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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摘 要

当前全球 70 亿人口正以超出地球可供给承载能力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比如亚太地区快速

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让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日益增长的消费带来越来越严

峻的环境压力和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负责任的生

产和消费既是其中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旨在改变现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亦与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紧密相关。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中国政府也

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能源消费革命，2015 年以来发布了《关于推动绿

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等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并将建立绿色供应链体系纳入 2016-2020 年国家五年发

展规划。

然而，对于推动和落实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和公众意识方面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包括信息

透明性低、信息不完整、以及消费者认知与行为的差距。为此，本报告旨在了解分析中国可持续消费

现状，重点关注消费者对可持续消费的认知、行为和相关政策市场状况，以期识别出可持续消费在中

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基于全生命周期原理，本报告设计出 2016 年可

持续消费调查问卷，通过对中国十个主要城市 的 9370 名消费者进行关于意识、采购行为、使用和

回收习惯的调查，并整合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自 2011 至 2015 开展的绿色消费调查问卷信息，同时

咨商多相关方的研究成果和建议，首次对中国可持续消费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

本报告从消费者需求侧出发，分析市场如何作为支持性力量，培育中国可持续消费的外部环境，

探讨购物途径、实体店模式和可持续认证在市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零售业出发，向上游追溯，

探讨了如何通过对供应链的可持续改进和管理，撬动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力量推动可持续消费。报

告还提出通过改善消费的末端——分类、回收与资源化来提升资源的循环利用。本报告还涉及如何

建立可持续模式推动各利益方参与，特别是社区层面在推动可持续消费分别扮演的重要角色。

调查结果发现 :

● 中国超过七成的消费者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可持续消费意识，他们是潜在的可持续消费践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20-29 岁年龄段的青年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和意愿，30-49 岁的消费群体的可持续消费

能力最强。另一方面，健康和安全是选择可持续产品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可持续采购还是以自身经济

和健康利益为主导。

● 约一半中国消费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不超过 10％的溢价，而可持续产品的实际溢价水平

超过了支付意愿。研究还发现，约 10％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他们是撬动可持续消费的核

心力量。

● 目前中国可持续产品市场目前份额占比少，没有形成规模化。品牌效应的缺失制约着可持续

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加强相关产品信息的推广和提高商业诚信度会进一步提升可持续消费的市场潜力。

第三方认证是有效途径之一，但目前消费者对可持续标准和认证的认知和认可有限。而政府在改善和

推动可持续消费进程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告提出希望政府支持引导并推动可持续消费，促进和实现战略政治层面的可持续消费实施，

推动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实施，利用和改善现有定价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激励机制，推动可持续产品

和服务市场发展。同时增强全社会对可持续消费的认识与关注，促进可持续消费方式改变。

* 《全球环境展望六》 http://www.unep.org/geo/sites/unep.org.geo/files/documents/geo-6_ap_final_en_comple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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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却没人想改变自己”。这句话另一个方面也

体现出行为与意识之间的差距。可持续消费就是一个改变消费者行为的过

程，而消费者信息是所有改变行动中的基础。

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展望五》[1] 报告指出，对环境和资源影响的

驱动力来自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两大因素。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

长到 97 亿。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他许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

所取得的迅速的人类发展进程正令当今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

口成功摆脱贫困，《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到 2030 年将有 32 亿

人口跻身中产阶层。在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和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 GDP 平均增长超过 10%，成

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首次突破

70 万亿元人民币，约为 11 万亿美元，GDP 总量占比为全球的 14.84%，

GDP 总量为世界第二；2016 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 138271 万人，人均

GDP 达到 53817 元人民币， 约为 8113 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

增长，2016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332316 亿元人民币。2016 年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消费在现代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

要的地位。

然而，这样的消费模式是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在资源紧缺的同时，

却存在着大量对资源的浪费 。在食品领域，每年大约有 1/3 的食物被浪

费掉 , 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多达 33 亿吨二氧化碳。全球由于食物浪费所导

致的水资源浪费大约为是 250 立方千米，相当于日内瓦湖的三倍。如果不

改变目前这种消费模式，到2050年，我们要比2006年多需要60%的食物。

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是地球可再生速度的 1.6 倍 [2]，如果这

一生态赤字继续扩大，到 2030 年人类需要 2 个地球，2050 年需要 3 个

地球的资源，才能使自然界的承载力与人类的生态足迹相当，以满足人类

的消费 [3]。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区域资源效率与绿色指标报告》[4]，全球每

年大约需要 700 亿吨的物质消耗，其中亚太地区的消耗约占 53%。因此，

亚太区域具有较大的物质利用效率提升潜力。中国占世界人口的 20%，

却只拥有全球约 7% 的可耕地和淡水资源。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也带来了

对环境和资源的挑战。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的环境影响日

益显著。

中国政府一直大力致力于污染治理和推动向绿色转型，特别是在过去

的 15 年里，中国已将环境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建立科学发展观，提倡

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然而，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法

一 、 研 究 背 景

1. 宏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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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消费者信息和全生命周期 [6]

一 、 研 究 背 景

消费者信息和
全生命周期

废弃物管理         可持续资源管理

可持续设计

清洁生产与
能源效率

可持续运输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营销

可持续
生活方式

生态标签
与认证

律体系仍需完善。环境末端治理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在过去的 20 年，各部门积极推动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以改变生产

领域的末端处理模式，已大幅减少生产领域的污染和资源使用强度。

在消费端推动消费模式向可持续转化，不仅减少消费环节的物质流，

可以更好地促进开展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跟踪， 从生产源头到产品设

计，改变生产模式 ( 见图 [1-1]），从源头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可以更加深入开展可持续供应链计划。在资源效率上，首先社会要向可持

续生活方式转型，从消费需求端来根本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传统的消费模

式仅关注产品的使用性能，而对于产品在生产、运输、使用和废弃诸多环

节可能产生的环境和生态外部性影响影响未予以足够的考虑，由于受到经

济成本的负面影响，并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导致消费越多生产越多，

环境破坏就越严重。

可持续消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

以通过每天在衣食住行做的选择中改变世界。可持续消费不同于传统的消

费模式，它是在不断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生产和消费系统实现持续性的

环境消极影响的削减， 即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

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

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 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5]。

可持续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模式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作

为可持续消费的关键，消费者对可持续消费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但从意

识到行动的变化却没有那样显著。因此，我们需要行动，填补这一鸿沟，

将意识转化为行动。因此，对于消费者的信息的研究成为所有工作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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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行为是一种具有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特定类型消费，受

到经济、社会心理和历史与社会技术等诸多驱动力因素的影响 [6]。从传统

的消费模式向可持续消费转化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改进不

仅需要外部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个体消费者提高可持续消费意识的基础上

逐渐改善自身的消费行为（见图 [1-2]）。

2. 消费者信息

[ 图 1-2]

消费行为改进路径

可持续消费

传统型消费

认知

意愿

行为

消费者的信息来自于对其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可持续消费是一种

社会价值植入型的经济活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承担的亲社会型消费方式，

与传统的消费模式有很大差别。除了消费者的个人特质外，外在的社会规

范、行为代价等因素与自身的可持续消费行为息息相关 [6][7]。消费是参与

并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过程，社会环境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 [8]。消

费者对环境的认知和个人的社会责任能够增强可持续消费的意愿，因而全

面了解消费者的信息可以把握消费市场的可持续转变，对于研究和把握可

持续消费发展现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国际上，针对可持续消费，来自不同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等研究

成果和报告不断发布，但总体看因信息收集难度、方法可比性等因素，制

约了对消费者信息的系统化研究。

关于中国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信息极其缺乏，迄今没有针对消费者的

消费意识以及影响可持续消费因素比较全面完整的调查。缺乏消费者信息

导致无法全面把握可持续消费的现状，更无从提出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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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动汽车，可以降低汽车燃油消耗量，有效缓解燃油供需

矛盾；此外还可以大大减少汽车的尾气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中国政府“十二五”以来一直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2015 和

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累计推广量超过

100 万辆。

本次调查中，超过 63.81% 的消费者也表现出对电动汽车的购买

欲望。消费者选择电动汽车的主观意愿是减少环境污染。

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特别提出“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国家和地方

政府通过补贴汽车企业和购买电动汽车消费者，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也逐渐完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配套机制。作为后续使

用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很大程度影响着消费者的

决定，2015 年新能源汽车的购买率仅为 0.6%，新能源汽车的满意度

为 64.3%[14]。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日臻成熟、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日臻完善，

北京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了有利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的私家车限行政策，

有助于缩小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和实际的购买行为之间存

在巨大的差异，也将有力地推动新能源汽车成为可持续消费的一个新

亮点。

二 、 中 国 可 持 续 消 费 的 现 状

1. 可持续模式的转变
    得益于支持性政策
                        条件

案 例 1

中国政府在推动可持续消费方面发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1994 2004 2012 20162015

中国颁发的《中国
21 世 纪 议 程》 中
详细论述了消费模
式在可持续发展中
所起到的作用 [9]。

中国政府明确指出了
在建设生态明文基础
之上的以扩大内需为
消费导向的推动消费
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
要求。

发改委、中宣部、科技部等
十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
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特
别强调了“支持发展共享经
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
利用”[1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撰发布了
《公众节能行为指南》，这是中国
政府首次以指南的方式，给予个
体消费者可实际操作的节能行为指
导，以期从消费者层面实施公众节
能，达到节能减排降耗的目的 [10]。

11 月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
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
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本质上还是
更好的满足消费的需求。

新能源汽车的大力发展得益于支持性的政策条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