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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西方消费主义影响，当代社会出现崇尚物质消费、追求享乐主义消费的趋势，并且产生以消费为人生

目标的错误价值取向，这与我国传统美德及主流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因此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如何

构建合理消费观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消费理论在对消费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诸多深厚

理论，由此构建出理性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三条指导路径，对于培育正确、适度、可持续的合理

消费观有着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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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Western consumerism, contemporary society has a trend of advocating material 
consumption and pursuing hedonistic consumption, and has a wrong value orientation with con-
sumption as the goal of life, which is far from our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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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erism culture, how to build a reasonable consumption 
concep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Marx’s consumption theory formed many profound theo-
ries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consumerism culture, and thus constructed three guiding paths of 
rational consumption, fair consump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a correct, appropriate and sustainable concept of reasonabl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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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物质产品生产极其丰富，使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地改变革新。在此背

景下，过度消费、奢靡消费、攀比消费等消费异化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厘清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理路，

可以从炫耀性符号消费、两极化分离式消费以及过载式不可持续性消费三个方面来分析当前我国消费领

域中的异化消费现象，助推新时代合理消费观的构建。 

2. 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理路 

2.1. 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基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开头的第一句话曾被无数次引用，因为它生动

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所暴露的尖锐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工厂，各

国生产力水平飞跃性提升，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相比，这是最好的时代。然而，这一进程也伴随着贫

困和两极分化。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据，生存受到摧残的工人开始觉醒，他们渴望摆脱贫困，追求美好

生活，但却无法改变现状。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另一

方面，大部分工人饥肠辘辘，只能勉强温饱。这种反讽的对比启发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运作机制和工人贫

困等问题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消费理论。 

2.2. 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思想渊源 

2.2.1.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消费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初。以圣西蒙、傅立叶和欧文为突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建立一

个胜过资产阶级社会，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理想新社会。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其阶级地位和历史

局限等原因，不能正确地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也没有发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从而

导致了他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对其乌托邦计划进行了批判，并吸收了其对未来社会的某

些看法，这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消费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多层次视角。 

2.2.2. 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消费思想 
被称为“现代经济之父”的亚当·史密斯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倡导节约

消费，反对无用消费，认为只有节约才能推动社会繁荣兴盛。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布阿吉尔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5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超杰，吴敏杰 
 

 

DOI: 10.12677/acpp.2022.115151 855 哲学进展 
 

特，奎因，西蒙迪等为代表的新兴思想与传统重商主义论断之间的尖锐对立，他们重视人民的实际需要，

提倡节俭，反对奢靡消费。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和历史思维的立场上，对英法政治经济学者的丰富消费

主义思想资源进行广泛研究，并根据需要进行合理的批判和吸收，应用到自己的经济学中，为建立新的

消费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2.3. 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消费思想 
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冲突产生的原

因进行深入思考，反而用种种借口来回避和掩盖冲突。例如，马尔萨斯和加尔扬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

天然也是必需的，工人只能过着悲惨贫困的生活。马克思批评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局限性的逃避，并将工人的消费放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庸俗政

治经济学家的消费观点为马克思确定其消费理论的内容提供了启迪性的思想材料。 

3. 当前我国消费领域中的异化消费现象 

3.1. 炫耀性符号消费 

消费是以人类特征属性为“存在类型”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物质资料消费(如衣、食、住、行)以及精

神文化产品消费两个方面。消费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两大特点，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社会学

角度考察，人的消费活动不仅表现为对自身自然特征和生理需要进行的动态改造，而且也体现人在精神

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终极追求。一个人若只为满足其自身的欲望而进行消费，毫无疑问会远离理性，降格

成为动物。马克思认为消费只是人们实现发展自身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弥补人们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

当一个人为满足自身的贪婪、嫉妒或者比较而进行消费，这必然会偏离消费活动的实质。消费者对产品

与服务的无限追求会导致消费资料“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的主导主体”[1]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人的消费表

现出一种炫耀性符号消费方式，即通过表达自我身份和满足个人虚荣而进行欲望宣泄。“符号”作为高

端品牌的消费品载体，它所代表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过程中所经历的从表

面消费到物化消费的转变，消费者试图在这一转变过程形成所谓的“高端定位”。弗洛姆认为，人与消

费之间的关系一旦被扭曲，就会导致消费异化，最终导致人被消费绑架或奴役。在网络消费盛行的今天，

在资本驱动的大众消费话语狂潮中，“消费 = 愉悦”、“报复性消费”等流行的消费观念使人们陷入了

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所谓富裕，不是别的，只是大量的消费”[2]，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偏离自我需求

的炫耀式攀比性消费，无疑是偏离了消费的本质属性，最终造成消费异化。 

3.2. 两极化分离式消费 

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地位和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就是财富和占有权关系的体现。人类的消费作

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制

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的分配。而社会分配是社会发展关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它直

接影响着人们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也决定着各种消费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社会公共资源与财富的不均衡

分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消费力出现两极分化趋势。例如中国城乡之间，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贫

富差距仍然存在，消费力分化造成人与社会消费关系相偏离。当今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互

联网平台进行各种消费行为，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进行消费的狂欢，将生活奢侈

品作为交换标牌，以实现个人野心或满足个人虚荣为目的。然而现实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并不高，

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受到冲击，造成了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之间巨大的心

理差距。社会主义本质是追求公平平等，这是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分配也是社会发展关系中最基本、

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也决定着各种消费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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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与财富的不均衡分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消费力出现两级分化趋势，给社会公平和消费公平带来

负面影响。 

3.3. 过载式不可持续性消费 

自然，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信息唯一源泉。若人类消费行为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势必造

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反之，自然损害也会给生产与消费带来负面影响。随着人口增长和

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生态失衡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之一。如果这种形

式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将危及种族的生存与延续。实践主体作为自然环境发展中最重要的受益主体之一，

其消费活动对环境保护和实现自然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人们能够

通过大规模生产创造大量财富，继而在消费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满足。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长久以来肆意妄为的过载式消费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过载

枯竭，大量的天然物质被过载消耗，甚至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人类的生活也面临着“垃圾围城”

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反思自身，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种族延续带来的危害。因

此，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替代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它强调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以最小的代价去创造效益 

4. 新时代合理消费观的现实调适 

4.1. 以理性消费消解人与自我需求的异化 

现实生活中为彰显个人身份而进行的炫耀式符号消费便是消费异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物质生

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截然割裂”[3]因此，必须倡导理性消费观念的构建，引导消费者以

客观、理性、适度的方式进行消费，顺应当下社会发展趋势，促进新时代理性消费观的建构。消费主义

者所提倡的过度消费，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无穷无尽的欲望，同时也是迷惑劳动阶级的一种手段。

这种异化的消费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体对全人类的犯罪，将会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超

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常需要，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必将受到“反噬”。马克思提倡的理性消费

和适度消费是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否认，他认为“消费”是一种“非物质”的行为方式，要“以人的‘合

理’”为前提，“有限”为目的，来满足“人的需求”这一最终目的，从而解决消费异化带来的人与自

身需求的异化问题，使人们从“我用，我在”的消费狂热中解脱，使消费回到自身的价值标准。从人类

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需求，并对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因此，必须以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为指导，坚决反对盲目攀比、摆阔比富、超前消费等不合理消费观

念和方法，树立与主流价值观和新发展理念相符的理性消费观念，引导未成年以自身消费能力为考量进

行理性消费，走出炫耀性符号消费的误区。 

4.2. 以共享理念消解人与社会的异化 

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创造出巨大财富，却使劳动者更加贫穷和愚昧，并最终使无产阶级不

得不去铲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这个“历史祸害”[4]。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富分化和消费

异化的重要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消除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鸿沟，使消费真正回归到维护

人类生存、促进人类发展的价值本位。因此，在解决人与社会的分离式消费和财富分配分化等问题时，

应倡导公平消费观，坚持社会产出全面共享，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理念，消解社会消费差距过大的内在

根源。共享发展，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5]。今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向就是要增强

大众的购买力，同时在解决消费异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消费本身，还要关注消费问题所带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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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社会生产问题。通过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整合，将发展动力与发展目标相统一，实现

公共服务的整合与开放。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能力和企业的创新功能，突破时间和空间对消费者的限制，

让较贫穷的地区或群体在网络上消费虚拟资源，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发达地区的先进服务。同时，也要

积极引导各大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抛弃过分追逐经济效益的商业观念，将社会共享、人人共享的理念贯

穿整个社会生产的总过程。 

4.3. 以绿色消费消解人与自然的异化  

生产与消费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生产就一定有消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也是一种生产方式。

在这一进程中，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和紧密的联系，“人与自然构成了相互成就的反馈

回路，人得以在合目的、合规律的劳作中解放自身。相应地，人所创造的器物、制度与精神也都走向生

态化”[6]。然而长久以来，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们渐渐把自己定位为“万物至尊”，试图通过各

种手段去战胜大自然。但马克思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顺应规律去合理消费，

否则“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双向控制和奴役，造成劳动的生态异化”[7]。当前，由于人们的过度需求导致

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恶化，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因此必须以马克

思的消费理论为指导，构建以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为中心的消费理念。“在承认人与自然处于平等的

基础上，人类给自然以应有或应得”[8]。绿色消费观念是人的理性选择，是为了保护生态和人类的长远

发展而产生的消费观念。它要求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既要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做到人类活动

和环境承受力更新效率之间的有机协调。因此从个人到全社会都需要树立起绿色消费的意识，将维护生

态环境的良性运行作为消费活动的观念基础，使社会生活更具有环保性、生态性和可持续性，进而推动

人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持久永续的消费。 

5. 结语 

总之，消费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之一，社会生活与消费活动密不可分。消费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物

欲消费或享乐主义消费，其关键在于作为消费活动主体的人为何消费以及怎样消费。当前我国消费领域

中的各种异化消费现象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而且也影响人的全面

发展。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推动构建新时代合理消费观，逐步实现理性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

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破解物的奴役，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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