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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is a work in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and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the elabora-
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he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the 
alienated labor, namely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surplus value, capi-
talists will expand the market from domestic to international through the socialized form of pro-
duction, and push realistic consumption to future consumption. When it is saturated, capitalism 
will transform into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enter the post-capital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 
dominant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will be “false demand”. 

 
Keywords 
Marx, Alienation Labor, False Demand, Post-Capitalist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的虚假需求 

华  峰，王新婷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8月30日；录用日期：2018年9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9月20日 

 
 

 
摘  要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著

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异化劳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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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述，揭示了异化劳动下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通过生产的社会化形式，将市场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又将现实消费推向到未来消费，当其饱和之后，资

本主义将实现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进入资本主义后现代化，消费社会中占主导的将会是“虚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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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和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批判了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他将异化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

社会为获取剩余价值而产生的自我异化，论述了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 

2. 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点主要通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活动与劳

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第一，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

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

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技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1]，
p. 52-53)。当工人通过体力或者智力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该产品的单位必要劳动时间越

低，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普遍追求，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

但这些剩余价值并不是被劳动者所得，“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

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 ([1]，p. 59)。这样，一方面是有消费需求的劳动

者难以支付巨额的消费资金，另一方面是资本家所得产品的大量积压。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这样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 
第二，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外化表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 ([1]，p. 53)。劳动者的劳动不是为了谋求“生活第一需要”的自愿劳动，

而是作为单纯的谋生手段而被强迫的强制劳动。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如同僵硬的机器，不

断的重复着同一个劳动过程，“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

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

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

畅” ([1]，p. 54)。 
如今，进入资本主义后现代化时期，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由

于工人不断接受教育，文化水平极大提高，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

之间出现了许多中间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们的界限。但是，在大资本家四处鼓吹“虚假需求”

的时期，工人、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似乎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消费手段的发明上，而不是放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92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华峰，王新婷 
 

 

DOI: 10.12677/ass.2018.79235 1589 社会科学前沿 
 

比较传统的新生产手段的创造过程上[2]。大资本家通过媒体大肆宣传消费主义，使每一个国家中的

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消费的“奴隶”，为了消费而消费，仍然没有挣脱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的束

缚。 
第三，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

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1]，p. 57)。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

是相同一的，而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对于动物

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这就是说，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人有自我意

识，人会使自己的生命活动转变为受自己的意志与意识支配的对象，能把自身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把

自身当作主体，把周围环境当作客体即对象，从而发生对象性关系[3]。由此人就成了类存在物，或者说，

人正是由于是类存在物，才会产生有意识的活动。然而，人所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劳

动而改变，以至于人正是因为具有意识，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个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类生活相异化，个人和社会也是对立的。

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即他现实的类生活对象，使人所具有的相对于动物的优势变为

劣势。异化劳动下，劳动者的生产是被动的，是按照他人意愿所进行的生产，劳动者进行的生产活动只

能是无意识的且非自由的。 
第四，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手稿》中指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

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

量” ([1]，p. 59)。从工人方面来看，工人进行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无意识和非自由的劳动，那么就必然在

其对立面有一种支配他人、占有他人服务、压制和强迫他人劳动的活动。通过这种异化劳动，工人生产

出一个以占有和压迫为目的的群体——资本家。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必然通过实践的、

现实的关系表现在他人身上。从非工人方面看，他们通过工资和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掩盖了异化劳动的

真实关系。私有财产通过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掩盖了劳动异化的后果。而在工资中，劳动表

现为工资的奴隶，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异化劳动对工人本身关系的产物或者必然结果是非工人

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 

3. 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社会的新现象——异化消费 

21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前社会下主要表现为金

融危机，这跟传统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有了很大的差别。对于金融危机，虚拟经济所采用的商业信用

形式使生产过程同流通过程分离开来，从而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又由于信用的回流与实际的回流相

错位，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所带来的生产过剩产生更大的破坏性。资本主义社会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这也就促使资本主义社会

必然要进行自我否定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到了后现代阶段，整个社会能基本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而几乎能够让每

一个人生存下来。资本主义在第一个阶段填充了现实市场，在第二个阶段填充了未来的市场。相比于之

前资产阶级开拓现实市场与未来市场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后现代阶段是通过构建虚假需求来开拓自己

的市场。资本主义以制造与人类幸福无关的虚假需求为手段，通过填充由虚假需求所支撑起来的非本真

市场，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但资本家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而鼓吹的虚假需求给包括资产阶级自身在

内的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痛苦到一定程度便会超越生死的恐惧而走向觉悟、走向变革。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吸收了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将人的需求分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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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需求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必要消费而产生的需求，而是在社会这一外部力量，尤其是统治阶级的

主导下产生的需求，它仍然是异化着的存在，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统治目的而采取的压制性政策的工

具。统治阶级通过广告和娱乐大肆宣扬消费理论，鼓励银行降低存款利率，鼓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理论，

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消费领域，使得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更新定义他们的需求，更有甚

者，用物质追求代替精神生活的空虚，将消费与幸福、满足等同起来，从而忽视劳动领域被榨取剩余价

值所遭受的挫折。消费社会通过将各种虚假需求强加于人们，并被纳入到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领域之中，

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异化之中。 
虚假需求产生的根本动因是为资本增殖服务，通过外部力量的主导引诱来否定自我意识的辨析而制

造虚假需求，被植入虚假需求的人们认为物质即幸福，他们己经丧失了对现存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进行批

判和超越的能力。他们和资本家一样阅读同样的报纸，一样开着车，一样参加娱乐活动，这种表面现象

盖掩盖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使他们以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鸿沟被抹平了，自己与资本家拥有同样的

公正、平等的社会地位。于是人们狂热的按照主流价值观念去追求所谓的“理想生活”，以为实现了之

后会变得幸福。然而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幸福, 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精神生活萎靡

不振。“只要他们仍然不能自立，只要他们被灌输，被控制(直达于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不能算作是他们自己的” ([4]，p. 5)。虚假需求使人盲目从众并丧失了判别能力，个体变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单面人”，只能跟随社会统治阶级所主导的大潮趋势浑浑噩噩的生活。 
随着时间推移，虚假需求所占人们总的需求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在虚假需求允斥的社会，独善其身

将越来越难。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他们的法庭面前，他们

的合现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少有的几个清醒的人被视为异类，就像杜勒斯在《战后

国际关系原则》中所说：“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

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镑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

会渣滓的方法。”一旦社会大多数人被植入了虚假观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一体化了，现实和理想

一体化了，这个时候是受支配的众多迷茫的人决定少数清醒的人，而绝不是相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所取得的进步给予了肯定。弗洛姆认为，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薪资和福利保障有了极大提高，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得

到极大提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奇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个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变成了标准化的经济原子。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在消费中找到了“自我”，

认识到自己“主体性”的存在。为了弥补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标准化生活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和创伤，他们

拼命地挣钱，然后尽情地挥霍、享受。金钱，作为交换的媒介，使人们认为占有金钱，就拥有了得到并

支配一切的权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所需要也是所塑造的是这样一种人“他是大群体中很好的

合作者，他欲求愈来愈多的消费，他的感受和鉴赏力被标准化，而且容易被社会所影响和预侧”，“他

感到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他并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但他愿惫受别人的支配，做些别人所

希望于他的事情，心甘情愿地顺应社会的秩序” ([5]，p. 109)。 
在资本主义后现代化时代伴随着虚假需求而出现了“异化消费”的现象，这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

不曾出现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口号成为许多人生活所奉行的基本准则，人们认为，人生苦短，需

要及时行乐，所有的欲望都需要得到立刻满足，不得使任何需求受挫，从而产生了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

不断刺激人们的超前消费。“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

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6], p.494)。这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将危机转

移到消费领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过多剩余产品，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的后果所产生的。资本家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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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实行操控和调节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而造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

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也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舍弃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利益来改善民生，建立资

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而后现代社会虽然能保证所有人的温饱，能让所有人都生存下来，但生存着的

状态确是充斥着精神痛苦。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浓烈的异化消费和虚假需求的氛围中，不单单是

无法支付异化消费和虚假需求的工薪阶层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中，而那些能够支付异化消费和虚假需

求的资产阶级也仍然陷入了精神痛苦。如此而来，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力军除了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之

外，还包括了一部分资产阶级自身。在此背景下，由精神痛苦所产生的反抗力量将使资本主义进行再一

次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将会实现新一轮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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