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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宋艺璇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本文将探究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该理论的基本内涵，从阿格尔异化消费概念分析出发，

分析异化消费的表现，到异化消费的解决路径来全面理解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吸收借鉴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我国当代社

会建设的启示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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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说过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

精华。”[1]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阿

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产生亦是如此，阿格尔根据变化了的资本

主义现实进行的一种理论尝试。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阿格尔汲取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学者思想的合理成分，企

图超越马克思重建一种新的危机理论。因此，对阿格尔异化消

费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探讨。

第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二战后，科学技术在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提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迅速发展，但经济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生态环境愈发被破坏的

危机，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加紧了

征服自然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 ：“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

这个过程以迄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

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2] 与资本主义社会扩张

生产同行的是环境破坏问题的日渐突出，生态问题日益威胁人

类生存发展。首先，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区域的生态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世界性公害事

件的频发使无辜的人们饱受病痛的折磨。其次，自然资源过度

开发。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消耗，为

了使这种大规模生产稳定前行，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大对本国资

源开采力度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加快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对第三

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掠夺。这一行径不仅给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

国家的生态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资源的

大规模锐减。最后，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南极臭氧层空洞和

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面积的持续扩大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

后果，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更有学者提出若臭氧层空洞

笼罩全球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而另一重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

球变暖，已经导致多种极端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些现象的出现

无疑将人类整体置身于危机之中。

第二，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公

害事件的频发，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

焦点，联合国相继颁布一系列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用以约束

和规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

绿色政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作为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政

治舞台，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将绿色运动推向了高潮。

第三，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变迁。资本主义社会初期，

生产力水平低、物质产品匮乏，人们在商品生产上遵循“够了

就行”的原则，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生活的客

观现实需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科技在生产过程

中的大规模应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逐步摆

脱了物质匮乏的局面，迎来生产生活丰裕的历史时期。生产过

剩、物质商品极大丰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

特征，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进入消

费社会，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的消费呈现出与以往消

费不同的特征 ：消费目的与消费需求相错位，人们为消费而消

费。在这一价值观下人们把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不

断地追求越多越好的消费用以体现自身的价值与成功。此时消

费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人们并不再基于满足自身基本生活

需要为目的去消费，获得的商品也并不是为了使用，而单纯是

为了占有它们，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被激发的物质欲望，消费领

域的变化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关注的目光，包括阿格尔在内的

众多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崭新的变化，并对此展开了深入

的研究。

2. 本·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基本内涵

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其中马克思的异

化劳动及商品拜物教思想对阿格尔思想产生影响较大。正确认

识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下文首先从异化消费理论的概念出

发，深入剖析异化消费现象，分析异化消费的解决途径来了解

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

2.1“异化消费”概念分析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阐述了异化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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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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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阿格尔异化消费概念的

含义。第一，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存在的客观条件。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导致异化劳动的产生，人们从事的是高度分工以后的

工作，工作方式单一，工作环境压抑。长期在这种机械、重复

的劳动中，对人们来说是单调、乏味、痛苦的。在强制劳动

中，人们无法找到劳动的意义，失去自身价值感与获得感，“劳

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

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4] 为了获得存在感、主动性，消费成

了消费者体现自我价值的渠道。在消费过程中，人们能充分表

达自我，任意选择自己中意的商品。通过消费，人们尽情享受

商品带来的快感，在这种快感中，他们能够忘掉工作所带给他

们的痛苦。但是这种快乐只是暂时的，“为了维持良好的感觉，

你又会再去买更多的东西。对某种物质或活动上瘾，能取代日

常生活里的情感不适，舒缓了因为渴求而积累起来的紧张感”[5]

但这并不能消除其内心的痛苦与压抑，只会形成购买—占有—

抛弃—再购买的恶性循环。第二，广告宣传出来的幸福是一种

虚假的幸福，广告宣传只是商家的推销策略。阿格尔认为“需

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 ；人们

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6] 商家通过广告介

绍产品的各种功能、作用，强调产品物美价廉、值得每个消费

者拥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每天通过视觉和听觉甚至触觉刺激消

费者，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广告不仅仅能传播产品信息，更

重要的是它能够指引人们消费的方向，广告本是无形的，但是

其内容确是有形的，在潜移默化中它把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与商

品联系起来，使消费者的消费仅仅从广告的诱导出发，并不是

出自其实际消费需要而为之。各种各样的广告不仅模糊了消费

的真实需求，并且创造出一种虚假幸福，“很大程度上，广告

创造出的欲望，使得他的购买速度一步步提高。”[7] 在品种繁

多的商品与广告诱惑的面前，消费者开始不由自主地消费，在

这仅有的闲暇时间里消费者利用属于自己的权利不断消费。虚

假的幸福完全等同于占有物质的多少，幸福不再是自我感受。

人们迷失在物质层面中，原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消失殆尽，人

们不会思考何为幸福。

2.2 异化消费的表现

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中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与消费对象之间的异化。在正常的消费中，人

们通过消费对象可得到生产与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需求。人

们自由的选择商品，消费对象是为人服务的，受人掌控，人处

于主动地位，消费对象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在异化消费中，人

与消费对象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被消费对象压迫、奴役、掌控，

消费成为盲目的、被动的。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了一

种目的。人们被消费对象掌控，消费对象可能本来不是人所需

要的，现在却成了急迫的需求。消费对象左右人的选择，控制

人的消费内容，使人们缺少自主性。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在异化消费中人与

人的关系，只体现在购买与消费中，与金钱有关，人与人的关

系表现为赤裸裸的物与物的关系。异化消费对异化劳动具有反

作用，异化消费会加剧异化劳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断恶

化，异化状态更恶化。

最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与自然界

相处中需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在保持自身发展过程中顺应

自然的规律。但在异化消费中，人类敬畏自然的意识愈加低下，

人类企图征服大自然的思想愈加严重。人类大量从大自然中获

取各种资源，造成资源匮乏，环境失衡，破坏生物多样性，各

样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阿格尔认为在消费领域已然出现了新的危机——受广告操

纵的消费与其导致的环境问题，即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

尔强调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危机，在当前资

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成了主要危机。

2.3 异化消费的解决途径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阿格尔提出了他的解决

方案，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调整人们的消费观，让

人们能意识到原本的消费行为最终会影响甚至反噬到人类自

身，反思由广告宣传带来的过度消费，并形成新的消费观，由

此来解决异化消费。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是指人们原以为可以在工业发达

时期为其提供丰富商品的期望落空，并最终意识到自己身处一

个并不完全丰裕的世界 [8]。阿格尔认为，人们最终能认识到资

本无限扩张与地球有限生态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为了保护生

态而减少生产时，人们被迫缩减自身对商品的欲望，因此会产

生对无限获取物质财富期望的破灭，从而对消费方式进行重新

评估，最终意识到人的幸福和满足是通过实现自身价值的有创

造性的劳动获得的。阿格尔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摆脱广

告的操控，进行理性消费。

不仅如此，阿格尔把劳动异化作为异化消费的源头，因此

只要劳动领域存在着异化，那么异化消费就依然会存在，对此，

阿格尔提出“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

的基本愿望和价值”[9]。阿格尔从生产领域出发，提出分散化

和非官僚化的“稳态经济”试图从根上解决由消费异化引起的

生态危机。

首先，“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

规模来克服 ；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非异化劳动

（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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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克服。 ”[10] 阿格尔想要建立的小规模的生产体系完全不同

于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这种体系将限制生产规模从

而使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遏制，最终人们将满足于这种小规模

的生产和工艺式的消费。其次，阿格尔认为当前需要一种非官

僚化、社会主义化的结构，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官僚

主义的集中化”[11] 只会加剧异化消费——消费者更易将消费和

幸福等同起来，因此要抛弃这种官僚化集中。

3. 本·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当代启示

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尽管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仍具有一定的适配性，对于推动我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从政府、企业和个人入手，优化当前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

改善个人的消费观，努力减少甚至消灭消费中的异化行为。

第一，政府要加强宣传引导，倡导和谐、绿色的生活方式。

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从整体上来看，可

持续生产已经得到实现，但是因为异化消费的存在，可持续消

费并没有得到实现。政府要积极倡导绿色生态的消费观，结合

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观与现代的绿色环保的消费观，通过多种

形式进行宣传，提升消费者自觉规避消费陷阱的能力，提醒人

们要有良好的消费习惯，从个人做起，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

境。与此同时，政府要创造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出台相应的

法律法规，填补法律空白，以规范消费主体的行为 ；出台多种

政策方针扶持绿色产业，“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

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12]，加强供给侧改革，提升商品产品质量，减少低

质量商品的产出，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践行新发展理念；

加强对广告的监管与约束，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的行为。由此营

造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消费环境，为实现可持续消费提供现实路

径。抵制异化消费并非放弃生产，而是要将生产、消费、发展

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第二，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消费。

一方面，不良企业投放的虚假夸大的广告，使得消费者难以辨

别产品效能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在市场化的运作下，广告已

经超越了原有的传播产品信息的作用，在广告潜移默化地影响

下，消费者的消费从广告的诱导出发，而非从自身需要出发，

将广告中展示的商品将展示自身地位相挂钩，从而进行不必要

的消费。另一方面，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获得利润对商

品进行过度奢华的包装以吸引消费者的青睐，引导消费者在盲

目消费的同时还造成了不必要的商品垃圾。因此，企业要转变

经营理念，不可唯利是图，要提升社会责任感，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多为消费者考虑，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转变生产方式，

摒弃落后的生产模式，建立绿色生产线，创新技术，以创新实

用的功能吸引消费者而非过度华丽的包装，既经营好自身企业

的口碑又做到环境保护。

最后，个人要改变消费观，实现自身和谐发展。实现人的

解放是阿格尔的美好期待，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对于如何实现

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我们仍需要借助改变消费理

念来完全消灭异化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更注重精神层

面的消费，克服奢侈浪费的不良消费习惯，实现人自身和谐发

展。这意味着，在生活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打破资本家制造的虚假需求假象，自主进行理性消费。阿格尔

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是支持人们回到穷苦的日子，而是希望人

们持有正确的消费观，调整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使人们从异化

消费中走出来，努力摆脱用消费获得快感的空虚状态，做到在

充分劳动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进行创造性活动而获得愉悦感

和成就感。

4. 结语

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虽然仍有着不足之处，但对现今社会的发展

和环境的保护仍有借鉴意义。对于美好生活的实现并非依靠物

质消费，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异化消费带来的快感并

非是持久的，走向真正美好生活的需要依靠生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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