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

表现为：一、商品极大的丰盛；二、人们对商品的占有不再以

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而是转向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三、

电视、广播、杂志、报纸以及互联网成为符号价值重要的塑造

者。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快”生产时代，消费社会则进入

“快”消费时代。

一、“快”消费时代的形成

1. 生产的迫切性

经济快速增长是“快”消费时代的推动力，而要经济快速

增长则是传统智慧使然 [1]。传统智慧是基于贫困世界所形成的

理论和思想，根植于人类对物质匮乏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其中

充满着悲观与沮丧的情绪。在传统智慧的指导下，效率被赋予

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富兰克林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

钱”道出了效率的重要性。提高效率不仅能够战胜贫困，还能

消除不平等，效率无疑成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杆。技术

进步以及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快速增长，

而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带来了全社会物品的极大丰富。正如加

尔布雷斯 1958 年在《丰裕社会》一书中所言，进入丰裕社会，

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消费过度，如

因吃的太多而死的人要远远多于饿死的人。刚刚公布的《2012

年世界健康统计报告》显示，从 1980 年到现在，全世界的肥

胖水平增加了一倍，全世界大约有 5亿人属于患有肥胖症的范

畴，全世界 1/3 的成年人存在高血压问题，而高血压是引起中

风和心脏病死亡的重要原因。[2]

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进入一个由效率引发的对增长崇拜

的恶性循环中。现代社会将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看成积极的。

比如在国民核算中，巴黎五十年之中空气的亮度下降 30%是

剩余误差，被看成不存在的。如果说一笔更大的电力、灯泡、

眼镜、眼病治疗等开支由此得以产生，那么它就会作为生产增

长的结果，即社会财富而存在。[3]他认为过去的增长是为了消

除人们的贫穷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现在的增长则是为了增长

而增长，增长被看成丰盛，意味着生生不息的繁荣富余。为了

增长而加快工作节奏的人们，除了带来财富的增加外，也带来

了心灵的焦灼、精神的空虚和健康状况的困扰。在不可置疑的

增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摆脱

了贫困，而且带动了商品生产的扩张和商品供给的极大丰富，

如何快速消费日益增长的物质商品，成为经济保持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内容。近十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内需问题，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的战略目标，把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作为“十二五”时

期的战略重点。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类似于欧美五六十年

代，生产的迫切性转移到需求的迫切性，而需求的迫切性带

来一些负面影响。据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2010 年的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近 3.25 亿人超重和肥胖，其

中 18 岁以上成年人超重率高达 22.8%。仅 1992 年—2002 年

10 年间，我国国民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就增加了 1亿。[4]中国

曾是世界上肥胖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如今它正迅速地赶上西

方国家，这一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且与经济快速增长

的时期基本吻合，说明其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2. 欲望实现的迫切性

在生产社会中，增长的迫切性是被赋予了为饥寒交迫和无

家可归的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品的使命；然而在消费

社会中，增长的迫切性则担负起为满足消费者豪宅、高级汽车、

奢侈品等欲望的责任。既然增长依赖于消费者的欲望，这表明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进行的增长，已经不再具有迫切性了，再

谈迫切性是不合逻辑，特别是从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上看则是

危险的。事实上，消费者的欲望不是天生的，是由生产者创造

出来的。如何制造欲望呢？凯恩斯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两类：

一类是绝对的物质需求，还有一类是相对的，只有当后一种需

求的满足让我们感到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

会感觉到这种需求。欲望的创造就是基于相对需求，它可以使

我们高高在上。当某人的消费变成他的邻居的愿望时，这意味

着欲望的创造得以实现。因此如果生产者创造欲望，或者如果

欲望随生产而产生，那么欲望的迫切性不应被用来作为生产迫

切性的理由。加尔布雷斯批评刚刚进入消费社会的美国社会，

为了不断保持经济增长，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有欲望要不断地满

足，没有欲望要加以培养的国家。[5]

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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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刺激了消费者的欲望。中国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6]，奢侈品需求的迅速增长，意味着拥

有众多炫耀消费欲望强烈，期待通过奢侈品消费达到身份认同

的消费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越来

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城市消费方式所带来的

示范效应会增强其消费欲望。对较低消费欲望的迫切性应该通

过生产的迫切性予以满足，但较高消费欲望的迫切性是否必须

加速生产来保证实现则应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决定。 

3. 大众传媒的塑造

消费社会给我们营造了一种丰裕的现象。丰裕永远是一柄

双刃剑，一方面，物质的满足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

面，丰裕也刺激了人们欲望的无限扩张。那么是谁为我们营造

了消费社会的图景，又是谁在不断制造、操纵和刺激着消费者

的欲望呢？

大众传媒在欲望的创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波德里亚认

为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传媒营造出来的生活节奏和

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广播、电影、电视、

互联网通过无所不及的广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大众媒介的影响方式有两种：一是以一种劝导性的反复叙

事刺激着消费者的欲望，消费者受到媒介效应的影响，在媒介

所圈定的范围中选择商品，选择消费，追随流行；二是通过“一

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编码将信息剪辑和加工，被赋

予了商业价值，创造出了一个充斥着大量讯息和符号的幻想世

界，这个世界往往比人们所经历的现实社会更具有活力，继而

引发人们对消费的狂热与追求”。[7]在这种符号逻辑的影响下，

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被整合成同一种

价值观念和价值认同，促成了“快”消费文化的霸权地位。 

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消费者欲望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由短缺向过剩的转变，广告业的作用

日益增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0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

2009 年我国广告业的年营业额为 2041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30.8%，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广告在促销产品的同时，通

过塑造商品符号，来吸引、迎合甚至制造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

广告的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策略也对社会阶层的塑造带来深刻

的影响。第二，广告传媒在内容上不断引进了西方消费社会的

文化。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零售商将中国视为 21 世纪重要

的消费市场而加大广告投资，同时国外知名奢侈品牌，如奔驰、

宝马等也在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伴随着国际商品和品

牌的进入，西方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渗透到居

民的消费行为中。第三，互联网以及金融创新推动了商品支付

手段的发展。随着网上购物、信贷消费、信用卡消费走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转变，过去需要长期财富积

累才能实现的符号消费，现在能够提前消费了，对商品符号价

值的追求更加易于实现。

4. 快乐哲学的教导

消费社会解决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但也改变了人

类历史基于苦难之下所形成的勤俭、节欲和严肃生活态度下的

人生观。谁来填补富裕时代生活意义的建构，树立消费社会的

人生观则成了重要的问题。传统社会这一重任是由哲人和思想

家来承担，而在当代社会中思想家缺位了，商人趁机填补了这

个空白，商人告诉我们，“赶快消费吧，消费即是幸福，消费

即是快乐”。

如果消费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则幸福和快乐是短暂

的。亚里士多德早在 2300 年前就写道：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

足的。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写道：我们已经失

去了对橡树果的兴趣。我们也已经抛弃了那些铺着草、垫着树

叶的床，于是穿兽皮已经不再时髦⋯⋯昨天是皮衣，今天是紫

衣和金衣——这些用怨恨加重了使人类生活痛苦的华而不实的

东西。列夫·托尔斯泰也说：1000 个人中找不到一个对自己

的财产感到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

套的鞋；明天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

住在一所大公寓里安装一个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

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

油画和装饰品。近年来有关幸福问题的诸多研究证实了消费的

增加并没有使消费者快乐起来，在富裕和贫穷国家中的幸福水

平并没有显著差别。

二、符号消费——“快”消费时代的特征

1. 流行与时尚

在消费社会里，意义消费、象征消费已经成为消费最主要方

面，而物品的自然属性，即物品的使用价值则退而成为微不足道

的末节。由于消费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炫耀与众不同的优越地位，

评价消费品的标准已经不再是绝对的美和好，而是时时变换的流

行。较低社会阶层为了追求较高地位总在竭尽全力模仿上层社会

的消费，而上层为了保持区隔的标志，就需要不停地变换其标准。

于是，时尚和流行就体现为一个快速变化和不断循环的怪圈，人

们在其中不断追逐着，不断抛弃“过时”的商品转而购买新的流

行。事实上，这样的消费并没有带来福利的改善和幸福感的增强，

而只是带来了不断增长的GDP以及现代人普遍的紧张感、压力

感和焦虑感。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物质增长的社会中得到满足

的并非人的需求，而是生产需求本身。[8]

2. 社会分层

当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变成了一种象征行为，所有的消费品

就不再是生产的产品，而是一系列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波德

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9]物品的逻辑与

符号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来，人们消费什么样的商品，

就意味着通过这一商品的符号意义，进入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

团体中，因此人的秩序与物的秩序也等同起来。消费社会中人

们根据消费物品的符号进行了社会认同的区分，“共同拥有同

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符号”[10]

的人形成了认同，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这是符号在消费社

会的巨大影响。

[6] 商务部 2010 年 3 月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

者会上公布的统计数

据。

[7] 殷晓蓉：“传播学思

想的‘激情’演进——

从传播学角度解读波德

里亚的《消费社会》”，

2006.6，第 71-74 页。

[8] 同 [3]，第 39 页。

[9] 同 [3]，第 7页。

[10] 同 [3]，第 17 页。

特别策划：快与慢  Fast & Slow28 总第230期   2012   06



3. 拜物教

消费社会的运作方式将人们漫无边际的欲望投射到具体的

商品中。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流行变成符号，美也变成符号，

想要跟上流行的趋势，想要拥有美，首先就要获得符号，而符

号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必须通过不断地积累财富来

购买这种符号，以达到流行和获取美。[11]消费社会如同一场

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欲望，但由于是超越商品使用价值的欲望，

则意味着人们将永远无法满足欲望。首先，在消费社会中，人

们逐渐将美好的生活等同于消费符号，将人生的价值等同于符

号的价值，消费符号渗透到社会价值观中，人们以符号消费的

数量多少来衡量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阶层。其次，在消费社

会中，人们受符号的控制，在标志着身份和地位的商品中不断

寻求着认同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由此产生了显著的变

化，消费的物质性使得人们变成了官能性的人，物化的人。人

们在欲求的过程中被符号不断地诱导着，吸引着，在其中迷失

了方向，丧失了信仰，失去了个性，逐渐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成为异化的人。第三，消费社会在给个体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的同时，也深深改造着我们的社会，使其物欲横流，符号泛滥，

崇尚和鼓励浪费。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

破坏环境，甚至造成生态危机。

在当今中国，消费一直被普遍看成一件好事，能够推动社

会经济的发展；能够代表文明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消费中能够

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这样一种认识使得举国上下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消费运动，城市成为布满房子的水泥森林。在“快、

快、再快一些”的催促声中，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符号消费的奴

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成为消费社会带给我们的巨大难题之一。

三、“慢”生活的思考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道出了生活的真谛：接受和过着充

实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将使我们重返人类家园，回归于

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对

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

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慢步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

一生的社会；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一个人的富

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12]

1. 重塑家庭生活

古老的家庭生活应是集家庭生育、养育、教育、保护、关爱、

供养为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在这个单位内，家庭职能的实施

要求家庭成员有利他主义情怀，要有秩序，要有责任，要遵循

一套制度和习俗，古老的家庭生活方式在现代人看来是没有效

率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效率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有

生活讲效率才能更好地适应大机器时代的生产效率。家庭制度

不断受到效率的冲击，家庭功能受到弱化，家庭保护、家庭供

养和家庭教育等传统家庭职能，一定程度上被政府、保险公司、

福利机构、工厂企业、学校和医院等所取代，家庭生活和组织

形式日益简化，人们对家庭的责任在下降，而且对家庭的依赖

程度也在降低。杜宁在《多少算够》一书中谈到，美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用于家庭闲谈、家宴和邻居之间的非正式

拜访时间全都减少了 [13]；欧洲国家也注意到了人口生育率的

下降与家庭成员团聚的时间匮乏具有相关性，欧美国家通过各

种利益导向的方式，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鼓励人们关爱家庭。

中国千年的传统亲情伦理，已植入无数人灵魂深处。代际

关系就是家庭伦理的一条最重要主线，对上赡养老人，对下抚

育子女，这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赋予生命无限意义的选择。

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冲击最大的是家庭制度，受效率的影

响，家庭的社会职能和教育职能全部让位于经济职能；特别是

从单位制转向社会人，过去由单位提供的养老、医疗、住房成

为家庭的“三座大山”，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慰藉和关爱，对

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有益的家庭教育，对老人健康有益的居家养

老等需要慢节奏才能完成的生活方式，都在快节奏下逐渐让位

于市场。

2. 享受真正的闲暇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就预测，生产力的迅猛发

展将导致自由时间和闲暇的大幅度增长，他曾不无担忧地说：

当人类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利用他的

自由？科学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如何消磨这段光阴，

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14]近一百年的发展，似乎这一担忧

并不存在，人们的生活轨迹沿着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工

作时间增加而运转着。在工作、消费和休闲的时间配置上，消

费居于主导地位，工作是为了消费，休闲也是为了消费。波德

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闲暇是一种神话，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古德尔也说，消费不是自由时间的朋友，而是休闲的对立面。

工商界与政府并不喜欢人们拥有真正的休闲，只希望我们把休

闲时间用于购买物品和服务。[15]朱丽叶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一书中指出，在工业化国家里，工作时间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

平均工作时间。[16]

如果过度追求休闲，而又不消费，这意味着增长放缓，失

业将增加，而失业所带来的污名效应是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

因此以消费带动就业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以消费

带动就业的逻辑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消费已经满足了，再消费

就是通过刺激欲望来达到，当消费欲望也刺激不起来，又该如

何带动就业呢？高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既不能充分就业，也不能

结束贫穷的生活方式。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通过消费来减

少失业，而是当工作岗位不能满足人们的就业愿望时，应该通

过利益导向鼓励人们放弃工作，选择休闲，或者是每个人都减

少工时，均摊工作机会，使更多的人享受休闲，实际上这也是

推动“慢”生活运动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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