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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导向下的绿色消费：
内涵、传导机制和对策建议

周宏春1    史作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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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增强，消费对资源环境和二氧化碳

排放的影响也日益显现。生产为了消费，消费反过来也促进生产；消费决定生产，也引导着生产方向和发展

趋势。绿色消费不仅是消费者责任，也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和流通、产品使

用、报废产品回收和最终处理/处置的全过程都以低碳为标准，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政

府可以通过设立激励/约束机制、增加绿色产品供应、组织政府采购和做出率先垂范等政策措施引导绿色消

费，但根本措施还在于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自觉践行绿色低碳消费。

关键词    绿色消费，内涵，传导机制，对策建议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10815001

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

出：“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反对奢侈浪费，鼓励

绿色出行，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不仅需要生产者攻坚克难的决心，也

需要每个消费者脚踏实地的行动。人们可以从小事

做起、从自身做起，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

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时尚。本文中的绿色

消费是广义的，体现了节约资源、环境保护、气候

友好的本质要求。

1 绿色消费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按国家统计局对统计指标的最新解释，居民消费

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

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

八大类①，涵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游、用、娱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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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并践行绿色消费、节约型消费、可持续消

费、低碳消费等理念，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国内外相关管理者和专家的共识。1992 年，

联合国《21 世纪议程》认为，“全球环境持续恶化

的根源”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

199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可持续消费的

政策因素》报告，将可持续消费的内涵界定为：“提

供相关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

质量，也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产

品或服务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

而不危及后代人的需求。”国内学者还依据可持续发

展的定义方式，“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

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1]。英国的绿色消费内涵更

加直观明了。英国在 1987 年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

南》[2]中对“绿色消费”的定义是：“不使用危害消

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不使用在生产、使用和丢弃

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商品；不使用过度、超过商品

本身价值的包装或过短的使用寿命而造成不必要消费

的商品；不使用来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的商品；不

使用含有对动物残忍或不必要剥夺而生产的商品；不

使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商

品。”中国消费者协会将 2001 年的主题确定为绿色

消费：“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

健康的绿色产品；消费中注重对废弃物的收集与处

置，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在追求生活方便、舒适的同

时，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

费。”②

低碳消费是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低碳消费由 2003 年英国能源

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中首次提

出，内涵是“在满足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需求的基础

上，努力削减高碳消费和奢侈消费，实现生活质量提

升和碳排放下降的双赢”。低碳消费要求消费者在消

费过程中坚持低碳理念，践行科学、文明、健康的消

费方式。换言之，低碳消费是从碳减排的角度来解决

消费的不可持续性问题[1]。

2 我国绿色消费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也日益显现。我国的消费特征已发生明显变化：消费

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

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

转变。

2.1 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新宠”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消费，发布

了 101 项与绿色生活有关的政策文件。其中，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文件 26 项，主要是推进绿色消费的通知、

意见和方案；中央各部委发布相关文件 75 项，主要是

落实国家决策的具体措施和推进行动。总体上看，中

国促进绿色消费的制度框架基本成型[3]。在推进措施

上，我国积极推动了绿色消费的相关探索（如节能环

保产品认证、环境标志认证、绿色供应链、共享单车

等），为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累了经

验。在公众行动上，公众环境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权

意识的明显提高，以及对良好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

的日益增长，构成了绿色消费的社会基础。

人们已意识到消费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绿色消

费意愿开始增强。《家庭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行为调

研报告》③显示：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方式，既是环保责任也是生活智慧，是可持

② 中国消费者协会 2001 年主题：绿色消费 . (2014-12-08). http://www.cca.org.cn/xxgz/detail/16939.html.
③ 中国气象报社 . 《家庭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行为研究报告》发布 . (2020-01-16). 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hbh/2011xq

hbhyhy/202001/t20200116_545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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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质量生活的应有之义。认为低碳可以“减少浪

费”、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可以使生活更健康、使生活回归简单而且更加愉悦的

受访者分别为 41%、33%、32%、33% 、 25%。最被广

为接受的低碳消费行为发生在家用电器领域，表现为

受访者对节能家电有明显偏好（在 3 个能效等级中，

选择一级能效的占 39%）、使用和处置过程中也有鲜

明的低碳取向。《2020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4]显

示：消费者不仅关注健康与有机食品消费，“健康与

天然原料”也成为产品选择的重要因素；约 60% 的消

费者在购物时会习惯性地查看食品成分，在健康与生

活方式相关物品上的支出也增加了。

青年更愿意为绿色买单。“90 后”和“00 后”，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将是生活消费的主力军。在

聚焦 18—24 岁中国大学生青年群体的《中国青年气

候意识与行为调研报告 2020》[5]中，受访者愿意“为

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格”“为保护环境缴纳更多

的税”“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68%、62%、5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青年群体在主

观意愿上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与价值判断；而意

愿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实际购买行动，则是需要认真

研究的问题。

女性在绿色消费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女性是绿色

消费的主体，一个家庭的购物计划和消费主要由女性

完成，消费价值实现的占比超过 60%。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女性更愿意购买

绿色产品和节能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负责家庭购

物的比重达 70%—80%。对家庭垃圾是否进行了分类

的问卷回复中，女性肯定的回复比男性高出将近 5 个

百分点。女性的性格、意识和行为对孩子乃至家庭

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对绿色家庭建设的作用也很

大 ④。

疫情引发生产与消费的新特点、新业态。新冠肺

炎疫情极大冲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原有的知识

体系，人们开始反思发展方式、生活本质和日常生活

习惯，并调整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适应新形势。疫

情期间，满足健康需求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产

品生产和供应迅速增长；“宅消费”也应运而生，新

型消费业态发展迅疾，在线消费普及，网络视频消费

迅猛增长，电商和新零售业务快速发展。在线购物业

态走进千家万户[6]。在应用程序（APP）中简单操作就

能完成过去只有出门才能实现的消费，使中老年人也

加入了新型消费行列。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线

下零售向线上+线下零售融合转变，电子商务、移动

支付、共享经济等成为引领消费的新潮流。

2.2 我国绿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中国促进绿色低碳消费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我国的绿色消费问题，主要有表现为：

① 绿色低碳产品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一些产品节

能环保不达标、市场不够规范。此外，无论是绿色食

品、节能环保产品、绿色建筑、公共交通还是环境标

志产品，尚未成为人们衣食住行的必需品。② 绿色低

碳消费意识比较薄弱。居民由来已久的粗放式消费习

惯，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等现象还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在衣食住行游的日常生活中还未养成

健康、环保、适度的消费习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巨

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低碳生活

方式也没有成为社会风尚[3]。

法律不完善。我国的绿色消费，是以政策引导、

自上而下推动的，尚未出台过一部专门的绿色消费法

律。相对而言，日本制定了《绿色消费法》《低碳投

资促进法》《城市低碳化促进法》《绿色采购法》等

一系列的法规。2010 年，韩国制定出台《韩国绿色低

碳增长基本法》，规范了绿色低碳消费的相关内容。

④ 陈彦霏 . 王海芹：研究显示女性有更高的绿色低碳产品消费意愿 . (2021-07-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1659776520297
2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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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现有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缺乏对绿色低碳消费的具体规定，对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影响了绿色消费社会氛围的形

成和发展。

政策措施不健全。财税政策不能完全落地、招投

标机制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宣传推广力度不

够，尚不能有效激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也存

在低碳产品品种少、价格高，“叫好不叫座”现象。

部分企业炒作“低碳”概念，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现

象时有出现，违法成本低，挫伤企业生产积极性，也

影响消费者信心。绿色食品、绿色商品认证混乱，也

没有起到为消费者提高辨别绿色商品真假的能力。

消费方式不合理。当前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持续加大，也成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具体体

现为：① 由于规模、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等原因，消

费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② 奢侈型、浪

费型的不合理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③ 消

费成为固体废物产生的重要来源  [3]。据有关统计，

到 2020 年 9 月我国产生包装废弃物 600 亿件，相当

于 2019 年的总量，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还影响环境卫

生和市容市貌[6]。

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居民生活消费需

求仍将不断提高。促进绿色消费对于转变发展方式、

增加绿色产品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对气候变

化、建设生态文明等具有重大意义。绿色低碳消费体

现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态、一种价值观和一种行为方

式，代表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式

发展，也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1]。

3 绿色低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传导机制及其
影响因素

消费决定生产，也引导生产方向与发展趋势；生

产也可以引导消费（典型的例子如苹果手机），消费

决定产品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生产为了消费，消费反

过来也促进生产，两者相辅相成。低碳消费不仅涉及

消费，也关系绿色低碳生产能否顺利开展和最终实

现。低碳消费要求从原材料生产、消费品购买、产品

使用和最终处理的全生命周期都以低碳为标准，这不

仅是消费者责任，对生产者也提出更高要求，倒逼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绿色低碳的消费需求。从供给

看，价格会直接影响绿色产品的普及程度乃至绿色消

费水平的变化；从需求看，消费主体、消费能力和消

费意愿决定绿色产品的生产方向和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终端能源消费中工业、建筑、交通运输

各占 1/3，能源管理由生产侧转向消费侧。我国仍处

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近 70% 的能源消费集中在

工业领域，建筑、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费将持续刚性增

长。人均能源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低，2020 年

仅 3.5 吨标准煤；居民生活能耗占比约 11%，处于以住

房、汽车为标志的消费升级阶段[1]。伴随我国中等收

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对优质能源及其服务的需求仍将

不断增长。

研究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传导机制，十

分必要。我们从消费者行为心理、消费者消费绿色

产品的影响因素、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传导机制

（图 1）等方面，由微观到宏观进行深入解剖，并进

行简要解释。

在生产端，政府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政府采购、

宣传教育和率先垂范等途径，影响绿色产品的生产和

使用规模。一般地，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会扩大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禁止使用以濒稀物种

为原料，如禁止用犀牛角、象牙等生产相关药品的相

关规制，与之相关的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会增加。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绿色产品的生产者。企业

是否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环保意

识、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水平、绿色供应链管理等要

素影响；与此同时，营销环节做得好可以快速提升绿

色产品销量，“口口相传”也会增加绿色产品销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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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在消费端，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家庭为单位，

具有点源离散分布的微观特征。消费者是否消费绿色

产品，受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消费观念等因素

影响；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而消费什

么则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外人难以强求。消费者的

购物活动和绿色消费行为，则受到选择愿意、选择倾

向、临时起意等心理影响。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的心

理活动一般要经历一个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

程[7]——这一过程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活动，三者存

在密不可分的联系。① 认知过程。消费者的购买行

为从认知开始。消费者从各种途径获取诸如“绿色食

品”“节能电冰箱”等绿色商品信息，形成零散、独

立和直观印象。随着绿色商品知识不断传播，消费者

形成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对绿色产品产生

信任感；在购买时会凭借记忆，包括生活中感知的商

品、体验过的情感或有关经验，作出购买与否的决

定。② 情绪过程。社会需求及其情感支配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受到生理需求和社

会需求支配，并产生商品购买与否的情绪变化：如出

现能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情绪反应，产生愉快、欢喜

等积极态度，将激发购买行为。反之，如果不能满足

自身消费需求会产生厌恶情绪，就不会有购买欲望。

③ 意志过程。在购买活动时，消费者表现出有目的

的自觉支配、调节自己的行为，努力克服心理和情绪

障碍，实现既定目的过程；这是消费者心理活动的意

志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有明确购买目

的；排除干扰和困难，实现既定目的[7]。

4 推进绿色低碳消费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

促进绿色低碳消费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对

策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扩大绿色低碳产品有效供

给。要加强绿色低碳消费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

要能“顶天”，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符合国

家政策导向；又要能“立地”，工作有抓手，结果能

显现。换言之，既要理论的“高大上”，又要任务的

可操作性。消费既是终点也是新的生产起点，是释放

图 1    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传导机制示意图 [6]

Figure 1     Transition sketch map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6]

Rohs：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WEEE：报废电子电器设备的回收指令
Rohs: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WEE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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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要倡导

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中国

国情相适应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绿色

低碳消费纳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绿

色低碳消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指标等，规

划绿色消费供给端的重点任务，包括绿色设计、工业

清洁生产、工业循环经济、工业污染防治、能源清洁

低碳化利用、农业绿色发展、服务业绿色发展、扩大

绿色产品消费、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还应编制专门

规划，研究提出阶段性目标任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高绿色低碳产品的生产能力，明确相关部门

的职责分工，系统协调，统筹推进绿色低碳消费的持

续健康发展。

（2）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高公众的绿色消费

水平。总体政策导向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抑制高收入群体奢侈性消费

取向。① 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种子”作用。引导

企业和社会投资，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更多依靠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既是增强国

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要求，是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

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绿色消

费水平的前提条件。② 增强消费，尤其是绿色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打通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堵

点、痛点，培育农村电商、网上零售、互联网医疗、

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③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低

收入群体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有能力消费。以促

进低收入者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解决城乡人

口流动、社会保障等为着力点，提高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减轻居民群众的生活压力。

④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两头小、中间大”

的橄榄结构。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

房买车、医疗教育、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

费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多样

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加大税收、社会保障、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抑制浪费型不合理消费，通过

政策引导和调节，使人民群众愿消费、能消费、敢消

费 [8]。

（3）以节能、节粮为重点，促进生产-流通-消费

全过程的节约高效。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可以从

节能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做起；减少消费中的浪

费，也是绿色低碳消费的重要内容，公众的绿色低碳

消费必须减少餐桌上的浪费。2021 年 3 月 15 日，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加强风险识别和

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要以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

关键，把资源节约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深

化能效改造，加强减污降碳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创新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能源利用

效率，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全生命周期管

理理念，减少粮食产后的损失[9] ⑤。从粮食收割开始

做到全程不落地清理、干燥，入仓分品种储存，实现

“优粮优储”；从粮食收购、仓储、运输、加工企业

到市场销售，建立“低温链储运”系统，全产业链实

施粮食减损降耗、保质保鲜技术，实现粮食产后减

损 50% 以上的目标。采用环保运输包装，做好回收再

利用工作，降低流通成本及资源损耗。建立低成本、

高效率的绿色低碳物流体系，实现产销高效对接；优

先发展节能高效的铁路运输方式，协同推进流通体系

高质量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高水平保护。

⑤ 杨召奎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推动全链条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 (2020-08-18). http://news.workercn.cn/32842/202008/18/200818042
7496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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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低碳消费的支

持力度。① 要完善产业政策。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

给是对生产端的直接要求；只有扩大低碳产品供给、

降低低碳产品价格，才能加快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对

高耗能行业、限制类淘汰类企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对能源消耗超过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实行惩罚性电价

政策。实施节能技术改造以奖代补政策，并按实际节

能量给予奖励；实施“领跑者”计划，实施节能产品

惠民工程，对能效最好的产品和设备给予激励；推行

居民用电阶梯价格。②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差别

价格机制，推广节能低碳技术，引进绿色环保设备，

提高能源生产、转化和使用效率。③ 鼓励消费者使用

节能节水环保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

宅，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

理消费。④ 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生产者

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目标责任，即从生态设计、产品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到产品回收、废物处

理，生产者都承担相应责任。⑤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

策，加大政府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逐步提高

节能节水、再生利用产品比重。⑥ 创建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机关、学校、社区和医院，鼓励党政机关、

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优先采购并使用绿色低碳产

品。⑦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我国清洁能

源制造国优势，畅通低碳商品的采购和销售，在世界

范围内促进绿色产品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置。

（5）加强治理能力建设，形成推动绿色低碳消

费的长效机制。促进形成绿色低碳消费方式，需要

政府、企业、第三方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当提

供必要的激励和约束，在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时，国家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补贴，这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激励

方式；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处

罚，以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企业顺应绿色低碳发展

的潮流，把握考虑到市场所有参与方，要形成一个绿

色低碳消费自洽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⑥，支撑绿色

低碳消费的健康发展。还要发挥第三方的作用。绿色

低碳产品认证和标识是提高消费者认知的重要手段，

可以降低消费者甄别绿色低碳产品成本，还可以提高

低碳产品市场识别度和占有率。因此，进一步推进低

碳产品标准、认证和标识工作。凡符合绿色低碳标准

的产品，可按相关要求进行认证。要鼓励企业开展绿

色低碳产品认证，避免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消

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关注，更多的是考虑健康、节能等

因素。强化公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采用多元

化、多媒介的宣传方式，普及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宣

传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引导生活消费的绿色低碳转

型。政府和企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绿色低碳消

费知识，增强消费者绿色低碳产品购买意愿。健全绿

色低碳公共服务，为公众提供便捷的低碳消费体验。

采取系统措施，从公众绿色低碳消费观的培养和引导

入手，影响消费者绿色低碳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可以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

起，并体现在衣食住行用游的日常生活中（如外出就

餐吃不完的食物鼓励打包带走）；选购节能环保型家

用电器、节水器具、变频空调、冷凝式热水器等产

品，注意节约用水，养成节能节水的好习惯。选择低

碳出行方式，选择价格低廉、便捷通达、运行安全环

保的公共交通工具，使用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购物袋，不购买过度包装的

产品，发展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低碳消

费的良好风尚。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养

成，绿色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场持久战，

每个消费者消费习惯的一点改变，就是整个社会消费

⑥ 构建中国低碳城市生活，从“碳标签”绿色消费开始！ (2019-01-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8fea69c80102y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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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的大改善。要健全制度，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坚决制止浪费行为。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相关制度，

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作表率，带动更多人践行勤

俭节约的新风尚。要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激发

艰苦奋斗的精气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在

变局中开新局，为新时代的绿色健康生活，作出自己

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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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Consumption under Carbon-orientated: 
Connot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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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to GDP increases and its role in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s apparently become increased on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roduction is for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urn promot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determines production and also guides th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roduction. Green consumption is not only a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producers: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 product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product use, second product recycling, and final disposal must be low-carbon 
standards. It is very significant important to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b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The government 
push green consumption through policy measures such as setting up incentive/restraint mechanisms, and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green 
product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setting an example by themselve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is to raise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 gree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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