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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特征研究

赵艳 *，谷悦，孟海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北京 100192）

摘  要	 当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较为严重，从生态、环保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选择绿色、可持续的消
费行为。绿色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
活。与普通民众相比，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因此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
特征的研究尤为必要。通过对国内外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特征问题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影响大学
生绿色消费行为特征的主要因素，并据此设计问卷对北京市大学生的绿色消费行为特征进行实证调研，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当前大学生在进行绿色消费时存在以下典型特征问题：对绿色产品或者绿
色消费概念欠了解、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现象突出、具有从众消费和攀比消费心理、社交消费支出逐渐
增大等问题。针对存在的特征问题建议大学生从加强自我管理、养成理财习惯、抵制非绿色消费行为、
引导绿色消费时尚等方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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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urrent serious shorta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ther issues, gree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behavior should be chosen und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new consumption patterns, green 
consumption is putting a new morality will, life and values into people's lives.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accept new things, so green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hrough tidying up the studies, abroad and domestic, about college students’ 
green consumer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of green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ere identified, and questionnaires about green consum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igate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were designe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foun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less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green products and green consump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over-consumption phenomenon prominent, 
with a herd of consumption and comparisons of consumer psychology, social consumer spending increases.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some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elf-management, developing financial habits, resisting the non-green 
consumer behavior, and guiding green consumer fashion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green products; green consumer behaviors

引言

随着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概念的相继

提出，绿色产品将成为社会消费领域选择的主流产品，

因为它不仅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而且可以被回收再利

用，能够大大节约资源。它一般容易被微生物降解，无

污染，可回收再利用的原料，因此产品的成本较之普通

产品高 20%～25%[1]。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考虑

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产品应该具有非常广阔

的消费前景。作为当代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是未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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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中坚力量，养成良好的消费行为习惯，坚持绿色消

费的理念，不仅是自身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影射，也对下

一代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大

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意向的调查，以期发现和总结当前大学

生实施绿色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倡导大学生

实施绿色消费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消费风气提供借鉴。 

1  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综述

绿色产品的设计问题，早有专家学者做过深入研究。

周睿 [2] 等曾通过 MAP 矩阵对绿色产品的设计进行了深

入探讨。张雪梅 [3] 等进一步讨论了在政府制定的宏观政

策影响下绿色产品的设计策略。绿色产品的概念已为人

们所熟知，绿色消费的意愿研究正成为当前的热点。熊

小明 [4] 等通过两个典型的实验，发现在不同的情景下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会受绿色产品诉求方式（“利他”还是

“利己”）的影响。而针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的意向问

题，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进行

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 2003—2015 年

的 13 篇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在研究影响大学生消费行

为的内部因素方面有以下发现：首先在个人因素方面，

包括个人价值观、个体态度、自我效能感等的影响。李

南 [5] 研究发现，个人感知因素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具有

约束作用，作为消费主体的大学生，应该主动提高个人

修养，选择具有社会责任的消费行为；胡晓红 [6] 在分析

大学生消费中存在的问题时，提倡加强生态文化与生态

消费观教育的必要性；Peloza 等 [7] 以及吴波等 [14] 在研究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程度时发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当消费者能够深刻感触到自身消费选择

会对环保做出巨大的贡献时，他们便会很主动地选择绿

色消费。其次在社会因素方面，包括社会认同感、规范

信念等的影响。Griskevicius 等 [8] 认为，由于绿色产品成

本高、质量未明显优于普通产品，所以对其的消费基本

上属于一种利他行为，但是考虑到它广泛认同的环境效

益，还是应该坚持绿色消费行为；Moisande[9] 认为，绿

色消费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行为，消费者在该

过程中会考虑个人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程毅和赵菡 [10] 将

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化作为一个具体变量引入大学

生消费与认同构建过程中，发现随着不同收入水平的变

化，大学生所需要的社会认同感也会发生变化，这会直

接影响其消费行为的选择；何小洲和彭露 [11] 运用实证分

析方法在研究过节期间礼品消费问题上论证了面子意识、

团体态度等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

在研究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的外部因素方面有

以下发现：首先，在消费方式和收入水平不同的前提下，

大学生消费行为的选择具有差异性 [12-14]，大学生应该在

自身条件范围内选择合理生态的消费行为。其次，外界

媒体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消费选择。姜柳 [15] 在研

究大学生消费观方面提出，广告、明星代言等外部宣传

途径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具有引导作用。此外，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或者企业的各种刺激消费的举措

会引起人们的一些非理性消费行为，造成从众消费或者

过度消费 [16]。

表 1 是对上文所述文献的梳理，以便更为直观地了

解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的因素。

表1  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者 研究方法 主要影响因素

李南（2014）；胡晓红 
（2014）；Peloza 等，

（2013）；吴波等（2014）

问卷调查、模型

构建

个人因素：个人价

值观、个体态度、

自我效能感等

Griskevicius 等（2010）；

Moisande（2007）； 程

毅和赵菡（2015）；何

小洲和彭露（2014）

问卷调查、因子

分析、模型构建

社会因素 ：社会

认同感、规范信

念、面子观念等

汪美辰（2014）；贾伟

和张坤（2009）；吴琦

（2009）

问卷调查、文献

资料研究

消费方式和收入

水平等

姜柳（2010）
实地调研、文献

资料研究

广告、明星代言

等媒体宣传

张娜（2013）
系统研究、文献

研究、比较研究

刺激消费的政策

措施

2  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特征现状分析

从以上研究和实践观察来看，大学生虽属于高素质

人才，环保意识也相对较高，但是在绿色消费行为选择

方面依然表现欠缺。为调查北京市大学生消费现状，本

文针对以上文献梳理出的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的因

素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绿色产

品认知程度、绿色消费选择意向、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四

大部分，共 40 个题目。在问卷星网站共发放问卷 216 份，

全部收回，且问卷结果全部有效。总结如下现状问题。

2.1  对绿色产品或者绿色消费概念欠了解

在调查中，有 48 位大学生对绿色产品的概念不是很

了解，占总人数的 22%。具体原因表现为：对绿色消费

问题缺乏认识，不太关注能源资源问题，学习太忙没余

力关注他事，感觉绿色消费问题对其意义不大等。另外，

他们对绿色消费的了解更多停留在消费绿色食品上，对绿

色交通的认可占比为 87%，对绿色化妆品的认可较低，占

比仅为 50%，对绿色服饰的认可度更低，占比仅为 48%。

Huttunent 和 Autio[17] 认为绿色消费就是购买无公害、

无污染、优质、耐用、具有绿色生态标志的产品，并且

尽量减少产品购买频率。但是，很多大学生在超市或者

商场购物时，优质、耐用往往不是选择商品的首要衡量

指标，反而低廉的价格更能吸引他们的眼球，对所选择

的商品是否是绿色产品则更少关注。事实上，绿色产品

的价格相对普通商品要高，对大学生而言，其收入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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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如果尽可能地选择绿色商品，那么负担起来将比较

吃力。在调查中，由于绿色商品价格较高而放弃绿色消

费的人群占 34%，这也是绿色消费较难推广的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大家对绿色标识的了解比较匮乏，所以

在选购商品时很难有意识地去搜寻。绿色产品或者绿色

消费的概念尚未像产品生产日期的概念那样深入人心，

多数人认为购买非绿色产品的后果远不及购买过期商品

的后果严重，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观察产品

包装上是否有绿色标识。

2.2  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现象突出

据调查，44.9% 的大学生月平均消费在 1500 元以上，

其中 24% 的大学生月平均消费超过 2000 元。这组数据

表明，当前大学生消费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存在超前

消费、过度消费现象。

王莉芬等 [18] 研究发现，信用卡消费的机制极易诱导

学生的非理性消费行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现金

消费逐渐被网银、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方式等取代，这

样所带来的后果：一是使得人们在消费时有一种麻木的

心态，感觉只是银行账户上数字减少，对资金的使用缺

乏一定的理性约束；二是信用卡和第三方支付的透支功

能，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提前消费的欲望，使人们难以做

好均衡的收支计划。目前在校大学生几乎每人至少有一

个银行的网银账户和个人支付宝账户，网购已经成为大

学生消费的主要方式。互联网不间断的广告轰炸，使得

大学生沉浸于特价淘宝且乐此不疲，从而造成了当前比

较突出的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现象。

2.3  在消费某类商品时具有从众心理或攀比心理

问卷中有两个问题是有关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意向

的调查，其一，“如果同学、朋友或者老师选购绿色商品，

我也这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6% 的学生比较同意这

一观点；其二，“如果家里人认为有必要选购绿色商品，

我会这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84% 的学生比较同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在消费某类商品时会参照

所处群体的选择意向，具有一定的从众或攀比心理。

董继华 [19] 通过将运动鞋的购买这一实验刺激因素加

入到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调查实验中发现，相对于经济

独立的成年人而言，大学生在购买某类商品时会出现明

显的从众心理。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也非常普遍，每

当换季时网店或实体店做各种促销活动引得众人围观时，

多数大学生容易受到众人抢购的刺激，自身也参与其中。

周宪 [20] 在对广州在校大学生消费心理进行调查时发

现，大学生的平均消费（含学费）已经大大超过城镇居

民的年均收入水平，这与大学生在消费时容易追求品牌、

时尚，出现严重的攀比心理有很大关系。比如，对新上

市手机的追求，在大学生社交圈内，一旦一人买入某种

新型手机，其他人容易出现跟风行为。这样，不仅会增

加自身开支，也会间接加快电子产品的更换频率，造成

更多的资源浪费。

2.4  社交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逐渐增大

调查显示，有近 49% 的大学生在购买商品时会经常

关注商品的精美包装，这主要是因为精美的包装会给人

带来产品质量和档次也相对较高的错觉。另外，精美包

装的商品送人时也比较有面子。

Bao 和 Zhou 等 [21] 研究发现面子观念已经成为影响

华人社交消费的重要因素。在大学生消费行为中，面子

观念、人情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亲朋好友过生日

时互相之间赠送礼品，拿得出手是所赠礼品必须满足的

条件之一，一些礼品的包装价值或许已远远超过其实用

价值，这就是典型的非绿色消费行为。另外，在平时的

班级聚餐、小型聚会等社交活动中，所谓的面子观念，

也会导致大量的食物剩余、浪费。再加上各类评优、竞

赛等活动助推了小团体的狂欢，种种社交活动的消费支

出比例逐渐增大，这些均不利于绿色消费行为的推行。

3  促进大学生绿色消费的几点建议

针对大学生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在对相关文献 [22-26]

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本文提出要从加大自我

教育、养成理财的好习惯、自觉抵制非绿色消费行为、大

力支持绿色产业等几方面促进大学生主动进行绿色消费

的建议。

3.1  继续加大自我教育

大学生消费实际上属于自我教育模式，消费行为的

选择都是自我教育的结果。大学生应该主动了解绿色产

品、绿色消费的概念，使环保、节能、节约、再利用等

词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生活细节处体现对绿色的

理解，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购物自备购物袋、选购优质

耐用的生活用品、选用公共交通方式绿色出行等。长此

以往，一方面通过相关知识的普及能够使自己逐渐培养

绿色消费意识，成为绿色消费的实践者；另一方面通过

自己的宣传能力又能够将绿色消费行为进一步推广，达

到全民参与的效果，成为绿色消费的推广者。

3.2  养成理财的好习惯

良好的理财能力是大学生步入社会以后亟需拥有的

生存能力之一，而合理规划自己的消费是实践理财能力

的有效途径。因此，大学生应该从现在起养成理财的好

习惯，均衡分配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大学生应该对自己

每一笔消费支出都做出理性安排，养成消费记账的习惯，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知晓资金去向，另一方面可以在月

末时分类总结，梳理各项消费支出性质，寻找节减不必

要开支的项目进行改进，在日常的消费选择中锻炼自己

的理财能力。这样既能避免因冲动而造成的从众消费行

为，又能抵制超前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在点滴中逐渐培

养绿色、生态的消费理念，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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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为将来步入社会、适应社会打造良好的基础。

3.3  抵制非绿色消费行为

大学生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

益角度考虑，主动选择可持续的绿色消费行为，自觉抵

制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等行为。应该继续秉承传统的

节约理念，“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衡念

物力维艰”。不能为了追求时尚消费自己力所不及的物

品，不能因为贪图便宜消费一些质次价廉的商品，不能

为了面子问题间接支持商品的过度包装。大学生应该能

够禁得住外界传媒的广告诱惑，自觉抵制非绿色消费行

为，购买满足自己真正需求的商品，积极鼓励身边同学

和自己一起选择有益于环境的消费行为。

3.4  引导绿色消费时尚

大学生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消费者，在引领消费潮流

上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大学生的消费偏好将会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学生在进行消费

选择时应该下意识地对现代服务业进行引导，加大对绿

色服务业的青睐，免费为绿色产业进行志愿宣传，为推

动我国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利用大学

生的从众心理，当绿色消费成为一种时尚时，大家便会

纷纷效仿。具体做法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比如，在去

超市购物时主动选择带有绿色产品标识的商品；积极反

对产品过度包装，主动选择环保、简易包装的商品；主

动将自己淘汰的尚有价值的商品投入到二手交易市场，

或者从二手交易市场选择所需的商品；主动选择生态绿

色的餐饮、娱乐、出行等方式。绿色消费不只是一个简

单的消费选择，更是一项持续的、长远的惠及子孙后代

的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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