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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需要问题是一个自人类诞生那一刻起就随之存在的话题。马克思对于人的需要的研究是对古往今来

哲学家思考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是他发现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

究的重要篇章，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今随着直播带货等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盈千累

万的商品类目和品牌面前，人们不慎便陷入资本家制造的需要困境中。数字资本凭借丰盈的物质成果，

制造“虚假”需要、“占有”需要和“符号”需要引导数字消费者陷入虚假满足、病态拥有和身份追求

等困境。本文将运用马克思需要理论，尝试分析需要困境背后的根源，并从中获取一些走出困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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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uman needs is a topic that has existed since the moment of human birth. Marx’s 
research on human needs is the culmination of philosophers’ thinking and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age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his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anthropology. This theory still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eople are caught in the dilemm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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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ts’ manufacturing needs in the face of numerous commodity categories and brands. With 
abundant material achievements, digital capital creates “false” needs, “possession” needs and 
“symbol” needs to guide digital consumers into such dilemmas as false satisfaction, pathological 
ownership and identity pursuit. This article will use Marx’s need theory to try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 behind the need dilemma, and obtain some enlightenment for getting out of the predica-
ment. 

 
Keywords 
Marx’s Needs Theory, Need of Alienation, Need Dilemma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们每天都在为了寻求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奔波。“需要”是人类自我探索的一个范畴，是考察和

分析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世界日益变迁，我们身处数字时代，迷失在数字技术和大众传媒中，陷入

需要困境。马克思需要理论在当下仍向世人展现其强大的现实批判力，并为人们走出需要困境指明了

方向。 

2.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

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2]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包括了需要本质、分类和基本

特征以及需要的异化等内容，只有一一厘清这些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实质并且学会

科学地运用。 

2.1. 需要的本质与特征 

从需要的本质来看，需要是人本质力量的表征，是社会发展状态的体现。人通过展示追求自己对象

的强烈力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得到确证。当一个人具有丰富的需要并且能真正享有的时候，这个

人才是富有的朝向全面发展的人。需要也与社会发展的状态相关联，若是发展水平较低则仅能满足生存

的底线需要，而每个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则体现了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的状态。 
对象性是需要的第一个特征，也是人的需要所必须建立的一个首要前提。动物不论是搭建巢穴还是

寻找食物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外界的对象有所联系，这一点与人是类似的。不管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

物或者是类存在物，首先都要证明自身是存在的，而想要证明自身可以存在就要使人的需要具有对象性，

但是动物的对象化行为则不需要证明这一点。 
社会性凸显人与动植物需要的不同之处，这也是需要的第二个特征。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指出：“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

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3]人会通过劳动自觉地将自身的

需要转化成现实，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然而仅靠一个独立的个体显然是不能完成这种转化的，必须处

于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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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会随着历史变革发生变化，这就是需要的第三个特征历史性的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说道：“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

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4]第一个需要的满足

产生人类的第一个历史行为，但是满足的是人类似于动物的基本需求。与动物不同的是，人能够生产工

具产生实践行为来满足需求，这种行为可以在历史的传承中解放和发展人的本性。 

2.2. 需要的分类和异化 

马克思基于发展的视角将其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生存需要是指肉体和

生理上的需要，这是其他两种需要的前提和基础。人类需要物质资料来延续生命。人类具备能动的意识，

在满足生存的需要之后，自然就有了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在物质方面基本满足需要的人在精神层面会

寻求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三种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相互影响，组成一个需要的层次系统。 
马克思早期频繁使用“异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赵长太提及需要异化的表现时指出“原本是满足

需要的物，现在却反过来成为控制人、奴役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5]。需要有三个异化的表现：“工具

化”、“粗陋化”、“物欲化”，其实质是需要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的匮乏以及人全面发展的梗阻。第一，

“工具化”是指人的需要失去主体性沦为牟利的工具。“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

他人的货币的诱饵”[6]，这时需要脱离本体被他者掌控，潜在的需要被放大或者虚假的需要被创造，让

本体产生虚假幻觉，来满足他者的牟利的需要。人的需要异化成他者牟利的工具和手段。第二，“粗陋

化”是指工人只需满足动物那般粗陋的需求，即生存的需要，而其他层次的需要被资本家剥夺。第三，

需要的“物欲化”，是指资本家营造“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7]氛围，促使正常的

需要逐渐演变成对物的狂热渴求。 

3. 数字时代需要异化带来的困境 

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强势开启了一个数字时代，数字背后的资本家制造“虚假”

需要、“占有”需要、“符号”需要引导数字消费，带来新形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一轮的异化困境。 

3.1. 制造“虚假”需要，陷入虚假满足的困境 

马尔库塞说：“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

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8]这种虚假需要在需要的各个层次都有所体现。网络购物

营造需要假象的氛围，数字社交激发享受需要的欲望，在线教育贩卖发展需要的焦虑，人逐渐陷入前所

未有的需要异化“困境”中。数字时代虚假的需要经过资本家的精心包装，极具“欺骗性”，让人们迷

失在真假乱象中。 
首先，在物质需要方面，数字资本家为了“特定的”利益根据消费者的心理特征打造数字消费社会，

创造“物质王国”，刺激消费者的视觉神经，产生消费的需要和欲望。如今各种节日被数字资本家冠上

消费的头衔，制造虚假需要的假象，改成买买买的形式来庆祝，重大的节日在本质上被异化成消费节，

失去原有的意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年最盛大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资本家通过给商品贴上“限时秒

杀”“全年最低”“清仓甩卖”等等标签，发放满减券等营销手段，营造“不买就错过”的氛围，诱使

消费者产生虚假需要。网络购物的盛行离不开直播带货的助力，小小的直播间内主播带领团队抓住消费

者贪图便宜的心理，行云流水地演示商品加之提前打磨好的精炼话术和引导性行为，打造人设，在短短

几分钟内营造紧张氛围博取信任，进而产生虚假需要完成冲动消费。人们看似是满足了内心的需要，事

实上这都是被商家操控的购物行为，这种满足是转瞬即逝的、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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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享受需要方面，资本家手持数字传媒的利剑，操控大众的喜好和意志。数字时代，流量为

王，流量即财富。大众传媒掌握流量密码，资本家通过投放无孔不入的广告操控大众传媒，掌握财富密

码。数字社交实时分享热点动态，使得明星、网红的个人消费行为辐射影响到全网。某某明星同款，网

红产品，名牌效应逐渐形成消费潮流，利用消费者的从众心理，产生虚假的享受需要，获得心理享受满

足。即使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允许，也会通过超前消费的形式，追求短期的享受满足。此外，网络热点社

交话题以个人社交账号为中心同心圆式传播，辐射至周围的人群，以此类推。资本利用此模式，煽动大

众舆论，刺激享受的消费行为。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雪糕刺客”“入冬五件套”等热点话题在各

类社交软件爆火，在朋友圈刷屏，使人们为了精神享受的满足，激情下单。人们整日浸染在娱乐和消费

相结合的大众文化氛围中，长久以往认知麻痹丧失判断力，逐渐成为被资本肆意驱动的消费者。 
最后，在发展需要方面，在线教育贩卖发展焦虑，促使人们产生虚假的发展需要。下至还未出生的

胎儿，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各个人生阶段都有为其量身定制的发展目标。激烈的内卷战争从胎儿时期

就吹响了号角。音乐启蒙、多语种启蒙等各式各样的早教课程大肆宣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口

号，贩卖焦虑。从幼儿园到高中，各科的在线辅导班盛行，功课不论好坏都得补，生怕更不上队伍。除

此以外，各类能力提升班、兴趣辅导班层出不穷。诸如此类的发展焦虑弥漫于人生的每个阶段，虚假需

要从不缺席。 

3.2. 制造“占有”需要，陷入病态拥有的困境 

数字时代造就繁华的商品，召唤人对物的疯狂占有欲，“物化”现象严重。正如马克思在批判私有

财产时所说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9]这种

疯狂的占有即对物的病态占有，追求量的满足，渴求拥有而不在意享用，是一种对物质和财富的顶礼膜

拜。“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10]数字时代，基本需要的满

足早已不成问题，人们似乎更注重量的积累，认为这是生活幸福的象征。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个身体一

双手一双脚，但人人都在憧憬一个大别墅，拥有一面鞋墙，一个富丽堂皇的衣帽间，一堆吃不完的零食，

一满桌的化妆品。人们热衷于用这种量的充实感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网络空间里，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

各种充满物欲的视频、图片往往能带来视觉的冲击得到大量的关注和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需要的

匮乏感和痛苦感。人们会试图通过购物来安慰自己，从而陷入消费的陷阱。此外，人们企图把在现实生

活和异化劳动中积压的负面情绪通过自由消费和大量的占有来获得心理的解脱。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消

费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身心的愉悦，但是消费后的满足马上又会被新一轮的商品取代，便陷入了不间断消

费的病态循环困境之中。 

3.3. 制造“符号”需要，陷入身份追求的困境 

在数字消费时代下，“物”也有了符号的划分，符号甚至能体现人的能力、价值。换言之，资本家

打造物质王国，蓄意打造一个依据所拥有的物资来划分身份等级的社会。商品所代表的意义与实际用途

无关，人们注重的是符号代表的身份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在商品购买的同时完成了对自身价值的考察。

打开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不论是化妆品还是衣物鞋包都是按照品牌等级来区分的，有平价系列、轻奢系

列、贵妇系列等等。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异化。对物的消费已然成为人们进行人际交往、

攀比、甚至是自我炫耀的途径和展示身份的手段。“物”在某种意义上担任着“社会区分”的符号，遮

蔽了人的本质差别。这种“符号化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对差异的需要，彰显身份的差别，以寻求外

在的与众不同的身份标签。与此同时，人们对身份的追求是成套的。一套高档的别墅，一套精致的名牌

家具，一辆豪车，成套的大牌穿搭加以珠宝首饰点缀，每一部分都是身份的重要名片，缺一不可。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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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杂志或者时装展中，明星从头到脚都有品牌的成套穿搭，暗示身价。几分钟之后，数字网络上就有人

发布分析明星穿搭的视频，并且引来一众的效仿。 

4. 马克思需要理论对于走出需要困境的启示 

数字市场高速发展，人们将财富的无限扩张作为发展目标，满足感与幸福感自然也完全与消费相挂

钩。数字资本制造的“虚假”需要、“占有”需要、“符号”需要，将人们困在消费之中。尽管马克思

的需要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在启示我国如何走出消费困境，回归消费理性方

面仍有不可估量的实践意义。 

4.1. 需要区分理性化，走出虚假满足的困境 

数字时代需要因人而异，也就是说每个人对各种需要的程度不同。“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

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自己来回答。”[11]真实的需要遵循人自身的发展规律，提高人自身能力，

确证人自身本质力量。这种需要既符合“现实的人”的规定性，又能充盈需要的层次。人们因沉浸于资

本借助大众传媒打造的需要虚实幻象之中，辨别能力下降，导致虚假的需要遮蔽了主体性和真实的需要，

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对资本和传媒环境的规范治理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应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避免资本随意利用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制造虚假需要，并且防范数字资本与网红的联手控制舆论主导数

字消费。其次，社会应该利用好大众传媒，倡导理性的消费模式和观念，引导人们认清合理需要。此外，

网络主管部门应加大力度管控网络社交平台审核社交内容，净化传媒环境，阻止消费主义思潮肆意蔓延。

人的需要不是机械完成消费、继续社会再生产和资本逐利的手段。最后，个人应树立理性的绿色消费观，

从内部拒绝消费的异化，自觉抵制虚假需要，把自主选择的权力牢牢把握在手中，避免陷入虚假需要困境。 

4.2. 需要追求品质化，走出病态拥有的困境 

走出病态化困境，关键是转变对需要的满足向度，从追求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才能打破病态循环。

此刻的占有只是为了更新的占有，凭借这种病态占有到达不了人生幸福境界，最终的结果是陷入数的牢

笼之中。对量的无限占有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物欲的泛滥，永远达不到满足，需以自身真实的度

为限，以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为限。我们应改变用量的占有衡量幸福的传统观念，继承勤俭的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抵制消费主义的西方不良思想入侵，增强人民对奢侈浪费行为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的认知，

在伦理层面谴责异化的消费观念，减少无脑囤货行为，提高消费者的品味和层次，追求商品的品质和满

足的质量。 

4.3. 需要发展立体化，走出身份追求的困境 

符号化需要的困境实质上是通过奢侈消费获得他人的身份认同，此刻本质力量确证的需要迅速转变

成符号占有的强烈欲望。需要的“符号化”使人狂热地追求符号，追求符号所赋予的社会意义，所彰显

的独特的身份、地位等差异特征，并使人迷失在一系列的符号困境中无法自拔。追寻丰富多样和全面发

展的需要，才能在满足的过程中而提升本质，获得真正的社会身份认同。由此可见，打破需要的单向度

发展逻辑，引导多向度发展是打开符号化樊笼的一把钥匙。避免需要停留在较低层次且单一化的物质层

面，重视较高层次和多样化的精神层面的发展，摆脱消费功利化、符号化的束缚，拒绝符号形式的身份

绑架。合理需要符合“现实的人”的规定性，发展全面丰富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

要。“人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人的本质的实现就是作为人的丰富需要的真正确立和满

足。”[12]合理需要促使人们停止追逐单一符号化满足，促使立体化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推动人的全面立

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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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的需要问题是永恒讨论的话题，需要的满足是人奔忙一生的所求。本文以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为

指导，分析当下数字生活中人的需要的虚假满足、病态拥有和身份追求等困境，得到些许启示。希望通

过对需要区分理性化、追求品质化和发展立体化的调整，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需要泥淖，迎来美好生活需

要的真正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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