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6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7期

1、消费主义 1

消费主义是大概念中的一个细分，消费主义在西方

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领域“消费主

义”有着不同的定义。消费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很大。消费主义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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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消费至上、意指贪图享受的各项行为。

1.1 消费主义的起源

消费主义是西方哲学、政治、经济等多方作用下的

产物。西方哲学认为，人是社会主宰，人类通过其智力

和体力征服和控制世界，让物品为人类服务。随着刺激

消费相关经济的出台，消费主义的外部环境达到更好的

适应性。受消费主义蛊惑，很多社会民众认为，物质财

富丰富了，可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消费主义便逐步蔓

延至西欧各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1.2 消费主义的本质

“消费主义”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德里亚先生的《消

费社会》这本书中窥得一二，在消费主义泛滥社会大背

景之下，人们的消费不再是仅仅只限于满足实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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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不断地追随消费欲望，这种消费需求是远远大于

实际需求的。消费主义背景之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盲目

追求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不计成本、不考虑后果，

不具有约束性。衡量商品的价值也不再是看重使用，而

是看重商品是否广为人知，是否符合当下的潮流导向，

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面子等，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

所产生的对商品的消费不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而是看

其是否符合潮流、是否时尚、是否有面子，从不考虑其

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更不考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

2、消费主义的危害

2.1 价值观错误

2.1.1 价值取向利己

其实集体与个人是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否定关

系。心理学上认为，人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构不成错误，但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又必须要

有“利他”的品质。那些披着“强调个性”外衣的利己

主义才是应该受到社会的批判，将个人的利益完全置于

集体之上，是对社会价值取向的严重扭曲和庸俗化。

2.1.2 价值取向功利

中国自古就有重义轻利的优良美德，仁义礼智信传

承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为了

建设新中国，提倡“舍小我，保大我”，新中国建设取

得的世人瞩目的成就，确实与这种伟大的家国情怀、奉

献精神息息相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物

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逐渐被唤醒。

但是，道德作为一种柔性约束，是一个社会高于法律的

更高层次要求，如果所有人把追求利益、追求个人得失

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处于“病态”

模式。一是拜金主义泛滥。价值判断世俗，唯利是图，

一切向钱看；二是为了一己私利，践踏法律和超越社会

道德底线。失信问题、食品安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

等事件层出不穷。

2.2 消费观异化

2.2.1 扭曲了大学生的消费观

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正常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人

们的消费本是从客观需求出发，如：衣、食、住、行等

方面的实际需求，具有一定的适度性和有序性。但是病

态的消费却呈现出消费是以消费主体的物质欲和炫耀为

目的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主要表现一是符号消费现

象严重。受消费主义影响以及商家的大肆鼓吹，从众心

理等不良社会风气，正在严重腐蚀着年轻大学生的消费

观，他们对于某些高消费的物品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消

费品的象征价值大大超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透支

消费现象严重。部分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被社会中的

不良气息所影响，再加上失去了家长的管束，开始放飞

自我，陷入花钱如流水的生活。家长给的生活费无节制

的花，在月初就已经身无分文，这是导致大学生透支消

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学生大都是尚未实现经济独立的

人，家长给的生活费不足以支撑大学生的消费愿望。现

代化网络信息的发展，给大学生提供了许许多多透支消

费的平台，较为正规的有银行网贷、花呗、京东白条等

方式，不正规的有网络上一些贷款陷阱。殊不知欲壑难

填，冲动是魔鬼。部分大学生的符号消费、奢侈消费，

在华丽的生活背后，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可以说目前高

校校园频发的大学生电信诈骗、校园贷等事件，消费主

义就是罪魁祸首。

2.2.2 破坏生态平衡

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对社会有害的观

念，应该其提倡的消费观是不会考虑人类物质财务以及

自然资源的消耗的。用物质享受满足人类糜烂、奢侈的

生活欲望。在此理念影响下，对物品的大量占有、浪费、

消耗，加剧了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主要表现一

是严重浪费资源。消费主义还认为快乐的源泉就是消费，

鼓动人类用消费彰显身份，满足其个人欲望，从而导致

了生产失去了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急剧扩大，让人类

对于自然的索取数量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一次性消费、

高端消费，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资源的巨

大浪费。二是破坏生态环境。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人类

对资源的大量浪费，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乱砍滥伐、

毁林造田、大肆开发造成的垃圾泛滥、气候异常、疫情

肆虐等问题，正在惩罚着人类，在自然的这样一些变化

之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人类的各种行为。

3、消费主义盛行的原因分析

3.1 大学生自身特点

00 后的大学生，思维活跃，崇尚自由，向往一切美

好事物。但是受自身能力、社会阅历等因素影响，社会

经验不足，辨别能力较弱。受消费主义的蛊惑以及外在

环境的影响，他们极易养成错误的消费观，盲目消费、

超前消费、符号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消费观念

支配下，大学生深陷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的陷阱，人生

观迷惘，价值判断的前提都是利己、功利，很难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2 经济社会事业的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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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消费主义产生、传播的根源就是西

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的

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和消费层

次。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事业

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消费

主义影响下，对金钱的崇拜、对物质的追求，成为年轻

人的“梦想”，他们认为唯有消费，才能证明自身价值，

也只有消费，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可以说，经济的发

展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3.3 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

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想方设法通

过各种途径来传播消费理念，他们利用传播媒介，大肆

渲染消费主义，鼓吹消费物品的符号价值，不断挖掘消

费空间、刺激消费欲望、激发消费能力。而消费者一旦

受消费主义麻痹，被这些广告所诱导，便被消费主义绑

架，身陷消费泥塘不能自拔。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这已

经对人们进行着“无形的、看不见的奴役”。现如今，随

着互联网、大数据、自媒体等异军突起，无论是高楼大

厦，还是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广告，正在腐

蚀、诱惑当下的青少年，使其欲罢不能，深受其害。

3.4 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不当

目前，受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独生子女等多重因

素影响，再苦不能苦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观念深

入人心，家庭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只注重学习、特长方

面的培养，忽略了吃苦教育、感恩教育，对小孩的要求，

全部满足，更有甚者存在攀比现象，严重影响孩子的心

智成长。加之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受升学压力所迫，一

切唯分数论，忽视了对消费观的教育和引导，导致学生

对消费主义辨别不深、免疫不强，影响日益加剧。

4、新发展理念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4.1 用创新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批判消费至上

从本质上来说，消费主义是依附于高度发展的经济

而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剧增，是消费主义得以滋生蔓延

的基础，并诱导着人们将消费视为人生终极价值追求，

用物质消费来满足个人无尽欲望的价值取向。进入新世

纪，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危机等问题，

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通过消费来扩大

内需成为各个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

而言，为了拉动内部需求，曾经也出台过刺激人民进行

消费的相关经济措施，制定了相关政策。然而在具体实

行的过程中，对于某些为了刺激消费而制定的政策却被

过渡解读，被贴上了消费主义的标签。早在 2020 年的 12

月，习主席就针对我国的经济现状召开了经济工作相关

会议，并且明确提出：扩大消费是在促进就业的基础之

上完成的，除此之外还要完善社会人民的社保制度，优

化社会人民的收入结构，要增大中等收入人民的数量，

落实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把消费的扩大与人民生活品质

的提高相统一，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

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发

展导向，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引导教

育广大青年大学生，树立创新发展理念，用创新思维思

考、甄别学习、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创

新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4.2 用协调理念推动全面发展，批判消费异化

当前，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现象，蛊惑、

诱导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行为，并扩展到意识形态、

文化现象、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浸染

着人们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在此影响下，人们的多数行为是追求体面的消费，追求

时尚奢靡生活，相互攀比，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

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至此，消

费本应是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却成为压迫

身心健康发展的枷锁，使人异化为物的奴隶，失去人格

和尊严，陷入精神家园的荒芜境遇。因此，在社会发展

中，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的角度审视发展理念。要用协调发展理念来教育引

导广大青年大学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

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坚决抵制奴役人、控制人的错误消费理念，使

消费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式和手段。

4.3 用绿色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批判消费无度

消费主义倡导通过无节制消费满足一己之私，主张

通过奢侈的物质消费彰显社会地位。殊不知，对物品的

大量占有、消耗，加剧了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生态平

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事业的持

续快速发展，加之西方消费主义的不断侵蚀，越来越多

的人将物质消费视为自己身份、实力的象征。盲目攀比、

铺张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而躬行奋斗、勤劳节俭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抛置脑后。殊不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无止境的人类欲望之间的博弈，正在

深刻着影响人类生活。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有家国情怀，

要有责任意识，将绿色生活、低碳生活融入自己的意识

当中，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自己的血液当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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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力行深入贯彻可持续发展观，自觉树立节约意识，

积极宣传弘扬、实际践行消费有度、浪费可耻的健康消

费理念和消费价值观，既要兼顾当前需要的满足，也要

对长远需求有关照，绝不以牺牲后代人生存资源为代价

换取现在的经济进步。

4.4 用开放理念推动全球化发展，批判消费功利

一段时期，很多国家都对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

而推动经济发展推崇备至。在此背景下，消费主义在资

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资本家通过大力鼓吹消费主义，

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财富的高度聚集，贫富差距的严

重分化。资本的贪婪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

所取代，资本家对利润的偏执追求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我们从不否认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但是

要清晰的认识到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经济

发展除了通过消费之外，还有投资和出口，目的是造福

人类。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行了从一穷二白到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华丽转变，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爆发的

动力来自于 14 亿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当今世界，风云

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要心

怀天下，以人民福祉为中心，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秉承包容开放的发展理念，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

经济一体化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青春才智。

4.5 用共享理念推动和谐发展，批判消费利己

历经一百年的时间，我国走过了这一年间的风风雨

雨，从建党初期的几个人，到建国时期的满目疮痍，一

直到五六十年代的饥荒，当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

奋斗，我国终于脱掉了贫困的帽子，综合实力得到稳步

提升，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都一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

国。我国能有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面貌，离不开人民的

奋斗，因此在国富民强的今天，绝不允许消费主义侵蚀

我国社会。“小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表

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衣食无忧的生活的热切期盼。

而消费主义通过对物的占有和使用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优越感，其本质是资本家的极端自私、唯利是图的反

映。正如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鼓吹，诱

导人民进行不合理消费，一是为自己的逐利行为披上伪

装；二是不合理消费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影响生态

环境；三是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进而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作为当代大学生，要理性的看待社会发展和个人

的利益诉求，坚持发展的共享性特征。为了坚持共享发

展，就一定要坚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发展都是

为了人民更好地生活，另外发展还需要依靠人民，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展的最终结果要与人民共同享有，

让全体人民在发展共享中获得价值感，增强人民之间的

联系，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提升人民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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