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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消费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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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某空气能热水器生产基地，5
条智能化生产线24小时运转。“政策东风
打开了新蓝海。”企业负责人指着电子看
板介绍，国家节能补贴政策实施后，超一
级能效产品销量激增，“消费者不仅省下
一笔钱，更获得了低碳生活。”

这样供需两端的共振，并非个例。在
浙江一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内，负责人
介绍：“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持
续推行，我们也不断进行技术研发，提
升产品性能。现在订单量大幅增长，很
多消费者就是冲着环保和节能来选择我
们的车。如今充电桩在很多城市逐渐普
及，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也少了。”该企业
的新能源汽车在过去一年里，销量增长
了近50%，其中年轻消费群体成为购买
主力。

走进上海一家有机农产品超市，货架
上摆满了各种贴着有机标签的蔬菜、水果

和谷物。“消费者的健康和环保意识不断
增强，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我
们超市的有机产品销量每年都保持着20%
左右的增长。很多消费者认为，有机农产
品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对身体更好，而且
生产过程也更环保。”超市负责人说。

“这场‘双向奔赴’的本质是发展方
式的深刻变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指出，当80后、
90后成为消费中坚力量，他们的选择正在
重塑产业链——从追求“性价比”到注重

“绿价比”，从单一商品消费到全生命周期
考量，绿色消费已成为撬动供给侧改革的
支点。

数据显示，2024年以旧换新8大类家
电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达 90%
以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多月突
破 50%，绿色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
新引擎。

绿色消费是“双向奔赴”

数据显示，去年，
7000 多万台 （件） 绿色
智能汽车、家电、家居
产品进入大众生活。绿
色消费潜力大，关系着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
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提出，“加大消费品以旧
换新支持力度”“推动汽
车、家电、家装等大宗
耐用消费品绿色化、智
能化升级”。以绿色消费
为抓手，打造消费新增
长点，牵引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助于打开经
济增长新空间。

向“绿”而行的消
费新风，源自无数消费
者自发选择，也离不开
政策引导助力。比如，
空调该怎么选？二级能
效补贴 15%，一级能效
补贴 20%，降低了“绿
色溢价”，选择题便没
那么难做了。去年家电
以旧换新中，一级能效
产 品 销 售 额 占 比 超
90%，带动高能效等级
和智能家电零售额实现
连续 4 个月超两位数增
长，杠杆效应显著。以
旧换新，换出了消费新
潜力，也换出了绿色可
循环，实实在在惠民又
利企。

消费，具有主体分
散、需求多元等特点。
当前，绿色消费理念深
入人心，如何将其转化
为更旺盛的购买力？善用政策工具，因
势利导，往往能“四两拨千斤”，释放
倍增效应。

我国市场体量大、梯次多、纵深
广，存量里有空间，增量里有潜能。从
千家万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精准捕捉不
同消费群体的偏好，破除绿色消费中存
在的梗阻，绿色消费的潜能必将充分释
放，既满足高品质生活，又服务于高质
量发展。

“有形之手”更有力，重在形成合
力。以提振新能源汽车消费为例，实施
以旧换新政策以来，汽车报废更新审
核、拨付监管流程等持续优化，源
头、过程、终端等各个环节协同配
合，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再如，为
进一步挖掘县乡地区新能源汽车的消
费潜力，财政部等三部门启动“百县
千站万桩”试点工程，今年拟带动试
点县新建充电设施超1.4万台、换电站
超60座，加快强弱项。

提振消费的政策，不仅仅存在于
促销环节。从消费的全周期全链条全
体系着力，强化各项政策的一致性和
匹配度，确保同向发力，才能形成更
大合力。

购买有机食品，优先选用节能、可
再生产品，积极参与闲置交易……从理
念到行动，人们正在拥抱绿色消费。但
是，绿色消费市场确实还存在不少短
板。比如，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
体系尚不统一，消费者如何判断“含绿
量”？再如，在二手交易市场快速发展
的同时，用户信用机制不完善、部分平
台监管缺失，导致货不对板、以次充
好、售卖假货等事件不时发生，如何更
好维护消费者权益？未来，市场堵点卡
点还有待进一步打通，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任重道远。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
点。绿色消费是消费领域的一场系统性
变革，其发展、壮大将带动一大批绿色
产业加速崛起，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力。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在增强消费
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上
持续发力，必将奏响消费升级与绿色转
型的“双重奏”，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底色更鲜亮。

（何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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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绿色消费蓬勃发展的背后仍
存在一些瓶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李岩指出，国外一项调查显示，发
达国家约80%的消费者认为自己有绿色
消费意愿，但实际上存在绿色消费行为
的不到17%。绿色产品的消费存在价格
偏高、品类较少、公众认知不足等多重
障碍。

绿色产品溢价较高，影响了消费者
的消费意愿。有研究报告显示，企业为
更可持续的产品收取的平均溢价为
28%，远高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10%的
溢价水平。现实中，产品越“绿”，价格
越高。在咖啡店买一杯用低碳燕麦奶制
成的拿铁，比牛奶拿铁贵3元；在超市里
买一盒用大豆蛋白制成的环保植物肉，
价格是普通肉的好几倍。购买一台有节
能认证的空调，通常比普通空调贵几百
至上千元。

消费者王先生坦言：“虽然绿色空调
更节能，长期来看能省电费，但购买时
一下子要花这么多钱，还是会犹豫。毕
竟普通空调也能满足基本的制冷需求。”
企业方面也表示，绿色产品在研发、生
产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包括采
用环保材料、先进的节能技术等，这些
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产品价格上。

绿色产品的辨识问题也让消费者头
疼不已。在化妆品柜台，各种标有“天
然”“有机”“环保”等字样的产品让人
眼花缭乱。消费者刘女士抱怨：“有时候
看到这些标签，觉得产品应该很环保健
康，但又不知道这些标签是不是真的靠
谱。而且不同品牌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也
不一样，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目前，我国绿色产品的认证标准不
够统一，市场上存在一些企业夸大宣
传、虚假标注的现象。还有部分企业为
获取高额利润虚炒概念，将“伪绿色”
产品混入其中，以假充真，不仅损害消
费者权益，也破坏了绿色产品的信誉。

回收体系不完善同样制约着绿色消

费的发展。在一些中小城市，旧衣物、
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渠道非常有限。消
费者赵女士说：“我有一些不穿的旧衣
服，想捐出去或者卖掉，但找不到合适
的地方。拿到回收站，价格又低得可
怜，最后只能扔了，感觉很浪费。”对于
废旧电子产品，由于缺乏专业的回收机
构和规范的回收流程，很多消费者担心
个人信息泄露，不愿意轻易将其交给回
收商。

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

多方协力让绿色消费成为公众“心头好”

河北省卢龙县蛤泊镇益民家庭农
场的工人在大棚内采摘有机认证樱桃。

（杨世尧 摄 新华社发）

绿色消费：让“含绿量”转化为“含金量”
北京市民张女士日前在电商平台选购了一台一级能效冰箱。令她惊喜的

是，不仅旧冰箱能抵扣一笔钱，政府还提供“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算下来省
了不少钱。“选择绿色产品既省电费，又有补贴，何乐而不为？”她说。

张女士的体验，正是我国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这是绿色消费逐渐从理念迈向全民行动的又一个关键点。

当“双碳”目标与消费升级浪潮相遇，如何让生态文明的“含绿量”转化为经
济发展的“含金量”？记者走访企业、消费者和专家，探寻绿色消费的实践路径。

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一家山野珍品科技开发企业，工人对林下绿色
有机食品进行加工作业。 （王松 摄 新华社发）

客商在第137届广交会上了解一款
智能冰箱。 （卢汉欣 摄 新华社发）

客商在第137届广交会上观看展出
的新能源汽车。 （邓华 摄 新华社发）

面对这些困境，政府、企业和社会
各界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绿色消费
的发展。

政府层面，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2022 年，《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发
布，明确全面促进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
型，建立健全绿色消费制度保障体系。

2024年，商务部会同各地方、各相关
部门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7000多万
台（件）绿色智能汽车、家电、家居产品
进入百姓生活。今年继续推行“以旧换
新”“节能补贴”等政策，并且在消博会
期间举办绿色消费暨再生资源回收发展主
题活动，发布一批二手商品流通试点城市
和企业名单，开展商贸领域绿色消费推进
行动。同时，政府还不断加大对环保产业
的扶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
方式，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绿色产品。

此外，政府还在加快制定统一的绿色
产品认证标准，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统
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提高绿色产品
的可信度。今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强制消费
与自愿消费相结合的绿证消费机制”，鼓
励相关用能单位在强制绿电消费比例之
上，进一步提升绿电消费比例。新政还
关注到居民绿证消费场景，比如提出推
广绿色充电桩，支持新能源汽车充绿色
电力；推动电网企业、绿证交易平台等
机构为居民购买绿证提供更便利服务，
将绿色电力消费纳入绿色家庭、绿色出
行等评价指标等。

企业也在积极行动。一方面，加大研
发投入，降低绿色产品成本。例如，一家

手机制造企业通过研发新型电池技术，提高
了手机的续航能力，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技术创
新，让绿色产品不仅环保，而且价格更亲
民，让更多消费者能够接受。”另一方面，
企业加强了品牌建设和宣传，提高消费者对
绿色产品的认知度。某知名服装品牌推出了

“可持续时尚”系列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
的宣传活动，向消费者传递环保理念和产品
的绿色属性。

社会各界都在广泛参与。环保组织通过
开展公益活动、发布绿色消费报告等方式，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能力。一些
社区组织“绿色市集”活动，鼓励居民将闲
置的物品进行交换或出售，减少资源浪费。

在推动绿色消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
面，二手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24
年底，某二手平台通过促进闲置物品流通，

已实现518.5万吨的碳减排效果，相当于
传统燃油汽车行驶291亿公里所排放的碳
量；促成3208万册二手图书的交易，相
当于保护27万棵树木资源。

此外，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加强绿
色消费教育。将绿色消费理念纳入学校
教育体系，从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
绿色消费习惯。同时，加强对消费者的
培训和引导，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
辨识能力和选择能力。

绿色消费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虽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随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绿色消费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含绿量”也将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
“含金量”，推动我国经济向绿色、低
碳、循环的方向发展。

（尚文超，载《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