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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义虚拟经济视阈中人的
心理特征

张艳涛  郭晓月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新视角。从“实体经济”

到“广义虚拟经济”，从“生理需求”满足到“心理需求”满足，从“看不见的手”到“看不见的心”，

都表明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能力的充分发挥和人的

尊严等更广泛的内涵。在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期，深入研究广义虚拟经视阈中人的心理特征

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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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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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From the “real economy” to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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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of "physiological need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psychological needs”, 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the "invisible heart”, it suggest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increase of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the full play of ability and human dignity and 

the broader connotations. During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sychological needs,  consumption age

广义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人类已经逐渐

解决了温饱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从以满足人们“生

理需求”为主的实体经济现象逐渐过度为以满足

人们“心理需求”为主的虚拟经济现象。面对这

一经济现象，国内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关

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金融为核心的

一些领域，主要侧重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

问题、新财富观与虚拟价值等，体现出浓厚的思

辨色彩。很少有从“转型视角”和“社会心理视角”

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

深化广义虚拟经济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奠定经济学的哲学基

础？在广义虚拟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心理具有哪

些阶段特征？在消费时代和发展性需求主导的时

代，人们的心理具有哪些时代特征？这些问题都

需要深入的学理研究。

一、从“实体经济”到“广
义虚拟经济”：财富与能力
的新阐释

近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反

思现有的经济模式与财富观念。在人类社会不同

发展阶段，经济的主导形态必然有所不同。如果

说实体经济是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的主导形态，

那么在后工业时代，广义虚拟经济就可能成为社

会经济的主导形态。广义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

度发达的产物，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

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的经济现象。广义虚拟

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样重要。

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也是富民强国的重要标志。对财富

的理性追求，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改革

开放之初，普遍贫穷让中国人燃起对致富的强烈

渴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财富欲望被激活，

财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

是强国富民的历史。“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

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

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

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

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①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主要 4 种形式：作为劳

动成果，财富是人的本质的对象性存在，就此而

论，财富是“人的能力的确证”；作为商品，财富

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的时间，就此而论，财富是

“人类发展的空间”；作为货币，财富具有与一切

商品交换的能力，就此而论，“财富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资本，财富意味着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

就此而论，财富是“资本支配劳动的奥秘所在”。

概括地讲，马克思的财富观是以劳动主体为价值

取向的人本财富观和能力财富观。当马克思把财富

看作“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

遍性”、“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类全部力

量的全部发展”的“目的本身”时，他已经看到了

财富对于实现人的能力从外在性目的向内在性价值

转化的基本根据。然而，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在

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②在广义虚拟

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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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③财富可以是积累起来

的货币、节省的时间和持续的健康。“在现代经济

……看来矛盾的是，时间成了最最稀少的一个因

素。时间不像其他的经济资源，它是无法累积的”。

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时间都成为经济计算。

生产力低下，时间就比较便宜；生产率高，时间

就比较贵重。

马克思的人本财富观和能力财富观至少有 3

个启示：第一，要注重在生产劳动领域讲财富，

鼓励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限制投机。同时，又

要在流通领域讲财富。如今产业分布的格局是营

销加研发占宏观利润的 90%，而生产制造仅占

10%。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劳动对创造财富的重

要性，还要注重研发、流通与交换。第二，要让

财富掌握在广大劳动人民手中，避免贫富差距过

大。显然如今多数人民群众掌握的财富远远不够。

第三，应充分认识拥有创新能力远远比拥有物质

财富更重要，拥有知识和能力比拥有金钱和资本

更重要。创新能力会源源不断地成为财富的源泉。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人更应该有创新能力，而

不能只有物质财富，前者是“渔”，后者是“鱼”。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

市场规范和财富伦理。因此，商品拜物教、金钱

拜物教、资本主义拜物教在当代中国依然有很大

市场。反思当代中国财富观之所以迷失，主要是

因为自近代以来，我们从未对财富观进行过“有

原则高度”的大讨论，自然也谈不上形成“有理

性高度”的财富共识，从而导致了种种错误财富

观的流行和蔓延。当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伴着物

质至上的滚滚红尘席卷中国大地之时，纯净简朴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我们渐行渐远，放

眼望去，少见“仰望星空的人”，多是“俯视红尘

的人”。“一切向钱看”成人们的现实追求。不可

否认，“利益”是一个伟大的机制，是人类文明前

行的杠杆，合理追求自身利益，不仅是无可非议的，

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内在依据。但对利益的追求

必须合法合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

费主义”作为一种偶像崇拜，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

异化版本的宗教而已。

总之，在中国走向富强的征程中，在中国人

走向富裕的过程中，一定要抓好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因为积极健康科学的财富

观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当前，必须对财富及其创

造机制进行新的思考。财富不仅是有形的物质、

当下的占有和外在的标志，更可以是无形的精神、

未来的生存和内在的丰富。在多种财富观中，“能

力财富观”应该成为主导性的财富观，“人本财富

观”应该成为人们的理想追求。当然，财富是一

个庞大的“问题群”，财富与劳动、财富与资本、

财富与货币、财富与家庭、财富与幸福，财富与

共同体、财富与个人自由、财富与风险、财富与

伦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二、从“生理需求”到“心
理需求”：需要与欲求的新
阐释

关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纯粹

的经济学问题，同时更是心理学和哲学问题。面

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哲学家们提供有原

则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与反思，以引导大众健

康发展、引领经济和谐发展。例如，法兰克福学

派的哲学家，大体都从事对欧洲现当代文明深层

反思工作。他们追问：欧洲文明到底出了什么毛

病？为什么在科技高度发展中，人类社会日益步

入“非人化”与“野蛮化”状况？为什么以启蒙

主义所标举的“进步”、“现实原则”凌驾于“快

乐原则”之上，理性的算计能力压抑着感性的爱

乐本能？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历史来看，在西方社会，主导的制度是财

产，这一制度对西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丹尼尔 •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援

引亚里士多德的话重申“欲求取代需求”这一值

得重视的命题。按照贝尔的理解，“需求”主要是

自然主义的、生理的、有限的、可以相对满足的，

“欲求”则是功利主义的、心理的、无限的、无法

满足的，结果出现了“财富有限”而“欲望无穷”

的悖论。⑤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使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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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即从有限的“需求”

转向无限的“欲求”。其实，人在满足“生存需求”

阶段，只有“一种烦恼”，那就是吃饱穿暖，而在

满足“发展需求”阶段，人有“无数的烦恼”。实

际上，与匮乏相对的是丰裕。“匮乏的条件是一切

当代社会科学基本的分析概念。它规律性地说明：

与欲望相对而言，一切价值（尊敬、权力、财富）

都是稀少的；与需要相对而言，一切资源都是稀

少的”。⑥这启发我们在消费时代，应合理满足需要、

合理消费。

从现实来看，需求的满足会催生出更高层次

的新需求。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

求层次理论”具有启发意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人需求的金字塔。人的生理需

求是初级和基础的需求，在生理需求获得满足之

后，人们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需求的满足。正是

这种心理需求，催生了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从“生

存性需求”到“发展性需求”，是经济发展阶段发

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讯号。当“生存性需求”解决

后，人们必然追求“发展性需求”。此时，以满足

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的，以品牌、服务、

体验和文化消费等要素为内涵的“广义虚拟价值”

便应运而生，并深刻影响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控制大众信心、制

造心理需求、不断创新才是首要的。“虚拟经济时

代，产品不再被看作是物品，而成为人们之间互

换心理需求的载体，是一个个承载着价值、信念

的文化产品。”⑦

从未来发展趋向来看，后工业社会成为人类

发展的基本趋向。后工业社会意味着：在经济上，

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

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为中心；在社会学上，它

是新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阶层原则的开始。概

括起来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两大特征：

其一是正在兴起的社会里的主要阶级，是一个以

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其二，社

会的支配体系不在代代相继的职业阶级手中，而

是在政治秩序手中。⑧在后工业社会，由“制造业”

向“服务业”的转换，深层反映的是商品价值重

心的转换，体现为消费重心由“实用性”转向“意

义性”，“符号价值”和“个人品位”成为后工业

社会商品消费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应，经济发展

不仅体现在人们物质消费的增加，更反映在精神

层面消费的增加，这表明人类逐渐进入广义虚拟

经济时代。

那么，如何在充分满足我国人民“生存性需

求”的同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发展性需

求”，引导人们走向物质和精神都丰富的新境地？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发展实践在总体上经

历了从“重物轻人”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改

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满足“生存性需求”即主要解

决单一的“温饱”问题，当时突出强调“物”，这

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重物轻人”的发

展模式，必然表现为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民生、

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发展、重经济指标轻幸福指数。

当前及今后主要是满足“发展性需求”即主要解

决多样化的“需求”问题，从满足“生存性需求”

到满足“发展性需求”进程中，必然提出精神世

界和人的尊严问题。

三、从“看不见的手”到
“看不见的心”：公平与正
义的新阐释

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研究沿着“成长理论”

和“发展理论”两条彼此相关但又独立的路径前进。

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

作用，在追逐自己私利的同时使他人和整个社会

也从中获得好处，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市场迷

思”。由于过度强调自由、经济、市场与增长，相

对忽视社会发展与公平正义，其结果是“富者愈

富，穷者愈穷”。如何防止“市场经济”变成“市

场社会”？这需要“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心”

协调作用。

当代是一个市场和经济主导的时代，人们的

生存和发展都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左右。值得

注意的是，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虽源远流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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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但迄今为止，“经济”概念的意义，去

不见得一清二楚。古汉语之“经济”，乃“经国济世”，

即所谓今之“政治者也”。在近代西方，古典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如亚当 • 斯密，既有“市场理性”，

又有“道德意识”，可谓是从人文角度理解经济问

题的典范。其实，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并不是自明

的，也不是经济学自身塑造的，而是哲学给予的。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机制，更

是一种公平正义的系统，就此而论，经济学本质

上是“政治经济学”或“市场伦理学”。亚当 • 斯

密开辟了政治经济学。在斯密看来，财富的创造

应是一种道德行为。原因在于，任何在市场上获

得认同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也必须在道德上获得

人们的认同。进言之，一国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

于社会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

于人们高尚的商业道德和经济伦理。这也是亚当 •

斯密为什么在撰写了具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

基之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1776）

之前，他写下了被许多人所忽略的《道德情操论》

（1759）的深意所在。正如亚当 • 斯密在《道德情

操论》中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

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

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

威胁社会稳定。”《道德情操论》之所以给西方世

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原因就在于它触及更为

宏大的社会主题——公平与正义。

然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很少具有哲学眼光和

哲学头脑，往往片面地把经济活动理解为追求财

富的活动。财富的增加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因此“市场经济”有蜕变成“市场社会”的风险。

在马克斯 • 韦伯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

教的职业精神、节俭等伦理有直接关系。如今，

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

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日益

提高的生活水准和道德的松弛成了个人自由含义

本身的目的，其结果是社会结构本身内部的分裂。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势”的

人往往缺失公共关怀。如所周知，“私利”乃人类

行为的基本动机，但如果只注重“私利”而不注

重“公义”，那又何来真正的“共识”？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

的日益复杂化，劳动形态不断丰富，劳动者队伍

也在不断扩大。除传统的体力支出型劳动之外，

管理型劳动、科技型劳动、经营型劳动、创新型

劳动、服务型劳动等也成为新的劳动分类并在社

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在经济和金融

危机境遇下，如何让劳动者生活得更加幸福、更

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经济发展的方向

就是人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即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提出“人的尊严”这一时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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