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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 戛：本文界定了绿色消贵与绿色消贵模式的内涵，论述了建立绿色消费模式的意义，分析了实现绿色

消费模式的机制，并从吃、穿、用、住、行等多侧面详细阐述了绿色消费模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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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消费模式的含义及其意义

绿色消费模式是绿色消费内容、结构和方式的总称。 研究绿色消费模式所要回答的问题

是人们消费哪些绿色产品和服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途径和形式去消费这些绿色消费资料，

以满足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绿色需要。 绿色消费模式是一定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下绿色消费者

（包含生产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与绿色消费资料的结合方式，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

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和防止污染，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考虑保护自身健康和个体

利益的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理性消费方式，是一种体现绿色文明、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

消费模式。

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贯彻

落实邓小平同志消费思想的具体举措。 合理的消费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

会减缓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重视消费的作用，把消费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衡量

各项工作是非的一个准则；同时，他又反对超前的高消费，提倡适度消费的思想。 1986年12

月19日，他在听取有关汇报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这里的适度消费

实际上就是指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状态。 当然，社会主义生

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由简单稳定向复杂

多变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是，过度消费或不合理消费将给社会带来负效应。 在我国

的现实中，不合理消费和过度消费并不少见。 许多传统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模式已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以大蜇消耗资源、能源和原材料，并大董向

收稿日期：2001-05-10

作者简介：陈启杰(1949-），男，上海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楼 尊(1971-），女，江西南昌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 25 •



环境排放废弃物，造成严重污染为主要特征；同时，在生产消费观念方面，注重产品的生产、忽

视产品进入流通和消费领域后的回收利用，在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时较少考虑采用有利于综合

利用的原材料等。 在生活消费方式面，一些畸形的不合理的消费方式比比皆是，如奢侈型、挥

霍型、炫耀型、浪费型、迷信型以及荒淫型消费正在给社会造成损害。 生活废弃物大董丢弃，随

处乱扔，垃圾随处填埋，回收利用观念淡薄。 传统的消费观念严重地阻碍着综合利用产品的推

广应用，难以为大力开展综合利用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目前，人们消费中浪费最大的是土

地资源，农民建房、城市用地等大量占用土地，有的甚至圈地后闲置在那里，形成极大的浪费。

此外，
“

消费攀比症
“

和
“

公费消费
”

几乎成为公害，处处比阔气、比派头、比谁的消费档次高；用

公家的钱不心痛，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挥金如土，奢侈浪费，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数量惊

人。 所以，建立先进的绿色消费模式势在必行，而且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绿色消费模式奉行
“

合适资源代价
“

原则和
“

避免不良结果
”

原则。 它殡弃享乐主义、超前消费、攀比消费、任性消

费和封建消费等病态的消费观念，代之以量入为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注重消费效益、注重

社会责任和从消费中获得更多满足的新型消费观，提倡理性的、适度的、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显然，绿色消费是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是落实小平同志消费思想的有效措施。

二、绿色消费模式的实现机制

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必须告别工业社会对消费主义模式的崇尚，重塑我们的消费模式。 在

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是
“

粗放型
”

的，消费是
“

资源浪费型
”

的，甚至把资源消耗量作为衡董生活

水平高低的标准。 尽管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

多，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消费模式对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构成很大

的威胁。

建立绿色消费模式，首先必须要建立新的消费观念。 我们同意有的专家提出的要建立简

约消费观，以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要尽量不把我们的生活废

弃物导入自然系统。 简约消费观是一种崇尚资源节约的消费理念，它提倡适度消费，并关注循

环。 它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单纯用资源消耗量的指标来判断，更重要的是还要用资源消

费质量和生活环境质量来作为评判的依据。 当人们的生活达到温饱之后，并从小康型向富裕

型迈进之时，消费也应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应当把
“

资源节约型
”

的消费模式作为消费行

为的导向，以获得基本需求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无止境的占有。 这就要求控

制不必要的消费需求，抵制过度包装；尽可能地对资源进行反复使用或循环利用。 比如购买和

使用市场上主要以再生资源而不是原生资源制成的产品；抵制一次性用品的滥用，更多地使用

可反复使用的日常用品，等等。 简约消费观又是一种崇尚绿色，注重环保的消费理念。 它要求

在消费过程中自觉抵制对环境有影响的消费行为，自觉购买和消费绿色产品。

三、绿色消费模式的内容

（一）吃。 民以食为天。 食物是维持人类生命的物质基础。 据保守估计，一人一天摄人约

100万种化合物，一生约有上百吨的食物通过肠胃道，提供人体正常发育需要的热能和营养。

食品是消费结构中的最主要部分，食品消费也是绿色消费最早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域。 我们

认为，绿色饮食消费，应该体现在饮食结构、饮食内容、饮食方式等方面。

不可否认，我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有不合理的地方。 我国恩格尔系数

• 26 •



与国外同等生活水平相比明显偏高，这固然同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国外不同有密切关系外，

我国居民食品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上存在的不合理因素也是事实。 消费观念上
“

吃
＂

的偏好，

消费行为上的
“

大吃大喝
“

和浪费，白酒的消费量超过牛奶的消费量等现象即是明证。 中国人

民长期形成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外

国饮食的示范效应逐渐发生变化。 但是，一个民族的膳食结构是一个关系到食品生产发展方

向和影响到民族身体素质的大事，中国的未来有否必要学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增加动物性食

物比重的模式，需慎重处之。 如果决策不当，很有可能导致从贫穷阶段的营养不良转向富裕阶

段的营养过剩，同时带来资源和能源方面的困难。 这是因为无论猪、牛、羊都要有几倍的植物

量和其他物质量才能换得一定的数量，而且在肉类的生产和加工中，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和其他

物质投入。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应该以植物性产品为基础，并适当增加一些动物性食

品。 莹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的食物结构既符合我国的传统，也能保证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脂肪达到合理的结构，值得提倡。 在增加动物性食品中，要注意白肉类（例如鸡、鱼、水产种

类）动物性食品和牛羊等节粮型动物产品的消费。 在增加动物性蛋白质的同时，更要注意增加

植物性蛋白质。 这样的饮食结构既有益健康又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吃绿色食品是绿色饮食消费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食物在生长过程与加工、贮藏、运输、销

售、烹调乃至食用前的各个环节，有害的物质都可进入食物内，致使食物的营养价值、卫生品质

下降，甚至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这些有害物质成份复杂，来源广泛，主要有来自天然存在于

食物中的某些有害物质；食品加工过程中加入的添加剂；环境中生物、化学与其他有害物质的

污染；食品包装容器、工具等材料中的有害物质；食品不良加工、烹调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的热解

物、氧化物等。 因食品污染而引起的事故屡见不鲜。 20世纪以来，从由采的污染在日本引发

水俟病、多氯联苯造成米棣油事件；英国由于饲料毒菌发生的火鸡X病等有名的食品污染事

故；1988年上海由于食用毛蛉引起甲肝大流行；1990年日本学生盒饭引起的出血性大肠菌

0157中毒事件；到最近比利时、荷兰等国发生二恶英污染饲料造成乳制品、畜禽产品被污染的

事故，引起了有关国家极大的关注。 “今天我们吃什么、怎样吃
”

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吃绿色食品是其顺理成章的结论。 绿色食品是指无污染、安全、优质、天然和营养类的食品，其

种类繁多，几乎涉及所有的食品。 绿色食品及其原料由远离工矿企业、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农副

产品基地生产和加工，在农作物种植、禽畜饲养、水产养殖过程中，尽量避免或最大程度地限制

使用化学合成物（如化肥、农药、激素等）和其它污染的侵害，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色素、

防腐剂等化学添加剂。 也就是说，绿色食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都受到严格的无污染监控。

吃绿色食品使饮食消费更加安全、卫生、营养，更加有利千保健，更加注重消费者与生物圈的和

谐共处关系，符合绿色消费的特征和要求。

科学的饮食方式是绿色饮食消费的重要内容。 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宣传、提倡、引导

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扭转普遍存在的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烟酒的过量消费、大量的浪费等现

象，使饮食既有利于人类自身的营养和健康，又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

（二）穿。 衣着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它不但具有御寒保暖的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功

能，而且还具有遮羞美观的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功能。 衣着是消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消

费品。

衣着受社会生产、科技水平、消费习惯、社会时尚、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影响。 服装业最初

的觉醒是在 1980年代，当时设计家们仅仅用自己的作品来警醒社会。 被称为
“

绿色环保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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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女服装设计师HAMNETT认为：
“

流行是世界第四大工业，我们应尽力防止污染发

生
”

。 她和其他环保卫士们将鲜明的口号写在素色的T恤上，如
“

停止酸雨
”

、“停止捕杀鲸

鱼
”

、
“

拯救地球
”

等。 在此之后，回归自然、原始风情作为一种设计理念进入服装设计师的视

野，1980年代以来的休闲风经久不衰，天然纤维的棉、麻、丝等面料的设计和消费日益深人人

心。 在绿色消费盛行的今天，消费者在选购和穿着衣服时，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那些曾风

靡一时的化纤纺织品，已受到消费者冷落；而那些纯天然的、经过先进工艺加工的、经毒理学测

试证明无毒无害、对身体有益的纺织品则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可以预测，未来的衣着将在注重服饰对自身生理的保护功能，对自身形象的美化功能的同

时，更加注重服饰原材料消耗对资源的节约程度、纺织品和服饰加工时对环境的保护程度，绿

色消费将更深入到服饰消费之中。

（三）用。 日常生活中用的消费内容十分广泛，在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将会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对提高。

由于
“

用
”

所具有的范围大、涉及面广等消费对象的特点和消费行为本身的特点，在用上展

现绿色消费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用品的资源消耗和包装及废弃物等方面的控制上。 由于消费

至上主义的影响，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在用的消费中过度追求大、豪华、舒适，时尚快速多

变，过度包装、一次性使用、迅速废弃、不可维修的产品盛行，导致资源消耗增大，废弃物增加，

进而造成对可待续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随着人们对环境、资源等问题认识的提高，特别是可持

续发展和绿色消费思想的确立，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出于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考虑，

一些有远见的厂商纷纷投入巨资，研制、开发、生产越来越多的环保型产品，无氛冰箱、无毒水

溶性建筑涂料、无污染电池等节能、无污染的产品纷纷间世。 比如，电冰箱、空调、个人电脑等

电器连续开机时间长、耗电董大，新型的绿色产品为此专门设计了节能即断电保护功能。 传统

的空调、电冰箱使用时外泄或产生一种含氮的物质，对大气中的臭氧层造成损害，最终危及人

类健康，新型绿色产品通过改良制冷技术，降低或杜绝含氛物质的污染。 其它日用品也在清除

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和确保消费安全性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消费者消费观念正逐步走向成熟，

他们已跳出
“

消费纯属个人行为
＂

的旧观念的局限，开始将个人的消费与环境保护的要求相联

系，开始追求和使用绿色用品。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环保产品进入市场，走入家庭。 一场绿色用

品消费的热潮开始形成。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有限，正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之中。 我

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否则对我国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是灾难性

的。 对未来的生活消费进行科学的设计，结果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持续。 我们应该坚

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活方式，坚决使用和消费绿色用品，坚决嫔弃那些高资源消耗、危害环

境、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物品的使用和消费。

（四）住。 居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反映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 随着现代化

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中国人的住房条件理所当然地应当得到改善。 但是，由于居住面积的扩

大是以占用土地为前提，而建筑用材和室内装演又与资源和环境有关，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而

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现状，因此，设计中国的居住模式应该慎重考虑。

吸收国外在居住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应该提倡
“

绿色居住消费
＂

，即在

居住方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事实上，当今世界，
“

回归自然
”

、"返朴归真
“

正在成为居住

消费的潮流。 城市居民开始远离繁荣、嘈杂、拥挤的中心城区，到宁静、空气清晰的郊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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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益重视周围的社区环境，营造美好的生活空间。 “生态建筑和装饰
“

开始成为住房的建

造及内、外装饰的主流设计理念，讲究建筑材料、结构设计、内外装溃、施工方法等的科学合理，

既节约资源又不产生污染。 比如，美国已经建成了一批别具风格的绿色旅馆，其建筑材料有一

半采用再生制造的铝、玻璃、钢等，旅馆里的用品也尽量安全。 建筑装溃也体现了绿色的要求，

玻璃幕墙由千严重的光污染而被禁止用于外装饰；人们尽量避免选用对环境有污染的颜料、涂

料、油漆等，室内装溃也体现了绿色消费的要求。 随着电脑及自动化控制技术日臻完善，新型

节能手段诸如太阳能、风能的推广，进人1990年代后，不少发达国家把发展节能住宅、智能建

筑作为解决城市化面临诸多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据联合国世界环保机构1996年5月至10

月份的调查，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节能住宅方面的投资年均增长12%；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为

5. 6%；在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于全球的东南亚地区，上述比例已达8.8%，并有增加的趋势。 推

广节能住宅，就建筑物本身来说，单位建筑面积耗能下降了25%-35%，就整个城市而言，能

源消耗节约3%—6%。 发展节能住宅正在同革新城市建筑设计风格和强化环保意识融为一

体，成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战略途径。

改善居住条件是我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绿色居住消费的方向。

嫔弃居住面积越大越好的错误认识，确定合理的居住面积，避免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 在住房

设计上要坚持节能和环保，开发并推广节能和环保俱佳的房型。 在建材和装演材料的选用上，

要大力推广使用资源节约和无污染的绿色建材和偏重天然、健康、保健型
“

无害化
”

的绿色饰

材，真正实现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五）行。 行是人类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的

日益提高，行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

在吃、穿、用、住、行诸要素中，行恐怕属于与社会联系面最广的一个。 从社会角度看，行是
一个复杂系统，从与行直接相关的要素看，包括道路、交通方式、交通工具以及人的交通行为和

交通管理等等；从影响行的因素看，则涉及到城市规划、生产力配置、就业政策、住房区域分布、

商业网点和服务设施等等。 所以，要改善交通条件，方便人们出行，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行的

方面推进绿色消费，从消费者角度看，则主要是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的选择和使用问题。

城市交通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西方许多国家城市交通选择的主要交通方式

是私人小汽车。 选择小汽车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对道路、交通管理和能源以及空气污染限制

标准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对我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尽管发展私人小轿车的呼声日盛，但

公共交通仍然是首选的交通方式。 这是因为如果我国在未来某时期达到每 30 个人中有一 辆

小汽车，则下世纪人口达到15亿时全国共有5000万辆小汽车，每年汽油耗用量将达1.5亿吨

左右，按我国目前的成品油构成比，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另外，小汽车的普及使得人们出行范

围大为扩展，对交通、旅游、就业、居住的分布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因此，尽管小汽车在我国

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解决我国城市的交通问题，却不能主要立足于小汽车。 比较有效

的途径是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地铁、公路、支线铁路等）。 在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则要

充分利用城市土地和地下空间尽量发展立体交通。

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积极开发、推广和使用绿色交通工具是绿色消费的客观需要和重要

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比如，在绿色意识日益

被人们所接受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城市里电车和自行车的数量明显增加；安全可靠、占地少、

耗油低的小型车受到人们的欢迎；为降低大气污染，许多国家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并对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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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量作出规定；助动车曾是城市的“ 流动烟囡 ＂，用(LPG)做燃料后，使它们向“

绿色交通工

具“逐步转变。 液化石油气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的清洁能源，有些国家已将其用于出租

车、公共巴士等等。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改善交通上的投入明显增加。 小汽

车的发展速度在加快。 在此情况下，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坚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广使用

绿色交通工具。

（六）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 对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是一个新的命题。 事实上，人的需要

既包括物质需要，还包括社会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对美的享受和环境的享受是人类的正常需

要，这种需要随着人类消费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强化，对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就

是满足人类的这种高层次的需要的表现。 我们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对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居住地点、工作地点等的周围自然环境的绿色消费；二是人类以

旅游休闲等走向自然的方式对自然环境进行绿色消费。
关于对居住地和工作地周围环境的绿色消费问题，部分已经在关于“住＂的叙述中涉及，确

实，人们越来越关注对自己生活和工作地的周围环境的绿色消费。 为此，房地产开发要注意地

段的选择，同时要把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开发的有机部分加以关注是必要的。 与此相关的另
一个问题是要做好绿化等自然环境建设。 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尽管旅游的目的有多
种，人们外出旅游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享受，但是，不可否认，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越来
越多的人把回归自然、认识自然、欣赏自然和保护环境，享受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旅游的主要
目的。 这种新型旅游消费活动发展十分迅猛。 据估计，生态旅游年增长率为10%-15%，全

球生态旅游产值高达2000亿美元。1995年4月在西班牙召开的“ 可持续旅游世界会议”上通
过了《可持续发展旅游行动计划》，为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纲领性文件。 中国的旅游
业发展迅速，旅游人数和线路日益增加，旅游收入不断增长，旅游产业的前景喜人。 然而我国
生态绿色旅游的开展并不尽如人意。 为此，我们要加紧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
护，合理组织绿色旅游、生态旅游项目，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同时，满足人们对生态绿色消费的

需要。
（七）固体废物回收与利用。 生活消费过程，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使用或享受过程，而且也

应包括使用后如何对废弃物进行处置的过程。 从可持续发展或从绿色消费的角度看，生活垃
圾和废旧物品的有效合理处置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各种合
成的化学物质材料不断增加，加上不适当地追求消费品的大、高、新等倾向，使产品的更新换代
速度加快，废弃物增加，这一现象因过度包装而更趋严重，而社会又缺乏对生活垃圾的有序回

收利用，后期综合处理、再生利用能力差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尽量减

少生活废弃物的数量，尤其是要切实减少不可分解的化学物质的数量已成为我们必须尽快解
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应借签国外许多有效经验，通过宣传教育、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改变乱

扔垃圾等不良习惯，促进废物的分类存放与回收利用。 同时，通过技术进步，变废为宝，既减少

环境污染，又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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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财经研究》琪事会2001年年会暨学术报告会会议纪要

《财经研究》理事会 2001 年年会暨学术报告会于 2001 年6月8日在上海财经大学
” 369"

图书馆会议厅举行。《财经研究》理事会的理事或理事单位的代表、校学术期刊编辑部全体工

作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副主任炼学彬教

授主持。 上午9: 30 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家杨君昌教授作了《关于中国税制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的专题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下午2: 30 分，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议室，《财经研究》 副主编、理事会秘书长刘志远教

授就《财经研究》理事会成立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下一年度的工作打算和理事会的收支状

况以及《财经研究》的办刊情况等向全体与会者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 汇报结束后，会议还讨

论了《财经研究》理事会 2001 年及今后的主要工作方向和内容。

首先，各理事单位充分肯定了《财经研究》编辑部在理事会成立 一 年来的工作成绩，认为

《财经研究》在办刊主旨、刊物质量、版面内容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均属于上乘，充分反映了重点

大学 一 流杂志的领先水平。 其次，各理事单位还就进一步办好《财经研究》杂志、活跃理事会工

作、开拓刊物的覆盖面等事项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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