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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服装绿色消费，促使纺织服装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本文首先对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借助MAXQDA软件对24项涉及纺织服装或绿色消费的“双碳”政策

进行质性分析，提炼出具有7个维度的绿色消费供给层面、具有4个维度的绿色消费行为层面与具有3个
维度的绿色消费调控层面。随后对服装绿色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双碳”政策提出促进服装绿色消费

的建议。研究表明服装绿色消费供给不足、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践行存在一定阻碍与困难、服装绿色消费

调控尚不到位。未来应设定积极的经济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服装绿色消费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强服装绿色消

费的便利性和可行性，加强命令性规范对服装绿色消费的监督作用，针对企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设定具体

且切实可行的监管约束、激励支持、教育引导政策，厚植绿色可持续理念，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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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and ap-
parel industry in the direc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and help achieve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relevant policies are firstly sorted out, an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24 “double carbon” policies involving textile and apparel or green consumption is car-
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MAXQDA software. The green consumption supply level with 7 dimen-
sions,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level with 4 dimensions and green consumption regulation 
level with 3 dimensions are extracted. Then the status quo of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is ana-
lyzed, combined with the “double carbon” policy to promote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sugges-
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upply of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ractice of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regula-
tion of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is not in place. Positive economic policies should be set to en-
courag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 future green clothing consum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en-
hance the convenience and feasibility of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imperative norms to green clothing consumption; Specific and feasible regulatory con-
straints, incentives and suppor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policies should be set for both enterpris-
e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o foster green sustainable concepts and green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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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后，碳达峰、碳中和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前，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严峻

的环境中，在新冠疫情对全球造成的深刻冲击及深远影响下，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供给的

矛盾里，碳达峰与碳中和不仅是缓解全球生态危机的必经之路，更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变革、社会发展

稳定及生活方式转变的源动力。各级政府机构颁布的系列相关文件中不少均提及了绿色消费，而服装绿

色消费作为其中重要的部分，既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的方式，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在宏观层面纺织服装行业对保证我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及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在中观层面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绿色消费已是纺织服装行业的未来新趋势。在微观层面

消费者的服装消费体现了消费者选择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因而服装已由刚性的生活消费需求转

变为以科技、个性、时尚、绿色为核心的消费需求。服装绿色消费已是大势所趋，“双碳”目标的提出

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尚未有研究将二者联系起来深入分析，为此本文将梳理当前已颁布

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借助质性分析方法，对其内容进行剖析，提出服装绿色消费相应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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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现状 

2.1. 总体情况 

出于权威性、科学性与大局观的角度考量，本文仅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其他各部位机构颁布的国家层面政策进行收集分析，包括通知、意见、

方案及会议报告等形式。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共收集到相关政策 106 项，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政策 25 项，其中 5 项涉及纺织服装或绿色消费，进行词频分析后形成词云如图 1、图 2 所示。而各

部委出台政策 81 项，其中 19 项涉及纺织服装或绿色消费，进行词频分析后形成词云如图 3、图 4 所示。

由图可知，绿色、建设、技术、生态、能源等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各项政策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 
 

 
Figure 1.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tate council “double car-
bon” policy word cloud 
图 1. 中央、国务院“双碳”政策词云 

 

 
Figure 2. Central and State Council related to the green consump-
tion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double carbon” policy word cloud 
图 2. 中央、国务院涉及纺织服装绿色消费“双碳”政策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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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inistry “double carbon” policy word cloud 
图 3. 部委“双碳”政策词云 

 

 
Figure 4. Ministries related to the green consumption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double carbon” policy word cloud 
图 4. 部委涉及纺织服装绿色消费“双碳”政策词云 

2.2. 政策分布 

2.2.1. 按政策文本效力分类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按照级别分类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当前我国“双碳”政策多为国务

院及各部委颁布的通知、规划、意见或方案，而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顶层设计还有所欠缺，整个“双

碳”相关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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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ffectiveness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double carbon” related policy texts 
表 1. “双碳”政策文本效力分类结果 

政策级别 政策数量 

法律 0 

法规 0 

规章 5 

规范性文件 101 

2.2.2. 按政策功能分类 
借鉴谭显春、郭雯等学者搭建的“双碳”政策框架，可将其分为规划立法、管理体制机制、约束性

制度、激励性政策、科技创新政策[1]。分类结果如图 5 所示，其中规划立法部分对“双碳”政策体系和

立法工作进行规定和指示；管理体制机制部分对“双碳”宏观调控和管理进行调整优化；约束性制度对

“双碳”目标进度进行把控，激励性政策进一步推动并加速“双碳”目标的实现；科技创新政策通过鼓

励强化基础研究，支持科技创新以图实现“双碳”目标。由图可知当前约束性制度偏多，然而科技创新

政策和激励性政策相对较少，同时尚未对“双碳”政策体系做出法律规定和指示。 
 

 
Figure 5. “Double carbon” policie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policy functions 
图 5. “双碳”政策按功能分类结果 

2.2.3. 按政策涉及领域分类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涉及领域如表 2 所示。当前政策倾向于综合经济领域及生态环境领域，其

中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治污减排与生态保护则是重点。各细分领域政策数量括号中显示的是涉及到纺

规划立法

0

约束性
制度

39

激励性
政策

26

科技创
新政策

12

管理体制
机制

29

《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关

于印发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的通

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等

《关于鼓励和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的意见》

《支持绿色发展税

费优惠政策指引》

《促进绿色消费实

施方案》等

《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十四五”能源领域科

技创新规划》《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等

《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

案（发电行业）》《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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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或绿色消费的政策数量，可看到 25.71%的综合经济领域政策、15.38%的城乡建设和交通领域政策、

35.71%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策、30.43%的生态环境领域政策、7.69%的能源领域政策均提及了纺织服

装或绿色消费，可见服装绿色消费是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Table 2. The results of “double carbon” policie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fields 
表 2. “双碳”政策按涉及领域分类结果 

政策领域 细分领域 政策数量 

综合经济领域 
35 项 

绿色金融 11 

绿色标准 4 

绿色科技 4 (1) 

绿色发展 12 (5) 

绿色行动 4 (3) 

城乡建设和交通领域 
13 项 

城乡建设 7 (1) 

绿色交通 4 

绿色运输 2 (1)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4 项 

绿色工业 13 (5) 

信息化 1 

生态环境领域 
23 项 

温室气体 4 

气候治理 3 (2) 

治污减排 9 (3) 

生态保护 7 (2) 

能源领域 
13 项 

绿色能源 10 

能源管控 3 (1) 

重点行业 
8 项 

农业 4 

其他行业 4 

3. 涉及纺织服装绿色消费的“双碳”政策阐释 

3.1. 研究方法 

借助 MAXQDA 软件对 24 项涉及纺织服装或绿色消费的“双碳”政策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开放式编

码对原始语句进行概念化，通过主轴编码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进行范畴化，再通过选择编码析出核

心范畴，以此建立政策体系，归纳构建“双碳”政策与纺织服装绿色消费之间的联系。 

3.2. 编码过程 

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 24 项政策原始文字资料加以分解，进行分析和编码，先形成相对具体的初

级代码，随后提炼成开放式编码。保留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资料，进行重复编码。最终形成 94 个初级代码，

65 个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过程示例如图 6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10177


师佳，宁俊 
 

 

DOI: 10.12677/mm.2022.1210177 1361 现代管理 
 

 
Figure 6. Example of an open coding process 
图 6. 开放式编码过程示例 

 
随后进行主轴编码，利用 MAXQDA 软件的创意编码功能，探索、分析 65 个开放式编码之间的逻辑

关系，将开放式编码进行归纳、抽象后生成 14 个更高范畴的主轴编码。 
最后进行选择编码，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对概念类属关系的进一步分析，以便归纳出具有统领性

的核心类属，找出核心概念[2]。本文经过词频分析、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分析后，进一步归纳为绿色

消费供给，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消费调控 3 个层面，具体维度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Analyze dimensions and levels 
图 7. 分析维度与层次 

理性适度消费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购买绿色产品

绿色生活

绿色出行

垃圾分类

捐赠

二手交易

共享经济

理性适度购买衣物

购买绿色低碳服装

鼓励绿色行动

采取可持续办公行为 绿色办公

鼓励低碳出行方式

旧衣捐赠

丰富二手商品交易渠道

发展共享经济

推动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建设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全面实现垃圾分类

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按照实际需要合理、适度购买衣物

推动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更多采购具有绿色低
碳相关认证标识的制服、校服

提高办公设备和资产使用效率，鼓励无纸化办公和双面打
印，鼓励使用再生制品

鼓励大家“少开一天车”、减少电梯及空调使用等

推行骑行专线、登山步道等建设，鼓励引导游客采取步行、
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

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面实现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规范旧衣公益捐赠，鼓励企业和居民通过慈善组织向有需
要的困难群众依法捐赠合适的旧衣物

鼓励“互联网+二手”模式发展，促进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
台规范发展，提高二手商品交易效率。

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

推动公共机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加强塑料、纺织品、
玻璃等可回收物收集利用

原始资料 初级代码 开放式编码

      

绿
色
消
费
供
给
A

绿色产品A1绿色产品推广、绿色产品供给

绿色技术A2绿色技术推广、绿色技术研发

绿色能源A3发展可持续能源、提升能效、节能监督管理、节能降碳升级改造、调整优化用能结构、能源双控

绿色供应链A4绿色采购、绿色设计、绿色原材料、绿色生产、绿色制造、绿色运输、绿色包装、废物回收、循环再利用、数字化转型

绿色产业A5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再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产业协同发展

绿色基建A6绿色基建体系构建、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改造、基础设施信息化改造

绿色人才A7建立人才培养体系、壮大绿色人才队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绿
色
消
费
行
为
B

绿色购买B1理性适度消费、购买绿色产品

绿色使用B2绿色生活、绿色办公、绿色出行

绿色处置B3垃圾分类、捐赠

回收再利用B4二手交易、共享经济、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

绿
色
消
费
调
控
C

监管约束C1健全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监管、碳排放管理、绿色信息披露、绿色标准、绿色认证、遏制高污染低水平项目

激励支持C2
绿色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政府补贴、政府绿色采购

引导企业绿色发展、促进绿色消费、协同合作、绿色专项行动、试点示范

教育引导C3环保意识、知识科普、教育培训、加强宣传、构建绿色低碳观念、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经验推广

开放式编码 主轴编码 选择编码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10177


师佳，宁俊 
 

 

DOI: 10.12677/mm.2022.1210177 1362 现代管理 
 

3.3. 政策阐释 

3.3.1. 绿色消费供给层面 
“双碳”政策中绿色消费供给层面有绿色产品、技术、能源、供应链、产业、基建与人才七个维度。 
绿色产品指自身或生产过程具备环保属性的产品[3]。包括绿色产品推广与供给两方面。完善推广机

制，增加推广渠道，设立绿色产品销售激励，加大绿色食品、服装等产品的推广力度；生产更多绿色产

品，开发更多绿色服务。 
绿色技术指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能够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兴技术[4]。包括

绿色技术推广与研发两方面。鼓励使用低碳节能、零碳负碳、智能数字技术；实施国家重大前沿绿色科

技项目，推进低碳节能核心技术与工艺攻关，引导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 
绿色能源指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等在使用中对环境负面影响小的能源。包括发展可持续能源、提升能

效、节能监督管理、降碳升级改造、调整优化用能结构、能源双控六方面。引导企业扩大可再生能源使

用，推进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建立以能效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将落后低效

设备替换为先进高效设备；开展国家专项节能监察，推行用能预算管理；实施工业节能改造工程，鼓励

企业对标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严控并逐渐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设定能源消

费强度和总量控制目标并进行监督考核。 
绿色供应链指在传统供应链的基础上增加回收处理商构成的现代化可持续供应链[5]。包括绿色采购、

设计、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包装、废物回收、循环再利用、数字化转型十方面。鼓励企业与机

关实行绿色采购；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开展产品绿色设计；提高绿色原辅材料使用比例；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与改造；打造绿色低碳工厂和工业园区；推广绿色智能运输工具，推进铁水、公铁、公水等

多式联运；推进过度包装治理，推广绿色包装，实施绿色包装认证制度；加强废物分拣中心规范建设、

合理布局废物回收站点，提高废物回收专业化与信息化水平；加强工业固废再利用与循环价值链建设；

对企业开展全要素、全流程的绿色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 
绿色产业指践行绿色理念，采用绿色方式生产绿色产品的产业[6]。包括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再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产业协同发展五方面。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低碳

环保产业；严控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扩大并促进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文办设备等再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传统制造工艺、技术绿色化与低碳化改造；强化各行业耦合发展，推动产业循环链接，搭建

共建共享平台。 
绿色基建指基础建设类项目及其产业上下游能够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包

括绿色基建体系构建、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改造与信息化改造三方面。优化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与绿色配置，

构建信息化绿色基建体系；推动“无废城市”建设，赋能绿色消费、绿色建筑、智能生活等新业态与新

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绿色人才指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及相应能力的人才。包括建立人才培养体系、壮大绿色人才队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方面。建立多层次的绿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开设相关学科专业，完善课程体

系；扩大绿色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开展人才国际联合培养与校企联合培养项目，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3.3.2. 绿色消费行为层面 
“双碳”政策中绿色消费行为层面有绿色购买、使用、处置及回收再利用四个维度。 
绿色购买包括理性适度消费、购买绿色产品两方面。倡导消费者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合理适度消费；

鼓励并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环保家具、绿色食品、绿色服装等产品。 
绿色使用包括绿色生活、绿色办公、绿色出行三方面。建设绿色社区、引导使用各类绿色设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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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居民实行光盘行动、少开车、减少电梯及空调使用等；鼓励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使用再生制品，

提高办公设备和资产使用效率；引导公众优先选择步行、自行车及公共交通等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绿色处置包括垃圾分类、捐赠两方面。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系统，全面实现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和处理；规范旧衣公益捐赠，鼓励开展旧衣捐赠活动。 
回收再利用包括二手交易、共享经济、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丰富二手商品交易渠道，建设交易市

场和专区，定期组织二手交易活动，完善交易管理制度；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激励相关责任主体主

动参与回收，推动建设塑料、纺织品、玻璃等可回收物循环利用体系。 

3.3.3. 绿色消费调控层面 
“双碳”政策中绿色消费调控层面有监管约束、激励支持、教育引导三个维度。 
监管约束包括健全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监管、碳排放管理、绿色信息披露、绿色标准、绿色认证、

遏制高污染低水平项目 7 个方面。推动修订及完善能源、生产、消费等领域的绿色低碳法律法规；加强

能源计量、能耗监测、废物管理；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优化配额分配方案，完善碳排放核算、监

测与管理；推进高污染企业定期披露环境信息，搭建全国绿色消费信息平台；开展绿色标准体系顶层设

计和系统规划，指导制定能源使用、生产制造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绿色标准；推行统一的绿色产品认

证，培育一批权威绿色认证机构；严禁违规“两高”项目建设和运行。 
激励支持包括绿色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政府补贴、政府绿色采购、引导企业绿色发展、促

进绿色消费、协同合作、绿色专项行动、试点示范十方面。完善改进绿色金融评价机制与标准体系，大

力发展绿色信贷、保险、基金、债券等金融工具；按规定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环境

保护税等优惠；鼓励制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法规，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等共同发起绿色消

费行动计划；统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给予超额完成任务奖励，逐步规范取消化石能源补

贴，鼓励对绿色低碳产品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采购力度和范围，

提升绿色产品采购比例；鼓励企业建立绿色生产消费模式；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共建绿

色“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绿色技术、装备与贸易方面的交流合作；建立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绿色改

造等专项行动；在能源、工业、消费等领域开展绿色低碳相关试点示范。 
教育引导包括环保意识、知识科普、教育培训、加强宣传、构建绿色低碳观念、培育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经验推广七方面。增强社会公众的节约节能、生态环保与绿色低碳意识；普及气候变化、节能减排

等相关知识，普及节能标准与绿色标识；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开发非学历继续教育

培训项目、建设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编制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科普教育系列丛书等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宣

传“双碳”与节能减排相关政策，运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创新宣传方式，持续开

展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活动；厚植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营造崇尚节约与绿色的社会风尚；推

动引导全民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讲好环保故事、宣传节能减排、

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的优秀案例。 

4. 服装绿色消费现状 

4.1. 供给层面 

绿色产品的生产研发离不开绿色技术。绿色服装和服装绿色消费服务要求企业广泛运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在短期内需要大量投资，难以发挥生产规模效应，导致相关产品或服务价格较高，缺乏

市场竞争力。此外相关产品与服务开发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市场需求不稳定，导致企业利润难以保证，

因此当前绿色服装整体供给量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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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生产加工过程包括纱线、编织、缝制、着色、印染等十余项工序，产业链条长，能源

消耗多，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大。虽然近年来已逐步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国家也出台了《纺织工业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等政策积极引导纺织服装行业打造绿

色供应链，但认知的缺乏、成本的高昂导致真正搭建绿色供应链的企业很少。 
此外，当前绿色服装与服装绿色消费开发方面的专业人才较为稀缺，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投

资缺口较大，致使企业参与意愿不强。 

4.2. 行为层面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消费逐渐由大众化、批量化转变为定制化、个性化。此外，消费者开始注重

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价值，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得到消费者重视。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服装绿

色消费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并且付诸了一定行动[7]。 
虽然在物质主义消费观及市场的双重影响下，难以减少消费者服装购买的数量和频率，但他们会增

加现有服装的穿着使用，且初步形成了旧衣适当回收的意识和习惯，愿意通过投放旧衣回收箱、慈善捐

赠等方式进行服装循环利用。但服装交换、租赁和二手服装购买等协作消费行为还存在一定难度与障碍。

且回收再利用的渠道、可用性、便利性及服务系统的不完善也影响了服装绿色消费的推进[8]。 

4.3. 调控层面 

当前我国关于绿色消费的政策过于分散，缺乏协同性，且尚未覆盖全行业全流程。更关注食品、重

工业领域，对服装领域涉及较少；更关注生产和回收阶段，对销售和使用环节关注较少。缺乏统一的绿

色标准、绿色认证和绿色信息披露的法律强制性和责任追究制度。此外相关政策主要面向供给侧生产者，

对需求侧消费者并无约束[9]。然而消费行为亦是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目前已为纺织服装企业设立了污染治理、节能减碳与绿色转型补贴，但申请要求较高，覆盖面窄，

且政府服装绿色采购较少。此外政策提出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给予适当支持，但前提是有条件、有

能力实施。当前相关基础设施与环境支持的缺乏导致了政策与消费行为的难以落实。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服装绿色消费认知却相对匮乏，造成了态度行为的不匹配。研究表明

消费者很少会主动获取服装绿色消费相关信息。已有政策提出针对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教育，亦有企业

主动普及绿色消费知识，但教育效果缺少评估，难以衡量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与知识是否提升。 

5. 对服装绿色消费的启示 

5.1. 供给层面 

在严格落实环境监管的同时完善纺织服装企业的经济政策，从价格、融资、信贷、补贴等方面鼓励

企业的科技与绿色创新。通过增加专项资金与减免税收等方式使企业从绿色行为中受益，调动其生产并

提供更多绿色服装产品与服务的积极性。 
大力提倡和鼓励纺织服装企业搭建绿色供应链，开展绿色供应链政策解读和经验分享，提高企业的

认知和支持，推动其采用绿色技术、设备、能源，设计开发不同用途的绿色服装产品；选用无污染且可

回收利用的原材料；简化包装，不使用塑料薄膜或纸质标签；支持企业联合建设基于强大网络技术之上

的逆向物流通道；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旧衣回收和处理建设，培育旧衣处理环保产业发展。通过多种合作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与企业共同研发、投资、建设、运营相关基础设施项目。 
大力推动并加快纺织服装行业专业人才与绿色人才的培育，支持产学研合作，共同培养兼具专业水

平与绿色可持续观念的纺织服装领域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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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为层面 

虽暂时难以降低消费者的服装购买量，但可通过完善服务系统，增强服装绿色消费的便利性和可行

性，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提供相应的产品信息、增值服务及购买渠道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纺织服

装产品。提供便利条件及措施、提供相应渠道和途径引导消费者进行服装洗涤维护、再利用及废弃处置。

开展形式多样的服装绿色消费活动，如旧衣回收、旧衣改造、旧衣捐赠等。通过加快建立绿色消费积分

制度，在绿色服装购买或回收时适当给予相应优惠等正向激励措施提高居民绿色消费的积极性。 

5.3. 调控层面 

加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与监管约束效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服装标准，遴选国内权威的绿色纺织

品检测认证机构，统一旧衣分类标准。加快建立落实纺织服装企业的责任追究制度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此外，虽难以对消费者进行法律上的义务规定，但可发挥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对服装绿色

消费的引导示范作用和命令性规范对绿色消费的监督作用[10]。 
应细化并落实服装绿色消费相关的政策激励，针对生产者，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与税收优惠缓解企业

的成本压力，放低绿色信贷、债券等审批门槛，对其形成稳定、持续的正向激励。针对消费者，也应进

一步明确可获取补贴的绿色消费类型与补贴额度。 
要针对不同人群和消费者不同认知阶段设计差异化的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通过多形式的高质量教

育让消费者体会服装绿色消费带来的生活改变，从而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培育绿色消费理念与

绿色生活方式。此外，要定期对消费者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与检验，确保教育科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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