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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了控制社会的隐蔽手段。消费者在资本创造出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迷失了

自己，购买大量并不是基于自身真实需求的商品。基于此，威廉·莱斯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指出消

费者需求的虚假性，是对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提出了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消

灭私有制从根本上恢复人的类本质属性，为破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盛行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深刻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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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hidden means of controlling society. 
Consumers lose themselves in the dazzling array of commodities created by capital, and buy a lot 
of commodities that are not based on their real needs. Based on this, William Ric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consumption, pointed out that the falsity of consumer demand is the pursuit 
of symbolic value other than the use value of commodities, and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more liv-
able society” and eliminate private ownership from the root to restore human’s quasi-essential 
attribute,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the prevailing problem of consumeris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has profound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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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莱斯异化消费思想的基本内容 

社会化大工业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人们的消费水

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是，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掩盖了人们真实的需要，使人们陷入消费主义营造的幻象

中。资本控制社会的手段转变为消费这一更加隐蔽的形式，资本利用种类繁多的商品与铺天盖地的广告

侵蚀人的价值观，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润。消费者购买商品并不是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

把消费本身当作目的，经济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1], p. 486)。在此背景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满足的限度》中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考察

[2]，提出了异化消费思想，为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人们扭曲的消费观和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参考。 

1.1. 虚假需求引发异化消费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由于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而产生出产品的交换行为[3]，
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而产生出的真实需要，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4]。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

展，资本家借助广告的形式将商品虚幻为符号意向，模糊人们的真实需求，通过消费控制人们的全部社

会生活，实现对人们“欲望”的操控，以达到资本逐利的最终目的。莱斯将“欲望”视为人的“虚假需

要”，这种“虚假需要”助推非理性消费行为对人的异化。“虚假需要”并非基于人类生存客观需求的

考量，而是来源于资本营造的商品的附加价值，例如，购买奢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与虚荣

感。在此种“虚假需要”的诱导下，会产生不符合消费者自身购买能力的消费行为，超前消费、借贷消

费的现象都属于上述非理性消费行为的范畴。 

1.2. 异化消费导致消费的符号化 

异化消费导致消费的符号化，人们对物质商品的追求不再满足于商品的实用性，而是关注于商品的

附加价值，即商品的符号属性，商品被资本赋予象征着财富、地位与品位的价值。物质商品的愈发充裕

并没有促使人们追求精神层面的丰盈，相反地，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被转化为了物质商品消费的表达。

在消费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达到逐利目的，诱导消费者为商品的符号价值买单。莱斯指出消费不再

是为了商品的有用性而进行的消费，而是为了资本家创造出的虚假欲望而进行的消费。资本家为了追求

更高的利润，热衷于打造“热卖单品”，营销层出不穷“时尚热点”。本质上，消费者购买的是资本营

销包装下商品的符号象征属性，这种抽象的需要满足的是人们的物欲。当代消费社会的狂欢，正是人们

物欲膨胀的体现，“打折促销”、“主播带货”、“满减优惠”看似是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商

品，实际上消费者在所谓“低价”的诱导下购买了许多并非基于实际的客观需要的商品，并且“虚假的

需要”永远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物质商品量上的叠加反而使人困于消费的牢笼。 
消费的符号化导致人的异化，人沦为被消费控制的对象。从形式上来看，人们的消费似乎是为了满

足自身的需要，是基于个体需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事实上，人们盲目追求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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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主体对立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陷入消费世界的狂欢，最终被日益贪婪的物欲所吞噬，成

为商品控制的对象。商品符号价值能够给予消费者心理上的暂时满足，资本主义利用控制人的心理需求

的方式实现对人的隐蔽控制，试图用消费这一行为表面上的自由、平等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财富

水平、阶层地位上的不平等，以消弭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调和的阶级冲突。 

1.3. 异化消费的消解路径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工人在生产领域无法获得自由，

便以盲目消费的方式来弥补在生产领域失去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了掩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缓和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引导工人将消费作为获得精神满足的唯一方式，以异化消费这

一隐蔽的手段达到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使之放弃革命。 
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为了弥补异化劳动造成的生活机械乏味而形成的以消费本身为目的的消费([1], 

p. 494)。威廉·莱斯基于人的真实需求提出了解决异化消费问题的路径，强调重新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

的重要性，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莱斯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逐利属性催生

了非理性，例如，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企图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对自然的控制，把满足人类

自身物质生产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非理性欲望的支配人类的行为，导致自然生

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莱斯指出须以伦理道德规约的方式约束人类的非理性欲望。 

2. 威廉·莱斯对异化消费根源的分析 

威廉·莱斯对异化消费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

以及异化劳动是导致异化消费的原因。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人们对自然资源过度的占有不仅导致

生产的相对过剩，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资本家企图通过引导消费者进行无节

制的购买行为以消耗过剩的商品，并弥补异化劳动给工人带来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2.1. 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的消费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逐渐觉醒，提出以人为中心，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类对自然的宗教

崇拜被控制自然的观念取代，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者，利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加大对自然的攫取程度。

对自然资源不合理地开发与索取，满足的是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要与消费欲望，生态危机成为控制自

然的必然结果。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把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作为首要任务，这与资本主义相契合，

并且与资本主义的灭亡密切相关([5], p. 157)。 
威廉·莱斯指出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

控制自然的意识才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消费具有深刻的逻辑联系，控制自

然与控制人的消费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是资本

主义实施社会控制的两个方面。控制自然的观念遮蔽了资本对人的控制，资本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商品

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使得控制自然被美化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自然的控制也转化为对人的需求的

控制。 

2.2. 异化劳动催生异化消费 

威廉·莱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异化消费现象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随着生

产力的快速发展而消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反而不断加深，加深了资本对工人

的剥削程度，异化劳动使工人沦为生产流水线上进行重复劳动的机械化的个体，导致工人的精神需求得

不到满足，试图通过物欲的满足暂时忘却被压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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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莱斯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阐明了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间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劳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受到摧残。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出的，本该属于劳动者

所有，但劳动产品却被资本家全部占有了，劳动者无法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精神满足，反而会受到自己生

产出的商品的奴役。劳动是满足人的生存所必要的活动，本身应该是自愿的活动，然而当工人将自己的

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时候，劳动变成了机械的、被动的、强迫的活动，仅仅是工人维持自身

肉体存活的手段。劳动的异化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加深，对工人

劳动的剥削强度与控制自然的程度成正比([5], p. 38)。伴随着异化劳动程度的加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间的矛盾的变得愈发尖锐，资本家用控制消费的方式试图缓和这一矛盾。正是在异化劳动程度愈发加深

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借助消费的方式以弥补在劳动过程中失去的自由，消费商品数量的叠加掩盖了人们

的真实需要，进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程度加深的问题。永不满足的物欲最终使工人阶级丧

失了革命斗争的动力，完全沉沦在了资本主义营造出的消费主义的茧房之中。 
威廉·莱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需要的控制，指出异化消费以物的关系取代了现实的人的关

系，以物的满足弥补异化劳动造成的精神缺失，现实的人变成了资本家逐利的工具。疯狂的消费的行为

所带来的精神满足会随着新的产品的出现而消失，这就使消费者陷入无限购买的恶性循环，一旦物欲得

不到满足就会使人陷入更深层次的痛苦中，不断更新换代的新产品刺激消费者产生新需求。消费者不再

思考自己真实的需要，而是以满足物欲为目的进行消费，人类也在不可控的消费中陷入自我迷失的生存

困境。 

3. 威廉·莱斯异化消费思想的当代价值 

威廉·莱斯的异化消费思想阐明了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指出异化消费并不是基于真实

的需要，并指出了消除异化消费问题的路径。异化消费根源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异化劳动，控制自然的观念掩盖了资本对消费的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随着人类控制

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消失，反而加深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无产阶级在日益严重的剥削下试图通过物

欲的满足来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事实上，无产阶级是陷入了更隐蔽的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中，唯有消灭

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消灭异化劳动，使消费重新回归人的真实需要。威廉·莱斯的异化消费思想为破

解当今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消费层面

的思考，具有深刻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威廉·莱斯指出当代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人们的消费欲望随着新商品的出现而永远得不到满足。

资本家通过广告宣传、社交媒体传播、明星代言等方式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质需要刺激人们消费，人们会

下意识地更愿意购买自己反复浏览过的商品，而不是基于商品本身的优劣进行选购，导致购买的商品并

不是消费者真正的需要。社会陷入物质与金钱崇拜的不良风气之中，个人忙碌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忽视

了精神需要的消费。精神的极度贫瘠给个人带来生存危机，人们开始产生无价值感、虚无感。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消费至上的消费观念也悄然渗透至当代

中国青年中。青年人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尚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的青年人极易

受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蚀，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产生出借贷消费、攀比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

影响青年人的健康发展。威廉·莱斯以异化消费为切入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消费控制，指出

必须明确区分消费与满足，“满足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生产活动的组织，”[6]即满足并不是从消费中获

得，而是在人们现实的生活领域中实现。因此，应该加强适度消费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人注

重精神消费，不追求奢侈品来包装外在形象，而是追求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内在精神涵养，从根本上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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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浪费、不节制的消费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通过消费的方式操控人

们购买大量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并不是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因此会产生出大量的资源浪费，并对生态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应该把消费置于人类与自然的共同需要来考虑，形成既符合人类真实需要的又符合自

然的良性循环要求的消费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是剥削人的活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并不会获

得精神满足，所以以消费的方式满足自身的物质欲望，弥补在劳动过程中遭受的精神压迫。从根源上消

除异化劳动就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使劳动回归人的类本质属性，成为人的自由

自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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