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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源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消费研究，重点探讨在消费中如何减少物质、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即物质减量化。对

于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领域：一是批判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二是分析物质密集型

消费的驱动力。三是通过环境友好型消费行为模型讨论影响因素。物质消费的减量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过程

的改进或环境友好型的设计，减少单位消费的资源消耗，这种不减少总消费量的消费也称为弱可持续消费。弱可持续消费可能对经济

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依赖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出现。二是降低消费总量，也称为强可持续消费。由于消费的减少将会降低经济增长

速度，因而一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也必然不支持可持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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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可持续消费研究着眼于物质消费的减量化可持续消费研究着眼于物质消费的减量化可持续消费研究着眼于物质消费的减量化可持续消费研究着眼于物质消费的减量化    

20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80 年代的固体废弃物

危机，以及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绿色消费主义，引

起了学术界对生态环境有关的消费行为研究。1981 年，

消费者研究杂志专门出版了一期关于能源问题的研究文

章，其中包括荷兰家庭能源使用研究，加拿大电力、交

通和家庭能源使用研究以及美国关于节约能源的消费行

为适应性研究[1] [2] [3] [4]。从这组文章的研究结果

看：消费者的态度、价值观和环境意识在决定有利于环

境的消费行为方面起的作用不大，而家庭行为如交通工

具的使用和家庭物质特征如隔热情况、风向等被认为是

决定能源使用的重要因素。虽然这期特刊想得到某种预

期，但对消费者能源消费研究的热情并没有迅速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固体废弃物危机，为环境友好型消

费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再循环

利用是一种不同于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为了实施再循

环项目，有必要对消费者再循环习惯和动机展开研究。

研究方法大部分都类似于能源节约方面的研究，结果表

明：提示技术，特别是反馈策略在刺激循环行为上有一

定作用，强制力和惩罚可能也有效；消费者对待再循环

的态度一般基于利他动机，而态度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关

联度并不高；社会规范、便利性和位置等因素同习惯一

样是十分重要的[5]。 

 

绿色消费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最大的创新。不断

提高的环境意识增强了商业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兴趣，环

境问题不仅是对社会的威胁更是商业机会。90 年代，出

现了大量绿色商业创新活动，这包括绿色产品评估和设

计，绿色营销和交通创新等。尽管人们倾注了极大的热

情，绿色消费主义并未得到所预想的结果。市场上人们

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比预期要少很多，关于什么是绿色越

来越混乱，甚至广泛使用的绿色营销已经造成消费者对

绿色的破灭感。但一些重要的研究仍在继续之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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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用一种有效和可接受的方式把环境的改进与消费

者结合起来的研究[6]，如绿色购买与消费类型的结合以

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购买的权衡等。 

 

1992 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之后，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

得到更多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广泛传播，1994 年

1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上明

确给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7]：“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

产品以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

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中

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

求。”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其它概念如单位服务的物质

密度（MIPS）、承载力等都试图表达一个含义：物质和

能源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负担，这样的消费是不可持续

的。国内最早关注可持续消费问题是在 1995 年。马驰撰

文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内容以及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对策

[8]。俞海山认为，可持续消费并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

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一种

新的消费模式,它适用于全球各国各种收入水平的人们。

按照报告要求，需要改变全球的消费模式,因为无论是北

方的“奢侈型”消费还是南方的“生存型”消费,它们都

造成了相应于各自水平和类型的环境影响[9]。可持续消

费的研究源于消费导致的环境恶化，减轻环境的压力在

于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即物质减量

化。 

    

2  2  2  2  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影响因素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影响因素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影响因素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影响因素    

在可持续消费的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把注意力集

中在物质密集型消费上，探讨物质密集型消费的驱动

力，分析减少能源、资源消费，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物质

减量化消费行为的政策工具，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远远

超出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范畴。总体看来，关于物质减

量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领域（1）批判

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比如 Siebenh

üner [10]认为，经济人模型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人们使用

没有价格的环境产品，并不支持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因此提出用“可持续人”（homo sustinens）概念来取

代“经济人”。用“可持续人”描述社会责任、情感以

及相关的技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Van den Bergh et 

al. [11]考察了有限理性、满意行为、偏好、不对称信

息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决策。Herbert Gintis[12]运

用实验经济学证明了“经济人”假设的缺陷。（2）分析

物质密集型消费的驱动力。Røpke[13]把驱动消费增长的

因素归纳为三类：一是经济因素。经济竞争的结果是生

产力的提高，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和广告的作用推动了

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而作为对生产力提高的补偿，是以

增加收入而不是增加闲暇的方表现出来，这势必导致物

质消费的增长。牛津可持续消费委员会（OCSC）认为

[14]，个性化、市场价值的传播、全球化、城市化、改

变自然的风险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是现今消费模式的

主要推动力；如果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努力不断地保护

他们自身的短期利益而并不考虑长期、整体利益，很难

想象消费模式会自动改变。二是社会心理因素。商品和

服务一方面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种

信息系统和信息揭示器，商品和服务消费决定了个人在

社会中的地位。当消费被认为是参与社会过程和取得某

种社会地位的显示器时，个人努力争取更多的消费机会

就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个性化消费的增长以及对居住空

间的需求，都导致对物质消费的增加。三是历史和社会

技术因素。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电、道路设施、废物处理

系统、水的供应等社会技术系统，一方面提高了生活质

量，另一方面又影响和限制了消费者的决策。社会基础

设施的设计和供给不支持物质消费的减量化。（3）通过

环境友好型消费行为模型讨论影响物质减量化的因素。

道德行为规范理论认为，虽然一些环境友好型行为是自

利的结果，但是要理解环境友好型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要

在利他和道德尺度内研究。Stern认为[15]有三种类型的

价值取向与环境友好型行为有关。这三种类型的价值取

向分别是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利他主义价值取向和生物

圈价值取向。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关注自己的福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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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价值取向关注他人的福利，生物圈价值取向关注

环境和生物圈的福利。一些研究证实，利己主义价值取

向与环境友好型态度、信念和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而利

他主义和生物圈价值取向与其呈正相关关系，生物圈价

值取向对环境友好型信念、行为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利他

主义价值取向。一个利己的人可以是真正的环境关心

者，但不会以牺牲自己的经济福利为代价，不改变人们

的价值取向而关心环境是可以的，但要减少消费可能并

不可行。Schwartz[16]的规范激励理论在道德行为模型

中具有广泛的运用。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个人规范是友

好型社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子，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

感，这种道德责任感促使人们采取社会友好型的行为。

Ölander and Thøgersen [17]构建的动机-机会-能力模

型承认在一定条件的控制下，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他

们把能力、便利条件或行为的机会融入模型之中。其中

能力包括习惯、任务知识要素。习惯作为行为的独立决

定要素和意识的调整者起作用，任务知识在设计一项新

的环境友好型行为的程序时是十分重要的要素。机会指

便利性条件和外部条件或客观条件。个人动机影响环境

行为，但人类行为并不仅仅依赖于动机，许多背景因素

可以促进和限制环境行为和个人动机。比如，回收设备

的提供、公共交通的质量、产品的市场供应或价格机制

都能影响人们的环境友好型行为。因此，环境友好型行

为不仅受到态度、规范和习惯等个人内在因素的影响，

而且也受到诸如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产品的可获得

性、产品的特性等外部背景因素的影响。背景因素有四

个不同的影响方式：第一，直接影响行为，比如没有公

共汽车服务，就不可能乘公共汽车旅行。第二，背景因

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受到动机因素如态度、心情或

个人规范的调节。比如放置回收设施可以使循环使用的

态度更积极，因为这样更为方便。第三，背景因素可以

调节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背景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效

果依赖于个人因素。比如，环境关心在有可行替代时，

能够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回收设施在那些具有很高环境

关心的人中间能促进物品的循环使用。第四，背景因素

决定了哪种类型的动机能影响行为。比如具有规范性目

标的人，回收设施使用的频率就很高，而享乐主义目标

的人则很低。 

 

3  3  3  3  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实现途径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实现途径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实现途径物质消费减量化的实现途径    

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形成，在于如何实现物质消费的

减量化。Spangenberg & Lorek、Princen、Fuchs and 

Lorek认为可持续消费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进展

[18][19][20]:一是提高消费效率,即通过生产过程的改

进或环境友好型的设计减少单位消费的资源消耗,从而减

轻生态环境的压力,取得环境改善和消费增加的双赢效

果，这是可持续消费的必要条件，也称之为弱可持续消

费。但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消费总量增加所导致的环

境压力要远远超过由于消费效率提高而减轻的环境压

力。二是改变消费模式，降低消费水平，这是可持续消

费的充分条件，也称之为强可持续消费。中国学者提出

可持续消费实现系统的五个素即：政府、非政府组织、

公司、消费者和教育。它们的作用分别是：政府负责立

法、执行法规、告知、激励革新；非政府组织向成员和

公众发布有关信息给其它行动者施加压力；公司认识、

创造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开发可持续性产品及生产广告

产品和增强需求；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价值观；教育

转变消费者的价值观、增强可持续消费的基本知识、探

索新知识。挪威国家消费者研究院（SIFO）在其研究报

告《环境信息与消费实践：费德列斯达的家庭案例研

究》[21]中，提出了详细的减少物质消费实践指导。该

报告把改变家庭消费实践活动的建议分为三个等级，这

三个等级分别反映了日常生活变化的三个不同层次。第

一个等级是产品层次，在这个阶段，简单地进行环境友

好型产品对传统产品的替代，不需要金融支持，也不需

要改变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第二等级是重新确定消费

需求与消费活动，用服务取代产品，如某种水平的服务

如何以比较低的能源获得或由市场来提供服务。第三等

级是降低消费，这个等级需要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和消

费活动的重新组织。实际上第一、二个等级，都是在保



4 
 

持总消费量不变，甚至增加条件下降低物质的消耗，属

于弱可持续消费；第三等级是降低总消费量的强可持续

消费。这些消费模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否可行？如果

能够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过程的改进或环境友好型的设

计减少单位消费的资源消耗,这种不减少总消费量的弱可

持续消费，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他依赖

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出现，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只能被动

地接受，或主动选择物质重量轻、能源消耗低、废弃物

排放少的物品或服务进行消费，即通过选择替代的方式

进行物质减量化。改变消费模式，降低消费总量的强可

持续消费，由于消费的减少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一

个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社会，也必然不支持可持续消

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该着眼于居民的幸福指

数，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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