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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求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消费的满足

度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相结合，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

社会公益的双重提升。在此过程中，重视消费教育的同

时，也应注重消费文化的建设，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

教育活动，如学校教育、社区宣传、媒体引导等，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此外，倡导科学的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理性对待

广告宣传，鼓励选择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商品和服务，

进一步促进消费行为的转型升级。

（二）优化消费环境，推进公平正义的经济制度改革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带来了异化需要并最终导致了

异化消费，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的不公平生产关系和分配机制，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

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不均等。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

异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通过税收调控、收入分配

改革等手段，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

费能力，确保消费者在公平的环境中作出理性的消费选

择，从根本上缓解消费异化问题。

首先，税收调控应更加注重进步性和公平性，合理

设定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和奢侈性消费行为征收更高比

例的税费，以此抑制不合理的高端消费，同时增加对低收

入群体的税收优惠，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其 次 ， 收 入 分 配 改 革 应 致 力 于 缩 小 收 入 差 距 ， 通

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等方

式，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为其提供更

多的消费选择空间。

最后，优化消费环境还需要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如

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确保所有

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平等的服务，不仅有利于提升整体社

会的消费水平，也是促进消费公平的重要措施。同时，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公平透明的消费市场环境，

对消费欺诈和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惩处，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其消费的安全感和信心。

（三）激发消费者的创造性消费能力，促进消费模

式的创新和升级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改变外部世

界的手段，也是自我发展和实现的途径。因此，鼓励消

费者积极参与到消费文化的创造中，不仅能够促进经济

的多元发展，还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首 先 ， 通 过 科 技 创 新 引 领 消 费 新 趋 势 。 在 信 息 技

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创新为消费模式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变革机会。借助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提供更加便

捷、个性化的消费体验，使消费者能够在享受新科技成

果的同时，也成为消费创新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其 次 ， 挖 掘 文 化 创 意 潜 力 ， 丰 富 消 费 的 内 涵 。 文

化是消费创新的重要源泉，通过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

化、历史遗产等资源，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消费产品和

服务，不仅能够提升消费的品质和层次，还能促进文化

产业的发展，增强消费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满足感。

最后，倡导绿色消费，引导消费者树立环保意识。

在全球面临环境问题的大背景下，推广绿色消费理念，

鼓励消费者选择环保、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不仅是对环

境负责的表现，也是实现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通过绿

色消费，消费者不仅能够享受健康、安全的生活质量，

还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结　语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的消费异化问

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发现，消费异化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生产关系的异

化和商品拜物教的普遍存在。当代中国消费异化问题的

多样表现，不仅体现了个体消费行为的失范，更反映了

社会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深层次矛盾。通过马克思主

义消费异化理论的指导，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消费异化

问题的根源和危害，从而在实践中寻找到有效的解决之

道。文章所提出的破解消费异化问题的实践进路，旨在

通过教育引导、制度改革和创新驱动等方式，重构健康

合理的消费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

展。未来，深入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理论在

当代中国的应用，对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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