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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正处于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抓住当前的转型契机推动可持

续消费。尽管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但国内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却相

对较少且进展缓慢，相关理论方法的多样化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

究范式不擅长将个人行动及其动机与更广大的社会( 情境) 联系起来，而经济学模型通常又将“非理性”的

因素排除在概念框架之外。系统结构主义范式强调结构和技术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但对个体认知及

行动意愿方面却少有关注。环境社会学中的社会实践法恰恰提供了一个将个人主义和系统结构主义两

个方面整合起来的模型框架。基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采用社会实践方法构建框架模型将更适用于研究

中国的可持续消费问题。未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消费研究，需要进行更综合全面的分析并侧重行为变

迁、结构性因素影响、个体差异化需求与生活风格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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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

卢召开以来，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已经成为一个将

环境挑战与发展联系起来的热门主题。2012 年，

联合国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行

动框架》，以此来整合相关的政策与行动。在全世

界范围内，许多学术、社会组织及商业团体也逐步

参与到保障消费与生产可持续性的相关行动中

来。当前，中国正处于消费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

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庞大的人口和财富的迅速增

长，私人家庭消费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

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升级，这

些趋势都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消费和生产带来深

远影响。因此，我国亟须建立可持续消费的战略

与政策框架，这一政策需求也为开展关于中国的

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和动力。
可持续消费一经提出，便受到学者的广泛关

注，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国外可

持续消费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

而在中国，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且进

展缓慢。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与定义存在不同

角度的阐释，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方法也

比较庞杂，为方便该领域学者学习与借鉴，我们非

常有必要对相关理论方法进行梳理，并探讨适用

于中国的可持续消费研究的方法框架。本研究在

对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等领域可持

续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范式进行综述分析的基础

上，从环境社会学视角构建一个框架模型来分析

中国的可持续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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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可持续消费

关于可持续性 ( sustainability ) 和可持续发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概念存在多种形式的

定义，最为人熟知和被广泛应用的是《布伦兰特报

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人需要又

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模式”［1］，该定义也成

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框架的起点。可持续

消费一词最早于 199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奥斯陆

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

罗毕发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将可持

续消费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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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义在学界被广泛认同和接

受，后续相关可持续消费概念与内涵的讨论，也多

围绕其代际公平和环境影响展开。
环境影响作为生物物理资源重组的结果，通

常被定义为人类控制系统在生产和消费中对地球

产生的 影 响，这 些 影 响 可 以 通 过 生 命 周 期 分 析

( lifecycle analysis ) 和 物 质 流 分 析 ( material flow
analysis) 等方法测量出来。可持续性主要涉及经

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早

期的可持续消费定义明显偏重于生产过程和消费

产品，强调可持续消费的实现依赖于更多可持续

性产品的更高效生产［2］。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

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人们意识到单纯依靠

生产导向的措施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

消费 同 样 需 要 关 注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消 费 行

为［3］。家庭和居民同样是建设经济生态现代化［4］

的重要参与者，因此，经济发展指标应根据本国消

费者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来进行重构，以使得政

策目标更加具有可识别性和针对性［5］。消费者的

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学原理共同决定

了消费者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消费也

不单纯指消费可持续性产品，而是涉及从初级生

产到最终消费不同阶段的各种活动，因此，可持续

消费研究需要超越生产和技术，将对消费者行为实

践和生活方式的研究纳入进来。也正因为可持续消

费涉及从生产到消费者行为的长链条，对可持续消

费的研究是围绕广泛而复杂的学科体系进行的，目

前已经扩展到包括消费者调查研究、心理学、社会

学、社会哲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6］。

二、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的理论综述

尽管对可持续消费的分析已经发展到多种学

科，但在很大程度上，长期以来对消费与消费行为

的研究多是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专利，这类研

究主要基于一种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t) 观点［7］。
近年来，随着技术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不断

凸显，强调依靠科技进步的系统与结构学派也在

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也在不断推动

着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理论的发展。笔者将通过

对不同理论观点或研究范式的介绍来阐释可持续

消费行为研究相关理论的侧重点与不足。
1．经济学中的行为研究理论

经济学中对于消费( 行为) 的研究已经广泛应

用到各个层面，其中对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决策的

研究也尤其有影响力［8］。经济学理论中占主导地

位的新古典主义通常假设个体行为可以从追求效

用最大化目标的角度来解释［9］，那么，如果假设个

人偏好不变，消费选择即可以通过价格和收入等

指标来进行预测。这种所谓理性选择对可持续消

费的影响是学界研究较多的话题，然而，这种方法

因为忽视了非理性因素而容易遭到质疑［10］。认为

消费者行为具备有限理性的理论逐渐在学界被认

可。例如，有限理性理论和低成本假设［11］将信息

不对称、认知失调和更高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内［12］。
更多的相关理论探讨个体偏好的改变及个体行为

动机的影响因素，满意度、行为习惯［13］、家庭消费

决策和社会背景［14］等都可能是影响个体行为动机

的关键要素。在这些理论中，除了收入与预算约束，

文化、社会和制度因素都被视为消费者行为的决定

因素。此外，经济学家倾向于独立于其他消费者来

研究个体行为。然而，消费者常规行为和参照群体

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5］。
2．社会心理学的行为研究范式

社会心理学理论旨在了解人们的认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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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是如何受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他人存

在的影响［16］，这些理论方法将人类行为解释为人

类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社

会心理学研究范式在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领域得

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该领域研究预测和改变行为的一个经典方法

是理性行为理论( reasoned action theory) ［17－18］。该

理论将行为意愿作为预测行为的唯一指征，个体

的态度、感知的准则和行为控制决定了个体的行

动意愿，进而对其行为表现产生强烈的影响。理

性行为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为解释个

体行为相关的健康和安全、政策、市场、环境、工作

场所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分析框架。尽

管如此，这一理论也受到了批评，相关的批评主要

针对该方法不能将习惯、认知考虑或情绪等个体

行动意愿 以 外 的 因 素 纳 入 考 虑［19］。作 为 回 应，

Ajzen 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来整合研究内部和外

部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20］。这一理论将人的行

为理解为对一种目标的追求，而这一目标的达成

是不确定的，该理论增加了一个额外变量———感

知行为控制———来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运用这类理论来解释环境行为和设

计环境政策成为主流。然而，以个人意愿和社会

规范认知为基础来解释消费行为的社会心理学方

法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主要是因为它在解释态度

与行为之间一直存在的差距( 即价值观与行动差

距( the value action gap) ) 方面的缺陷［21］。
3．基于系统结构( 技术) 主义范式的行为研究

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原

因，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理解环境行为和环境改革

的系统与结构学派开始发展起来。这一学派的研

究重点在情境因素、特别技术和基础设施系统的

动态变化，这类情境因素被认为决定了个体的环

境行为。该研究观点认为环境行为受到不同层级

或规模的社会技术系统与结构的约束或锁定［22］。
那么，推动可持续消费的环境政策重点也首要地

需要关注生产者或政府等技术与基础设施提供

者，因为他们的供给决定了消费者行为。相应地，

在生产领域的社会技术创新被视为改变消费的决

定性因素。社会技术系统被视为环境规制的关键

领域，政策干预被认为应该主要针对供应商或生

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或者最终用户。这些观点被

广泛运用到城市基础建设领域。系统和结构研究

范式已经发展成为研究能源、水、交通和废物处理

等领域消费者决策的有力工具，关注这些领域的

公共基础设施系统供给包括公共设施企业、公共

设施市场、商品和服务、社会物质供应网络和技术

方案等［23］。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商品及消费行

为将由供应链或供应系统所结构化［24］，而为从个

体行为意愿角度解释环境行为改变只留有非常有

限的空间。这一研究范式为由( 基础设施) 供应商

主导的可持续消费提供了一种结构主义解释。
4．社会学的可持续消费研究模式

可持续消费是横跨多学科、多领域的社会问

题。与前文所述的几种研究方法不同，社会学中

针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更侧重于多维度的，从社

会影响、社会文化等出发探讨消费的可持续性。
例如，洪大用从经济学、环境学、心理学三个角度

讨论了“适度”消费问题［25］; 并在后续的研究中提

倡拓展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分析

可持续消费要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过程、与人们

的行为模式相关联［26］。张敦福提出，可持续消费

的社会学视野和路径可超越经济学、环境研究、消
费心理研究的个体主义和技术主义视角，从整体

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出发，强调消费是如何受到

社会制约、如何嵌入日常习惯和规范性实践的［27］。
阎缨则指出，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文明，并不是要

人为地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而是要改变人们不

适当的享乐主义的消费文化定位［28］。王琰认为，

关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

纳入社会学研究框架，具体考察社会网络、人际互

动、文化 资 本 等 社 会 学 基 本 概 念 对 其 施 加 的 影

响［29］。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们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

主要侧重对消费者能动性的探讨，如公民消费者

( citizen-consumer) 、草根行动倡议( grassroots initia-
tives) 以 及 消 费 者 参 与 ( consumer participation )

等［30－32］。综合来看，社会学领域对可持续消费的

研究相对比较宽泛，除关注消费者行为本身以外，

更强调对于消费背后的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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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分析。

三、基于社会实践模型( SPA)

的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

1．超越个人主义和系统结构主义的环境社会

学研究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系统结构( 技术) 主义和

个人主义( 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 理论一直在相互

争论，也因为它们在解释消费行为方面存在的局

限而不断被批判。社会心理学模型的长处在于，

它们强调了人类能动者所坚持的价值与信仰的重

要性，但这类模型却不擅长将个人行动及其动机

与更广大的社会( 情境) 联系起来。经济学模型可

以用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但其不关注公民消费者

行为模式背后的动机或原因，被视为“非理性”的

因素往往都被排除在概念框架之外。系统结构主

义范式强调结构和技术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但对个体认知及行动意愿方面却少有关注。归纳

起来，基于个人主义和系统结构主义理论范式的

消费行为研究各有侧重，也都存在一定的优势与

不足。表 1 比较了个人主义和系统结构主义两种

理论范式为推动可持续消费所提供的不同视角，

其侧重点、政策干预目标与政策工具等方面都存

在巨大的差异。

表 1 基于两种理论的环境治理范式比较［7］

个人主义范式
( individualist paradigm)

系统结构主义范式
( systemic paradigm)

个体与个 体 的 态 度 是 研

究和政策关注的核心

生产者及其战略是研究和

政策关注的核心

个体的行为变化是推动可

持续消费的决定性要素

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是推

动可持续消费的决定要素

个人选择 是 关 键 的 干 预

目标

社会技术系统是关键的干

预目标

消费者是可持续 /绿色产

品推广的关键

技术和市场是可持续 /绿色

产品推广的关键

劝说、鼓励与信息传播是

主要的政策工具

生产者监管与市场手段是

主要的政策工具

自 20 世纪初，一种超越这些局限的社会实践

法( Social Practice Approach，以下简称 SPA) 被环

境社会学家所广泛采纳［5，33－36］。这种社会实践法

在日常消费行为涉及的住房、食品、通信、服装等

实证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欢迎，在能源、水资源及

废物处理服务等领域的消费行为研究也获得广泛

的应用。社会实践法对消费行为的分析主要集中

在人类能动者参与的行为实践或社会实践上。作

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元素之一，消费也被理解为一

系列递归的实践，它是人类能动者利用空间虚拟

规则和社会资源情况下对行为社会实践的形成或

再造［7，37］。社会实践法关注消费行为，实际研究的

是个人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利益与动机及其所

处的背景，是处于特定时间空间且与他人共享的

社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在分析可持续消费时，

社会实践法提供了一个将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

个方面整合起来的模型框架( 见图 1) 。

图 1 社会实践模型

图 1 描述了基于社会实践法构造的研究可持

续消费的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将可持续消费行为

实践作为分析的核心。个人行动者做出的行动形

成多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实践，如按照不同的消费

领域划分，这些日常消费实践可以是与住房( hous-
ing) 相关的取暖、做饭等行为，也可以是交通相关

的不同出行方式。对于同一类行为实践，不同的

消费群体可以体现出不同的实践选择，例如，是否

购买可持续性食物、骑电动车或开车去上班、利用

传统能源或可再生能源进行取暖，等等。在框架

的左侧，生活风格( lifestyle) 指一个行为主体在与

他人共同进行的日常消费行为中产生的一系列习

惯和故事情节［30］，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主

义决策，而是通过各自的生活风格，人们让充斥在

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社会实践形成了集合。生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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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概念指的并不仅仅是社会实践集合的形式过

程，它 也 指 行 动 者 就 这 个 过 程 而 叙 述 的“故

事”［38］。框架的右侧强调了组织生产的重要性，即

消费行为的改变与供给系统联系密切。这些供给

系统构成了“私人生活的集体基础”，也代表着人

们日常家庭管理的生存基础。这些系统之所以被

称为物质系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具备各种技

术、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

它们代表着构成我们家庭生活物质基础的物质流

和能量流，牵涉我们与环境之间交流的组织方式。
供给系统与消费行为实践息息相关，因为它们为

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特定的配置选择。例如，消费

者一旦与供水系统或电力网络连接在一起，就成

为了“受控”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在系统间切换

就必然会丧失已投入到现有网络中的资源，这种

所谓沉没成本就防止消费者在不同供应系统之间

的随意切换。
区别于个人主义或结构主义范式的单一视

角，SPA 框架模型强调三点假设: 首先，可持续消

费在有消费者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为即使有适

当的技术、基础设施和( 绿色) 产品，消费也不是必

须表现为可持续性; 其次，理解可持续消费行为需

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方法并且着眼于特定的日常社

会实践，在实践中消费者进行着特定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形成特定的生活风格; 再次，可持续消费研

究需要关注行为选择和在供应系统中发展的选择

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
围绕这一研究框架，探讨社会实践的研究途

径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分析角度来概括［38］。从框架

的右侧出发，在社会实践的体制分析中，行动者的

知识与技能被“排除在外”，以集中探讨体制———
即一再出现的被复制出的规则与资源。而从框架

的左侧出发，策略行为分析将相互作用场景的特

点以及社会实践的背景“排除在外”，重点转型到

行动者对结构的使用、行动者用以监督自身行为

的知识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能够动用的资源。
2．SPA 研究中国问题的适用性

SPA 框架模型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既可以适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也

为理解和分析中国的可持续消费问题提供了一个

更为综合全面的概念框架。首先，中国的可持续

消费问题因为人口数量的众多和多样性，从而显

示出了强烈的复杂性。作为正处于转型期的社

会，中国的消费在不同消费群体快速变化中面临

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

下，大量的农村群体向城市群体过渡，同时，一大

批中产阶级群体正在崛起，这些都意味着消费群

体行为的动态性，我们亟须一种理论范式能够理

解和解释这种动态性，重点需研究这种消费行为

的变迁。其次，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现存的制

度结构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措施提供了相对

更大的空间，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多情况下也

已经得到证明，如某些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供给

在中国表现出了较高的效率。这种政治体制背景

为基于系统与基础设施供给的环境政策干预提供

更大的发挥作用空间，因此，需要一种综合的研究

范式将系统供给与消费行为( 改变) 有效地对接起

来，以推动供给侧的干预措施在推动可持续消费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尽管在很多情况下

成效显著，但从过去多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

情况来看，这些“自上而下”政策的实施通常容易

忽视甚至不考虑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极易造成资源与要素投入的浪费。如有学者调

研中国农村沼气使用情况时发现，地方政府为追

求政绩盲目推广户用沼气设施，然而由于规格不

合理、原料采集不方便等原因，沼气设施被大面积

废弃［39］。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的人

口结构，推动中国的可持续消费更应该注重对消

费者个体特定需求的理解和研究。

总之，在中国，保持生产方面的供给结构组织

和消费实践之间的联系是特别重要和复杂的，然

而，也应该避免单纯地从消费行为本身或者生产

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去理解可持续消费。当前正

在探讨的供给侧改革也为全面理解中国消费侧的

行为特征、转型趋势与需求特点等提出更高的要

求，在分析实际问题时我们更多时候需要多方面

的侧重和整合考虑。SPA 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的

概念框架去更好地理解与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的可

持续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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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与展望

通过 综 述 可 持 续 消 费 行 为 研 究 相 关 的 理

论，笔者发现，不同的研究理论范式各有优势但

也存在不同角度的偏颇和不足，笔者认为环境

社会学的社会实践模型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完

整的研究框架模型，也能够更好地适用于中国

的可持续消费问题分析和相关行为及干预政策

研究。目前，中 国 的 可 持 续 消 费 研 究 还 相 对 比

较浅显: 或 集 中 于 概 念 内 涵 的 讨 论，如 绿 色 消

费、低碳消费的概念界定; 或侧重于从消费者心

理等角度采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

理论范式分析某种特定的消费行为。推动中国

的可持续消费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关于消费者

社会、消费者责任及构建相应的战略与政策框

架方面的探讨。环境社会学中的社会实践法为

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可持续消费问题提供了一个

综合全面的概念框架，基于该框架，我们提出推

动中国的可持续消费，未来应该侧重以下几个

方面的研究:

第一，重视开展消费者行为研究，侧重行为的

形成机理与行为变迁的动因分析; 重视对行为实

践的形成规律的探索以及对行为实践历史维度的

变迁引发的消费需求变化的研究。
第二，侧重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研究，包括理

解技术与基础设施等资源供给对消费者行为的影

响，评估资源供给预期与消费者行为的差异等; 探

索供给过程中政策干预的可能性与政策干预的方

式设计。
第三，重点关注对消费者或家庭差异化需求

的理解和研究，理解个体或群组认知能力、长期以

来的生活风格对行为变化或固化的作用; 注重对

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及其影

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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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Ｒeview and Prospect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Ｒesearch

LIU Wenling1，Gert Spaargaren2

( 1．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Center for Energy ＆
Environmental Policy Ｒesearch，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2．Environmental Policy Group，Wageningen University，Wageningen 6700EW，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Abstract: China is at the crucial stage for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demand，thus it is espe-
cially urgent to take such a transitio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China． Although it has
brought wide discu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a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was proposed，re-
search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scarce and progressing slowly． Diversity of theo-
ries and approaches to consumption is one potential reason resulting in such status．With the individualist ap-
proach，social psychological paradigm is weak in connecting individual action and motivation with the ″wider soci-
ety″ ( situational context) ，and the economic model usually excludes the irrational factors from the conceptual
schemes． Th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al paradigm emphasizes particular influences of structur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consumption behavior，but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perception and action motivation． The so-
cial practice approach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offered a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both individualist and
( systematic) structural paradig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we propose to build a con-
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ocial Practice Approach，which also applies to the study of issue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 China． To promote Chines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it demands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emphasis on research of behavioral transition，impacts of structural factors，individual differentiated demand
and their lifestyles．
Key word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ndividualism; structuralism; Social Practic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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