的价值来计算，消费品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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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准，人的精神和灵魂被消费品替代。 

四、应对消费异化问题的路径探索 

（一）提倡理性消费 

当今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此，各国共生

共荣，因此，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消费主义浪

潮的影响。虽然消费主义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消费，

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消费主义追求的是奢侈、无

节制的消费方式，并且它将消费与人的社会身份、

地位结合起来，使人陷入符号消费这种畸形的消费

观念之中，因此，需要人们理性对待。 

首先，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量力而行，适度消

费。与以前较为单一的购物方式相比，现今社会的

购物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网络购物

方式的出现，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消

费者在“天猫”“淘宝”等网购平台可以毫无顾忌地

选购商品，网络支付的方式使其不必体验现金支付

时那种失去的感受，网络购物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

精神上的满足。但是，许多消费者陷入这种满足感

之中，无法自拔，在消费时，容易超出自己的实际

购买力，造成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更严重的

后果。因此，消费者在进行购物时必须对自我的购

买水平有清醒的认知，量力而行地进行消费。 

其次，消费者在购物时有选择性地消费，避免

信息的轰炸。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购物信息的产生、

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层出不穷的广告无孔不入，

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因此，消费者在选购商品

时不要被符号化了的商品所迷惑，要清楚地知道自

己的实际需求，主动地选择、购买。 

消费者建立理性的消费观不仅有利于自我消费

的合理化，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十

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由投资拉动转向消

费需求拉动。一方面，我国需要扩大内需，刺激经

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

可持续性。而消费者理性消费观的建立有利于经济

的平稳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同时，

国家也应为构建合理的消费观念做出努力，将适度

消费、绿色消费等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 

（二）立足精神需要 

在丰厚的物质包围之下，人们的内心越来越物

欲化，在物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的“主

体性”，丢失了精神家园。人们沦为消费的奴隶，将

自己的精神需求寄托于物欲之中，不利于人的健康

全面发展。因此，人们应该立足自我的精神需要，

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在精神追求中谋求自我实现。 

首先，消费的主体是人，因此，避免消费异化

的途径就在于人对于自身的改造。人对于物质的追

求只能停留在生物性的需求层面，并不能代替人在

精神上的满足。人若要真正地自由自觉地活动，其

根本在于精神追求的不断提升。人们要建立健全自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完整自我的情感归属，不再

将其寄托于物欲的满足。 

其次，适度地追求物质需要。立足精神需要并

不是要消除人们的物质欲望，而是回归人的真实需

要，理性区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界限。在消费时，

人们能自主支配自我的消费行为，在购物中内心的

真实需要得到满足，而不是由于外在的视觉、听觉

等刺激而达到的被动的物欲的满足。 

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向追求，不仅有利于

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社

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10]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日益

增长，而我国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

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国家在刺激人们物质需求的

同时，应当投入更多力量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例如，

提供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

精神需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

文化水平，使其树立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 

（三）净化消费环境 

消费的意义在于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而

生产则是生存发展所需资料的“提供者”。但是在当

今这个消费社会，消费产生了异化，生产的目的也

被遗忘。每年，物质、精神产品数不胜数，然而仅

仅只是各种符号物的堆砌，真正满足人们内心需求

的产品少之又少。因此，生产者应回归初心，以人

的生存、发展为本，进行生产。 

首先，生产者不以追求巨额利润为唯一目的，

同时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

生产商家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为目的，为了获取

利益，他们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的增长。

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人类被物所统摄，不仅是

消费者，也包括生产者。只有摈弃以追求利润为唯

一目的的财富观，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进行

生产活动，才能使双方得以摆脱物的羁绊，实现互

利共赢。 

其次，良性竞争，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购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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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只有商家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与其他商家进行

公平、有序的竞争，才能较为客观地发布商品信息，

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提供合理的参考。商家之间形

成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也有利于其自身在健康有序

的环境下持续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持久的服务。 

此外，我国应不断完善消费的相关法律法规，

将其渗透到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针对当前存在的

各种消费不良现象，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监督、管

理，不断净化消费环境，打造合理的社会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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