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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助推消费主义文化形态发生深度转型，电子商务平台借助算法推荐、场景化营销等技术手段，

构建了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新型消费主义文化生态。平台通过精准用户推荐、符号价值的幻象制造、虚

拟体验的身份建构，将消费行为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劳动异化、消费异化与人的本质异化三重

困境。通过马克思异化理论深度剖析电商平台消费主义现象，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消费生态、推动

消费文化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回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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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drive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cultural form of consumeris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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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platforms, leverag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contextual marketing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means, have constructed a new consumerist cultural ecosystem centered on data-
driven approaches. Through precise user recommendations, the creation of illusory symbolic val-
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identity experiences, these platforms have transformed consump-
tion behavior into a tool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leading to a triple predicament of labor alienation,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essenc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onsumerist 
phenomenon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rough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of significant practi-
cal importance for building a people-oriented digital consumption eco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o mee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needs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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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球，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电

子商务平台的更新迭代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符号”，成为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与实践的重要载体。从近

年来的网购热潮，到节假日各种平台促销活动，再到大数据精准推送下的个性化消费平台机制，无不体

现着电商平台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塑着消费的形态与逻辑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

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科学真理，见之于当代社会现象，为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异化劳动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深刻审视，是马克思整体性理论

的思想中轴。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剖析并阐释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

下，工人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与工人自身相异化，劳动沦为一种异己的、具有压迫性的力量。这一理论

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之间被扭曲的关系。与此同时，随着异化理

论的传播与深化，像马尔库塞、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推动了异化理论的发展，并将

其延伸至消费领域，提出了“虚假需求”“符号消费”等概念，进一步揭示了消费主义对于人的精神和社

会关系的异化作用。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消费主义在电商平台的滋养下呈现出独特的样态。电

商平台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以大数据分析、精准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塑造着新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行为逐步偏离满足真实需求这一初衷，呈现

出异化的特性。消费者在电商平台的消费不再仅仅是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在品牌、广告、社交影

响等因素的驱动下，陷入一种追求符号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消费漩涡。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影响着个体

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也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

形态，溯源消费主义的演化历程对于我们抵制消费主义侵蚀，加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

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深入剖析电子商务平台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旨在揭示数字技术时代消

费领域的深层矛盾与问题。 

2.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当代阐释 

(一)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核心内涵 
“异化”一词最初只是经济学和法律上的用语，而黑格尔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主要体现在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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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神现象学》中。马克思则赋予了“异化”新的内涵。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异化”作了特

定指向，即专指劳动的异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剥削的本质正是导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

根本原因[1]。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提出异化劳动理

论，这一理论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包含着四重规定性。 
第一个规定性，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劳动产品异化是异化劳动的首要表现，指出劳动者与劳动

成果的割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则越贫穷。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

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工人的辛勤劳作，却使他们无法掌控自己所生产的产品，

劳动成果最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与工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不仅导致工人物质上的贫困，更反映

出劳动者在价值实现上的被剥夺。这体现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 
第二个规定性，劳动过程本身与工人相异化。劳动过程异化使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活动。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迫参与劳动，且在劳动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反而遭受身心折磨。马克思说：“劳

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

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

折磨、精神遭摧残。”[3]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支出，劳动过程被资本家严格

控制，成为一种机械、单调的重复劳作，从而失去了劳动原本应有的创造性与自主性。 
第三个规定性，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体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被异化为生存手段。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也正是劳动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即便

是最无能的建筑师也是要比蜜蜂聪明的。因为他在房屋建造之前，就已经在脑中把它建好了”[4]。在马

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劳动，而人的类本质就是劳动者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

异化使劳动者丧失了这种类本质。工人的劳动仅仅是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而非出于对劳动本

身的热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劳动从实现人的本质的方式沦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无奈之举，人的精神世

界则被物质需求所占据，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譬如，一些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每天工作

主要目的在于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满足衣食住行，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精神追求并非他们不想追求，而

是在资本家的压榨下使得他们无暇他顾。 
第四个规定性，人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异化是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表现为社会关系物化导致

人际关系疏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商品交换成为人与人联系的主要

纽带。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

同人相异化。”[5]这种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每个人都将他人视为实现

自己利益的工具，社会关系变得冷漠、功利。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

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也导致，在行业竞争中，同行之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往往不择手段，相互

排挤，人际关系被严重扭曲。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理论的延伸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迎合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将异化理

论延伸至消费领域，形成消费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背后的深层矛盾。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资本家利用社交媒体和科学技术操纵人们的消费行为，对人进

行精神奴役，创造“虚假需求”，形成“消费异化”的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推动物质产

品极大丰富，资本通过广告、媒体等手段制造出大量虚假需求，诱导人们消费。这些虚假需求并非基于

人的真实需要，而是被外界诱导强加的，人们在满足这些虚假需求过程中逐渐失去批判性和反抗性，成

为只知道追求物质享受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区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有着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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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即“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为充分的发

展”[6]。但对资本家而言，促进消费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个人的发展显然不在他们考虑的行列。例

如，一些消费者为了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在不考虑自身实际需求和财力的情况下，盲目购买各种名

牌商品，这些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可能并不高，但消费者却被其品牌所代表的符号价值所吸引，以此认

为拥有这些商品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他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敏锐地意识到异化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而且已经扩散到了

人们地日常消费领域，他认为消费异化体现的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人们虽然在政治上

获得自由，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面临诸多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逃避这种自由带来的孤独和

焦虑，人们将消费作为一种心理寄托，试图通过不断购买商品来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他指出，“今天

的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他对消费如饥似渴。因为消费成了目的本身，

因为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买来的消费物品，所以购买和消费的行为成了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

[7]。他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不再是满足物质需求的行为，而是成为一

种心理补偿机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自我，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消费异化加剧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下，人们追求过度消费和奢侈

消费，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不断刺激消费，鼓励人们购买更多、

更新的商品，而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消费异化驱动下，不仅造成了人与自

然关系的紧张，也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大量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虽然满足了人

们的短期消费需求，但却对环境造成了长期的污染和破坏，促使许多塑料垃圾难以降解，导致土壤和水

体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 

3. 数字技术重构消费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 

(一) 数据驱动的消费异化机制 
在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尤其是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参与下，电子

商务平台构建起了一套复杂的数据驱动消费异化机制，数字技术和消费文化深度融合，算法推荐与流量

经济成为其中关键要素，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使消费逐渐偏离满足真实需求的轨道。 
数字时代的消费主义不仅表现为数字景观对消费者注意力的支配，用户在数字平台留下的数字痕迹

也被资本所垄断和私有化以操控市场交易，成为资本的盈利资源[8]。算法推荐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通

过收集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搜索关键词等海量数据，形成精准推荐，构建相关

的用户画像。以淘宝为例，平台根据用户过往购买服装的款式、品牌、价格区间等数据，精准推送符合

用户偏好的服装。这种个性化推送表面上看好像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则是一种操控手段。消

费者在算法的引导下，不断触及符合自身偏好的商品，在浏览电商平台时，往往会陷入算法推荐的“信

息茧房”，逐步丧失消费自主性，只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商品，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在流量经济模式下，商品的符号价值被过度强调，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为了钝化购买者

的计算意识，必须给实物罩上一层面纱——意向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炮制出一种中介物质”

[9]。电商平台通过广告、明星代言、网红推荐等方式，赋予商品相关的身份、品味、地位等象征意义。

一双普通运动鞋，经过明星代言并在电商平台大力宣传后，被赋予了时尚、潮流的符号价值，其价格可

能会大幅上涨，消费者购买它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运动需求，更多是为了追求其背后的符号意义，如展

示自己的时尚品味、融入特定社交群体等。这也促使电商平台上的诸多产品被赋予“某某同款”的标签，

而这种符号价值的生产也掩盖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关注商品的象征意义，

而非实际功能。消费者为了追求这些符号价值，往往会购买超出自身实际需求的商品，导致消费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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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此同时，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也会不断强化商品的符号价值，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异化现象。 
(二) 电子商务平台的消费主义文化特征 
马克思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和感官需要，往后则游离和

创造出新的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实现人的自我确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则是需要的终点[10]。当前

在数字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消费主体本身面临着身份焦虑、虚假需求、自我确证等困境，而电商平台恰

恰利用了消费者的心理，营造“消费主义迷雾”，对消费者进行“驯化”。电子商务平台孕育出独特的消

费主义文化，呈现出即时性与成瘾性、社交属性与身份认同、虚拟体验与现实疏离等显著特征，深刻影

响着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 
在直播购物中频频出现“限时优惠”“秒杀”等活动，目的就是营造出一种紧迫感，从而刺激消费

者冲动消费，体现了消费的即时性与成瘾性。主播在直播间总是反复强调优惠活动的时间限制，如“只

有最后 5 分钟了”等话术，消费者在这种紧张氛围的营造下，往往来不及理性思考，便匆忙下单购买商

品。这种即时性消费很容易让消费者陷入一种成瘾状态，不断追求购物带来的短暂满足感。据统计，超

70%的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曾因限时优惠而冲动购买不需要的商品，一些消费者甚至会在直播间频繁下

单，难以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逐渐形成消费成瘾。 
弹幕互动与“网红效应”是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属性与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在直播购物中，观众通

过发送弹幕与主播、其他观众进行互动，构建一种虚拟社交场景。主播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如回答问题、

抽奖等，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营造出一种消费社群氛围。网红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

在电商平台上推荐商品，粉丝出于对网红的喜爱和信任，往往会跟风购买。网红李佳琦在直播间推荐的

口红，常常在短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粉丝购买这些商品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化妆需求，更是为了表

达对李佳琦的支持，以及通过使用与偶像同款商品来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融入特定的粉丝社群。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推广，其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存在感也越来越高，构建出消费幻象，导致消费者

的虚拟体验与现实疏离。消费者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设备，如 VR 眼镜，身临其境地浏览虚拟商场、试穿

虚拟服装等。这种虚拟体验尽管给消费者带来了新鲜感和趣味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真实需求的

满足。消费者在虚拟购物中，可能会因为沉浸于虚拟场景而忽略了自身的实际需求，购买一些在现实生

活中并不会常用的商品。一些消费者在虚拟试衣间中试穿了大量虚拟服装后，会冲动消费，但收到实物

后却发现并不适合自己。虚拟现实购物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现实购物的兴趣逐渐降低，从而减少与现实

世界的社交互动，进一步加剧与现实的疏离。 

4. 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异化表现：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分析 

(一) 劳动异化：平台劳动者的数字化剥削 
在数字技术时代，“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成为资本积累和剥削的关键。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

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剥削的新手段，使资本剥削披上了自由平等的面纱，并以更精准的方式对用户开展全

面而隐蔽的剥削，造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异化[11]。电子商务平台催生出了一系列新型的劳动形式，

如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等。这些新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数字化技术深度介入，呈现出显著的劳动异化

特征。 
数字化技术使得资本剥削更加隐蔽和精准。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工作看似自由，可自主选择接

单时间和数量，但实际上，他们被平台的算法监控与绩效考评体系牢牢束缚。平台通过 GPS 定位、时间

追踪等技术，实时监控骑手的位置、行驶路线和配送时间。算法根据大数据分析，为骑手规划最优配送

路线，同时设定严格的配送时间。一旦骑手未能按时完成订单，就会面临罚款、降低评级等处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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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高强度的监控和考核制度下，使得骑手在配送过程中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不得不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

自身安全和健康。他们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为了满足平台的绩效要求，成为了数据采集

与价值提取的过程。骑手的配送轨迹、时间数据等被平台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不仅用于优化配送系统，

还成为平台向商家和广告商展示其商业价值的依据，而骑手自身却无法从这些数据的价值中获得相应的

回报。直播主播也是如此，他们在直播间里看似自由度很高，同时平台也提供了他们展示自我的媒介，

与观众互动，但其背后却受到平台流量规则和商业利益的操控。主播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设计符合平

台风格和受众喜好的内容，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流量。为了获得平台的推荐和流量扶持，主播们往往需

要不断地迎合观众的口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进行浮夸、吸引人眼球的表演，并且主

播的收入与直播带货的销售额紧密相关，这就使得他们在直播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商品的销售数量，反

而忽视了商品的质量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他们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在看似自由的直播活动中，丧

失了自己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沦为了“数字囚徒”。 
(二) 消费异化：商品拜物教的数字化升级 
马克思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就已指出商品的神秘性就在于其具有拜物教属性，“商品形式在人们面

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出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

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2]。在马克思看来，

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对商品的崇拜掩盖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 
在数字技术时代，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各种营销手段，进一步强化了商品拜物教，使消费异化现象更

加严重。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商品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数字化技术淡化了商品的物质

形态，呈现的是商品的信息化和符号化，促使消费者落入“商品拜物教”的压迫中，陷入了消费主义的

陷阱。“618”“双 11”等购物节活动是电子商务平台推动消费异化的典型场景。在这些购物节期间，平

台和商家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限时折扣、“满减优惠”等手段，制造出一种购物狂欢的氛围，进而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往往会陷入一种不理智的消费冲动中，购买大量

与自己的实际需求相悖的商品。例如，一些消费者为了凑“满减优惠”，会购买一些自己实际并不需要

的商品，甚至为了追求所谓的“性价比”，而购买一些质量低劣的商品。这些消费行为脱离了商品的实

际使用价值，消费者关注的不再是商品能否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而是商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和消费带

来的心理满足。正如鲍德里亚所讲，消费主义建立了一种社会认同框架，正是在消费中，人们获得了某

种符号身份[13]。电子商务平台还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行为习惯，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

推荐和精准的营销。不仅如此，电商平台也会利用大数据针对不同消费水平的用户进行支付能力和消费

意愿的推断，这何尝不是一种“歧视”，“当平台能够获得足够多消费者的数据信息，并使用算法技术快

速有效地针对每个消费者制定出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时，平台就有可能实现‘完美价格歧视’”[14]。
平台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合作下促使最大限度透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对消费者进行剥削。 

(三) 人的本质异化：数字生存的单向度困境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数字技术时代，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娱乐化内容

与即时反馈机制，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化为商业资源，导致人们陷入数字生存的单向度困境，逐渐丧失

批判性思维与精神追求。 
电子商务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娱乐化内容，如短视频、直播等，这些内容以其生动、有趣、便捷的

特点，吸引了消费者的大量注意力。消费者在浏览这些内容时，往往会沉浸其中，获得即时的感官刺激

和心理满足。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根据消费者的兴趣和偏好，为其推送更多类似的娱乐化内容，进一步

强化了消费者的这种沉迷状态。“泛娱乐化”的消费体验成为数字技术时代消费者的主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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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被大量消耗在这些娱乐化内容上，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也丧

失了进行深度阅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也加剧了人的本质异化。消费者在平台上

的每一个操作，如点赞、评论、购买等，都会得到即时的反馈，这种反馈会刺激消费者继续进行相关的

操作，形成一种行为惯性。例如，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主播会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消费者下单购买，并

对下单的消费者给予即时的感谢和奖励，这种即时反馈会让消费者产生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促使

他们继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种即时反馈机制使得消费者的行为越来越依赖于外界的刺激和奖励，逐渐

失去了自我控制和自主判断的能力，成为了消费主义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数字消费主义建构起以“身体

意象”为核心的全新消费体验模式，为现代式原子个体制造出虚幻、肤浅、迷乱的娱乐消费镜像[15]。在

数字生存的单向度困境中，人们越来越难以摆脱消费主义文化的束缚，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5. 数字消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一)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适用性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马克思异化理论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当代适用性。尽管数字劳

动呈现出非物质性特征，但其本质上的异化属性并未改变。在传统劳动模式中，劳动者通过体力或脑力

付出，生产出有形的物质产品，而在数字时代，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表

面上看是随意的网络活动，实则构成一种数字劳动，创造出了无形的数据产品。这些数据被平台收集、

分析、整合，最终转化为商业价值，用于精准营销、广告投放等领域。抖音用户的点赞、评论和观看行为

数据，被抖音平台收集后，用于为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广告和视频内容，帮助广告商实现精准营销，提高

广告效果。与此同时，数据私有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剥削的隐蔽性。在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体系下，大型

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成果。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照

片、视频，撰写的文字内容等，都会成为平台的数据资产，平台凭借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获取巨额

利润，而用户却无法从中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回报。这种剥削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剥削更加隐蔽，往往

难以被用户察觉。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通常只关注到平台提供的免费服务，而忽略了自己的数

字劳动被平台剥削的事实。在消费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马克思异化理论为我们揭示数字劳动的本质、

剖析数据剥削的机制提供了有力工具，并且对现代消费问题的解析提供了全新视角，使我们能够深入理

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而做出反思，避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二) 扬弃异化的路径探索 
面对数字消费主义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可以从技术伦理、消费文化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入手，

探索扬弃异化的有效路径。 
第一，建立平台透明机制。技术伦理重构是解决数字消费主义问题的重要前提。建立算法透明化机

制是关键一步，电商平台应向消费者公开算法的运行逻辑和数据的使用方式，使消费者充分了解商品推

荐的依据，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平台可以在用户设置中提供算法说明页面，详细介绍算法如何分析用

户数据、推荐商品，以及数据的存储和使用方式，遵循公开公正透明原则。与此同时，监察机制必不可

少。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对算法进行审查，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防止算法歧视和滥用。第三方

监管机构可以定期对平台算法进行评估，检查算法是否存在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伦理准则。赋予消费者对算法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推荐模

式，从而增强消费者在数字消费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第二，弘扬正确消费文化。消费文化重塑是引导消费者走出消费主义陷阱的重要举措。倡导“需求

理性”，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帮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认识到消费的目的是满足实

际需求，而不是追求物质的无限占有和符号价值。学校可以将消费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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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意识；媒体可以通过报道消费主义的危害、宣传理性消费的案例等方式，引导社会舆论。鼓励消

费者更加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购买商品时，综合考虑商品的质量、功能、性价比等因素，从而避免

被商品的符号价值所迷惑。倡导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不应仅仅追求品牌和时尚，而应根据自己的身材、

穿着场合和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服装。推广简约生活理念，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鼓励消费者追求精神层

面的满足，如阅读、旅行、参加文化活动等，实现消费与生活品质的良性互动。 
第三，保证用户合法权益。制度创新是遏制资本对数字劳动无偿占有、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根本保障。

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使用户明确其对自己创造的数据拥有所有权，规定明确的数据使用和收益分配规则，

确保用户能够从自己的数字劳动中获得合理回报。法律可以规定，用户在平台上产生的数据，未经用户

同意，平台不得擅自使用和转让；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获得的收益，应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用户。加强对

电商平台的监管，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规范平台的运营行为，防止平台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侵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可以加大对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对违规平台进行严厉处罚，提高平台的违法成本。

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和有效的维权途径，增强消费者在数字消费中

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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