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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消费，理念先行，先要从学理上认清绿色消费理念在促进绿色消费中的

重要性。关于绿色消费理念的研究整体上呈热度上升态势，形成了多个研究热点，包括

习近平总书记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内涵、绿色消费理念传播、绿色消费市场理念、

绿色消费理念践行、绿色消费理念带动生产方式转变等。未来，须要进一步紧扣核心命题，

强化基础研究和政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绿色消费理念内涵、

健康适度的绿色消费心理、高尚的绿色消费道德、环保的消费行为规范、通过改变消费

方式来引导绿色生产方式变迁应是绿色消费理念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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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绿色消费理念：
政策背景、研究热点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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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同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绿色消费，理念先行，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着消费

者绿色消费行为。近年我国发布了涉及绿色消费的多

个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

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

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

干意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等，这些文件

内含了不少绿色消费理念的新论述。须要从学理上认

清绿色消费理念在促进绿色消费中的重要性，消费往

往是在生活中表现得随意，没有在正常工作那样严格

的规范中进行，所以法律、制度、纪律对绿色消费约

束相对较少。绿色消费更多有赖于消费者主观自觉，

通过理念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对消费行为形成绿色指

引、绿色约束。

2. 绿色消费理念研究热点

绿色消费理念近年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不

少作者撰文对其展开研究。从中国知识网提供的文

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见下图），关于绿色消

费理念的论文整体上呈热度上升态势，形成了多个研

究热点，包括习近平绿色消费理念（王微、毕昌萍，

2023）、 绿 色 消 费 理 念 内 涵（ 宋 晓 楠，2022）、 绿

色 消 费 理 念 传 播（ 杨 添 实、 王 丹，2023）、 绿 色 消

费 市 场 理 念（ 鉴 冉 冉 等，2023 ；李 贵 金、 张 龙 坤，

2020）、绿色消费理念践行（罗茹等，2021 ；叶敏，

2015 ；夏少敏等，2012 ；王映雪、朱莉娜，2011）、

绿色消费理念带动生产方式转变（范萌萌、杨英姿，

2021 ；宁可等，2020 ；王岩、刘振江，2016）等。

                       绿色消费理念历年发文分布

2.1 习近平绿色消费理念

习近平绿色消费理念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与当前中

国实际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深刻领悟习近平绿色消

费理念，须要系统把握其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

价值。就生成逻辑而言，对马克思恩格斯消费理念的

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

数据来源 ：文献总数 ：182 篇 ；检索条件 ：空 ；检索范围 ：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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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展构成其理论逻辑的起点和沿革，对中国共产

党人消费文明思想的传承创新构成其历史逻辑的脉络

主线，破解时代之问、实践之需的路径选择构成其现

实逻辑的鲜明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

慧构成其文化逻辑的深刻渊源。就科学内涵而言，习

近平绿色消费理念涵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特征，

以绿色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人本取向及物质消费与精

神消费的互补与平衡作为基本遵循。就实践价值而言，

习近平绿色消费理念对推动绿色消费成为主流消费模

式，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驱动力、构筑绿色发展

新格局，推动以生态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绿色化、助力

建设“美丽中国”，以及推动生产技术绿色化转型、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等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2 绿色消费理念内涵

绿色消费理念的提出是人们对传统消费观的反

思，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望的体现。绿色消

费观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站在生态文明的更

高起点，位居理性消费的更高层次，以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更高目标的消费理念。新时代绿色消费理念的阐

发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

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宏观领域问题，

即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二是微观领域问题，即不文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国

人身上依然存在。以上问题的出现亦构成了新时代绿

色消费理念出场的重要时代背景。绿色消费理念体现

了追求经济与生态的统一，追求发展与保护的统一 ，

追求民生与环境的统一 。绿色消费理念为个体日常生

活消费提供道德张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精神

动力、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思想引领力。

2.3 绿色消费理念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绿色消费理念的传播提

供了新型传播模式和传播条件，绿色消费理念的传播

以绿色消费的价值观传递为根本目的，在移动端网络

社交平台传播中，须要创新绿色消费观的平台传播模

式，增强绿色消费理念传播的灵动性 ；监管绿色消费

理念传播的涵育环境，德育定位新媒体平台意识形态；

实行绿色消费理念的区块化传播模式，增强绿色消费

理念传播的全民化和亲民性。

2.4 绿色消费市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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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买

二手、用二手”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甚至已

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二手交易平台也随之应运而生。

二手交易平台相较于发展成熟的知名电商平台，在销

售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在某

种程度上阻碍了二手交易平台的健康发展，应变革营

销方式，提升消费体验品质 ；提高准入门槛，加大平

台监管力度 ；完善服务体系建设，有效保障消费者权

益。伴随着“618”“双十一”等大型网购节的消费刺激，

大学生群体常出现大规模物品流动情况，出现大量闲

置物品，从而催生出大学生二手资源交易市场，应线

上和线下同时运行，线上统计和拍卖，线下收集和交

易二手商品，利用 SQL 数据库技术对商品进行编号，

录入数据库，线下展示商品，实现买家对商品进行直

观的检测和亲身感受商品。

2.5 绿色消费理念践行

后疫情时代防疫用品尤其是一次性防疫口罩需求

量仍然只增不减，用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对节约和合理使用一次性防疫口罩意义重大，应开展

分层次引导、全过程督促，促进绿色行为习惯养成。

欧盟纺织品市场利用多种生态纺织品认证制度，以及

绿色消费标准等绿色“壁垒”，推广绿色消费理念，保

护欧盟市场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营造了欧盟纺织品市

场的绿色环境，获得了欧盟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我国

应重视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的推广，以促进我国纺

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态度

和产品环境性能认知，须从加强对“环境标志”的宣

传普及、建立产品环境信息咨询平台、规范电子废弃

物的回收和处置几方面入手。为践行绿色消费理念，

政府部门要运用政策，引导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

供应商要改变经营方式，增强企业环境竞争力 ；集中

采购机构要上通下达，倡导绿色消费 ；加强对在校生

的绿色消费理念教育 ；应长期加强环境伦理教育，使

绿色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

2.6 绿色消费理念带动生产方式转变

贯彻绿色消费理念不仅会改变我国居民的生活和

消费方式，同时也对企业的生产模式和标准提出了新

的要求。有机大米作为典型的绿色农产品，在绿色消

费理念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应以绿色消费理念引领第

三产业的绿色发展，在批发零售业打造以绿色商场为

引领的新零售模式，在流通领域发展绿色物流，建设

绿色仓储，在住宿业发展以绿色酒店为代表的未来酒

店业发展模式、以绿色餐饮为代表的未来餐饮业新形

态，在金融业探索绿色信贷的消费模式，发行绿色金

融债券，在房地产业开发绿色建筑，倡导绿色人居方式。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具有市场属性、地域性、可持续性

等特性，在绿色消费主义主张下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

把民族特色优势转化为经济、市场优势，是实现民族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应以“产业生态化”模

式发展资源型特色产业，以边境口岸优势发展低碳型

口岸经济，以特色自然与人文资源发展休闲养生和旅

游度假等第三产业、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等。

3. 研究展望

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促

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中指出，我国要面向“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增强全民节约意识，扩大绿色低碳产

品供给和消费，完善制度政策体系，推进消费结构绿

色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须要加快消费者绿色消费

观的形成，让绿色消费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概括而

言，绿色消费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

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 ；二是

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 ；

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

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

实现可持续消费。第一层含义可看作是关于消费对象

的观念认识，即以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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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为消费对象。第二层含义可看作是关于对待消费

副产品的观念认识，消费会带来许多副产品，比如包装。

消费品中的非消费部分，如果壳、食品残渣。能量转

换后的废弃物，如粪便。消费后的残体，比如废旧电视，

待丢弃处理的废电池，对消费副产品要有合理的处置

方式，如物质循环利用、无害化掩埋等。第三层含义

可看作是关于对待消费环境的观念认识，消费在一定

的环境中进行，这涉及消费者选择什么样的消费环境。

同时，消费对环境产生影响，这涉及消费者的消费方

式，是选择对环境有利的生活方式还是反之，绿色消

费显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选择可持续消费

环境。消费不会损害环境的可持续性，甚至有利于环

境的持续。基于以上三层绿色消费理念认识，可对绿

色消费理念进一步定义，即倡导消费者在与自然协调

发展的基础上，从事科学合理的生活消费，提倡健康

适度的消费心理，弘扬高尚的消费道德及行为规范，

并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革，

进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消费 

理念。

根据定义，关于绿色消费理念应有以下研究方向：

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高尚的消费道德、环保的消费

行为规范、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方式变迁。

这几个方向体现了心理－道德－行为－社会生产方式

的递进，在研究性质上体现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从已有研究来看，基础研究数量偏少，突破不够，即

关于绿色消费心理、绿色消费道德的研究不够，今后

有待加强。绿色消费事关新质生产力形成、高质量发

展，绿色消费理念带动生产方式转变，这方面的文献

尽管已经有不少，但与现实发展需求相比，无论是总

结现实经验，还是理论演绎，均不够，须要引起学术

界更多重视。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构建阶段，在绿色消费领域，也要按照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绿色消费理念系统。为

此，也须要加强政策研究、政策阐释，当前总体上而言，

关于习近平绿色消费理念的研究还显得不够，有待学

术界基于党的文件精神，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绿色消费理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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