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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营销不仅能够满足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消费者环保的需求，还有助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1992~2022年1308篇核心级以上文献为研究样本，利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我国绿色营销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绿色营销发文量急剧下

降，目前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体且各机构间缺乏合作，该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绿色营销的内涵、绿

色营销的运用、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未来可以结合我国环境战略丰富绿色营销内涵，研究绿色营销

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机制，绿色营销的数智创新发展对策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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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marketing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high-qual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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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um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also help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n economic sys-
tem for green, low-carbon and circula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1308 core-level and above 
documents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92 to 2022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uses CiteSpace visuali-
zation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green marketing in my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green marketing publications has 
dropped sharply, a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oper-
ation among various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marketing can be enriched 
in combination with my country’s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the mechanism of green market-
ing’s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b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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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2 年以来，我国通过参加国际性会议第一次接触到绿色营销理论，1997 年出版了《绿色营销》

书籍成为我国绿色营销理论形成的标志[1]。21 世纪以后，一系列国家开始制定绿色标准，越来越多的

企业加入绿色营销行动中来，使其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营销理念。我国的绿色营销随后在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2]，具体是指企业在设计、生产、营销、回收等过程中合理利用资

源，降低对环境的损害，提供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确保在发展的同时分担社会环境压力[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在此形势之

下，企业选择绿色营销不仅能提升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减少碳排放，引领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

是生态环保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3]，还能够满足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消费者环保的需求。

由于我国绿色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不长，需要对绿色营销进行深入的分析，明晰当前的不足和问题，

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我国企业的绿色营销水平。因此，本研究通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全面系统

性分析我国绿色营销有关文献，通过绘制核心作者及机构共现、关键词共现、聚类与突现词等知识图

谱，旨在明晰当前绿色营销的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研究不足，提出研究展望，为未来学者们进一步的

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2. 文献综述 

我国的绿色营销来源于绿色食品的开发，随后衍生到绿色环保产品，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绿色营销

的研究。大量文献对我国绿色营销的现状进行研究，如相关学者对我国农产品绿色营销现状进行研究并

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策略[4] [5] [6]，邢鹤分析了我国绿色营销的现状，提出我国绿色营销所面临的对

策并提出了解决措施[1]，王志宏从营销理念，技术水平和营销策略三个方面研究我国企业绿色营销的现

状[7]。针对研究现状，总结出我国绿色营销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大多数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淡薄，没有

形成全社会性的绿色消费需求[8]；消费者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绿色力量登上环保舞台，难以对企业破

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力的监督[9]；企业进行绿色营销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佳，导致企业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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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都没有建立起对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的信心，整个社会的绿色体系运转不起来[10]；有些企业对绿色

营销存在理解偏差，认为只要获得绿色标志就成了绿色产品，没有从功能和生产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绿

色开发，无法真正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绿色的概念。针对我国绿色营销所面临的问题，部分学者利用博

弈分析方法提出解决措施，如金常飞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绿色供应链中零售商最佳营销策略[11]；李庚

对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自身的绿色营销选择情况进行了博分析论述了企业实施绿色营

销的必要性[12]；还有学者基于 4Ps 营销理论对绿色营销战略进行创新，如李国强[13]从市场营销的 4Ps
角度审视绿色食品品牌营销现状，并提出解决对策；邢鹤认为要发展绿色营销，企业应坚持 4Ps 绿色营

销战略创新促进绿色营销发展[1]。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缺乏对绿色营销这一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地梳理，因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

件对 1992~2022 年我国绿色营销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以把握我国绿色

营销的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 

3. 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搜集 

3.1. 研究方法 

陈超美博士研发的 CiteSpace 软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厘清研究领域整体发展状况。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作为分析工具，研究绿色营销相关文献的核心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

可视化呈现。 

3.2. 文献资料收集 

本文的研究文献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考虑到检索结果最早文献发表于 1992 年，故将时间跨

度确定为 1992~2022 年。本文直接选择检索“主题”为“绿色营销”的文献。为了确保文献的学术价值，

只选取入选 CSSCI、CSCD、核心期刊的文献。随后采取了人工核对的方式对获得的文献进行核实，剔除

与内容无关条目，共获取文献 1308 篇。 

4. 绿色营销研究文献基本状况 

4.1. 发文时间及发文量分析 

由图 1 所示，我国高质量的绿色营销在中国知网发文数量在过去 31 年来总计 1308 篇，呈现出一

定的特征。根据发文的特征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1992~2000 年发文逐渐上升，除前两年之外发文保

持在 20 篇左右，这是我国对绿色营销进行研究的初级阶段。2001~2011 年间的发文量一直处于波动状

态，整体上处于增长的趋势，最高发文量达 112 篇，这一时期我国绿色营销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1. 绿色营销研究文献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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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2 年间的发文量急剧下降，发文量在 5 篇以为，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研究不足。这可

能是由于我国绿色消费理念较为薄弱，消费者不愿意承担高价的绿色商品；此外，企业对于绿色营销

的认知不足，与保护环境相比，其更注重产品的销售量和营销成本；最后，政府为企业开展绿色营销

所营造的公平性环境存在一些漏洞，缺乏与绿色商品生产与经营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利于企业提升绿

色营销能力。随着我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与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后期应加大对该领域的研究，提升

我国的绿色营销水平。 

4.2. 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在某领域内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成果较多的学者，对核心作者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进程。根据普赖斯定律可计算出核心作者发文量，计算公式为： 

max0.749MP NP=                                  (1) 

核心作者群体发文量占论文总量的 50%即可认为该领域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将 1308 篇文献的检索信

息依据计算公式进行测算，得出 MP 的值为 27.03，即发文 27 篇及以上可以视为绿色营销研究领域的核

心作者。通过统计文献作者情况得出核心作者数量为 1 人共发表 31 篇文，他发表的文献数量远远低于核

心作者群发文量标准，表明目前绿色营销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表 1 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可知学者刘焕星发文篇数最多，共发文 31 篇，李春花发文 20

篇，王桂贤发文 18 篇，胡培培发文 15 篇，井绍平发文 10 篇，李树和司林胜各发文 7 篇，魏明侠发文 6
篇，沈根荣和邓德胜个发文 5 篇。通过图 2 看出各核心作者基本均为独立研究，缺乏合作，目前形成了

以刘焕星、李春发和胡培培为核心作者的合作群。 
核心科研机构与核心作者一样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发文数在 27 篇以上(含)的机构定为核心机构，

则目前国内不存在核心机构。由表 2 得发文量排名前五的科研机构，分别为天津理工大学发文 26 篇，烟

台职业学院发文 19 篇，上海财经大学和吉林大学发文量各 5 篇，安徽财贸学院发文量 4 篇。如图 3 所示，

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节点数 N = 355，连线数 E = 0，网络密度 D = 0 推断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数

量较多，但各机构不存在合作。 
 
Table 1.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core author 
表 1. 绿色营销研究核心作者 

序号 频次 作者 年份 半衰期 

1 31 刘焕星 1992 14.5 

2 20 李春发 1992 20.5 

3 18 王桂贤 1992 21.5 

4 15 胡培培 1992 21.5 

5 10 井绍平 1998 11.5 

6 7 李树 2001 0.5 

7 7 司林胜 2001 0.5 

8 6 魏明侠 2002 0.5 

9 6 沈根荣 1996 −0.5 

10 5 邓德胜 20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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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llinear chart of the core authors of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2 
图 2.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研究核心作者共线图 

 
Table 2.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institute 
表 2. 绿色营销研究机构 

序号 频次 机构 半衰期 

1 26 天津理工大学 17.5 

2 19 烟台职业学院 20.5 

3 5 上海财经大学 3.5 

4 5 吉林大学 11.5 

5 4 安徽财贸学院 0.5 

 

 
Figure 3. Alignment chart of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om 1992 to 2022 
图 3.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研究研究机构共线图 

4.3. 重点研究主题 

通过关键词共现得到得到关键词共现节点数量 722 个节点，连线数量 1563 条。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关

键词的地位和关系，表 3 对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进行了统计，综合考虑选取了频次排名前 15 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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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点数量众多和连线数量可得，绿色营销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关键词较多，且存在一定的关联

强度(图 4)。关键词出现频次和关键词的中心性往往代表着领域内基础研究的方向。关键词频次最高前 15
位依次分别为：绿色营销、绿色产品、绿色消费、对策，绿色壁垒、农产品、消费者、企业、绿色管理、

营销、市场营销、农业贸易、环境保护，从业者和营销策略(表 3)。中心性高于 0.1 的关键词较为重要，

关键词绿色营销超过了 0.1，这说明了绿色营销涉及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关联程度较弱。 
 
Table 3. Green marketing keyword analysis 
表 3. 绿色营销关键词分析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696 1.1 绿色营销 

2 95 0.08 绿色消费 

3 86 0.04 绿色产品 

4 62 0.03 对策 

5 61 0.04 绿色壁垒 

6 60 0.07 消费者 

7 38 0.04 农产品 

8 36 0.02 企业 

9 36 0.01 绿色管理 

10 36 0.04 营销 

11 35 0.02 市场营销 

12 31 0 农业贸易 

13 31 0.01 环境保护 

14 31 0 从业者 

15 28 0.06 营销策略 

 

 
Figure 4. Collinear diagram of green marketing keywords from 1992 to 2022 
图 4.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关键词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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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可以探讨该领域研究主题，结合频次、中心性、突现性等可以判断不同

时期的研究特征。运行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聚类生成图谱(图 5)。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聚类模块值(Q 值)
为 0.5824 (当 Q 值 > 0.3，表示聚类较好)，网络同质性评价指标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9121 (当 S 值 > 
0.5，表示同质性较高)，说明该图谱网络聚类合理。通过图谱得到绿色营销的 10 个聚类(表 4)，分别为：

#1 绿色营销、#2 营销、#3 消费者、#4 绿色消费、#5 知识营销、#6 农产品、#7 绿色壁垒、#8 演化博弈、

#9 创新、#10 绿色标志。基于图谱聚类并结合研究热点及研究主题，可以发现当前学者对绿色营销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green marketing keywords from 1992 to 2022 
图 5.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4. Clustering of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hotspots 
表 4. 绿色营销研究热点聚类 

序号 聚类规模 轮廓值 平均年份 关键词 聚类名称 

0 158 0.956 2005 绿色营销；循环经济；传统营销；营销；消费者 绿色营销 

1 68 0.861 2004 营销 营销 

2 68 0.878 2001 消费者；绿色产品；企业绿色营销；绿色促销；促销策

略 消费者 

3 54 0.891 2004 绿色消费；绿色管理；绿色认证；发展对策；绿色发展 绿色消费 

4 44 0.9 2000 知识营销；网络营销；市场营销；关系营销；知识经济 知识营销 

5 39 0.886 2009 农产品；品牌营销；营销创新；研究；新形势 农产品 

6 39 0.853 2003 绿色壁垒；wto；内部营销；出口贸易；合作营销 绿色壁垒 

7 36 0.919 2008 演化博弈；绿色偏好；营销策略；大数据定向广告；agent
仿真 演化博弈 

8 30 0.931 2006 创新；营销观念；生态文明；低碳经济；企业营销 创新 

9 15 0.943 2002 绿色标志；绿色企业；绿色审计；绿色壁垒；环境友好 绿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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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绿色营销的内涵 
绿色营销的内涵研究较为丰富。王林跃认为，企业承担绿色营销的主体地位，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

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价值观念；消费者作为绿色营销的对象，注重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

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14]。魏明侠等提出，绿色营销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下，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在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的全过程中要考虑到环境保护、充分利用资源和长远

发展的角度，采用相应的措施，以期达到企业的可持续生产、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平衡[15]。因此，绿色营销的主体是企业，服务对象是消费者，并将环境因素考虑到绿色产品的生产销

售过程中。 

4.3.2. 绿色营销的发展 
绿色营销目前已经运用到我国多个行业中，如农产品，物流，供应链，房地产及服装行业等。林志

炳研究了绿色供应链中消费者信用支付策略以实现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和获取最大利润[16]；张丽琼为

破除生态农业绿色营销困境将绿色理念融入产品生产，物流配送和营销等环境优化农产品结构[17]；王丽

娟提出了绿色物流下的绿色营销策略以构建绿色物流体系和绿色营销体系[18]；杨帆对房地产企业绿色营

销策略进行探讨，提出了多个策略的组合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可持续发展权[19]。 

4.3.3. 实施绿色营销的困难 
我国绿色营销理论与实践的时间都不长，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以下问题。我国大多数消费者绿色消

费意识淡薄，没有形成全社会性的绿色消费需求[8]；消费者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绿色力量登上环保舞

台，难以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力的监督[9]；企业进行绿色营销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

佳，导致企业与消费者都没有建立起对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的信心，整个社会的绿色体系运转不起来[10]；
有些企业对绿色营销存在理解偏差，认为只要获得绿色标志就成了绿色产品，没有从功能和生产方式等

进行全方位的绿色开发，无法真正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绿色的概念；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贸易和国际营

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0]。 

4.3.4. 实施绿色营销的对策 
目前大部分学者利用演化博弈方法进行创新性的绿色营销，如金常飞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绿色供

应链中零售商最佳营销策略[11]；李庚对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自身的绿色营销选择情况

进行了博分析论述了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必要性[12]。此外，存在学者基于 4Ps 营销理论对绿色营销战略

进行创新，如李国强从市场营销的 4Ps 角度审视绿色食品品牌营销现状，并提出解决对策；邢鹤认为要

发展绿色营销，企业应坚持 4Ps 绿色营销战略创新促进绿色营销发展[1]。 

4.4.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在某时期内使用频次明显增长的关键词，常用其展示不同阶段研究前沿。绿色营销研究突

现词见图 6。通过对绿色营销突现词进行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 1992~2000 年，有关绿色营销的前沿是“绿色营销的内涵。”突显词是“消费者”和

“绿色产品”。这两个关键词突显与绿色营销理念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的绿色理念来源于绿色食品的

开发，1993 年，《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的出台才开启了我国绿色食品标志制度，随后我国绿色产品

从食品领域开始向更多领域，1997 年出版的《绿色营销》成为我国绿色营销理论形成的标志，使得越来

越多的企业加入绿色营销行业。 
第二个阶段是 2001~2007 年，有关绿色营销的前沿是“实施绿色营销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突显

词是“绿色壁垒”、“WTO”和“绿色管理”。这些关键词突显展现出绿色营销在我国实施的现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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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营销是 21 世纪重要的营销理念，它是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经济等理论的基础上演变而

来的。但是随着绿色营销在多个领域的运用，绿色壁垒，企业与消费者薄弱的绿色理念，不利的外部环

境等文献显现出来抑制了该领域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 2008~2022 年，有关绿色营销的前沿是“开展绿色营销对策。”突显词是“对策”、

“策略”、“演化博弈”和“低碳经济”。这些关键词突显展现出我国实施绿色营销的开创新举措。近

年来，大量学者使用演化博弈的方式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绿色营销对策；低碳经济的提出使得当前绿色营

销得到了关注，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绿色营销的策略和对策。 
 

 
Figure 6. Green marketing keyword emergence map from 1992 to 2022 
图 6.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关键词突现图谱 

5. 研究展望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关于绿色营销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数理，呈现了文献数量

时间演变、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的分布，分析重要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进行了关键词聚类与研究前沿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从发文特征来看，我国 1992~2022 年绿色营销的发文量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当前我国

绿色消费理念较为薄弱，消费者不愿意为环境成本买单，不愿选择高价的绿色商品；企业对于绿色营销

的认知不足，与保护环境相比，更注重产品的销售量和营销成本；政府为企业营造的公平性绿色营销环

境存在一些漏洞，目前还缺乏进行绿色商品生产与经营的相关政策法规，无法调动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

积极性。考虑到我国的环境政策及双碳目标，未来企业应加大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关注。从高产作者及研

究机构合作可以发现我国绿色营销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各研究机构间不存在合作，不利于该研究的可持

续发展。从关键词共现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绿色营销，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等高词频关键词，但

关键词的联系程度不高。从关键词聚类来看，热点关键词的内容主要为绿色营销的内涵、实施困境及解

决对策。从关键词突现来看，前期主要针对绿色营销的内涵进行研究，如绿色产品，随着时间推移，学

界关注点开始转向绿色营销实施困境，近几年主要研究实施绿色营销的策略及演化博弈。 

5.2. 研究趋势展望 

5.2.1. 绿色营销新内涵研究 
营销内涵决定企业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效果。绿色营销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投入更多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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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成本，也面临着更大的营销风险。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还未形成成熟的绿色营销内涵，在企业文化

中缺乏对绿色产品、绿色生活以及绿色营销的概念，这将不利于绿色营销在我国的长期发展。 

5.2.2. 绿色营销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机制研究 
绿色营销追求可持续消费模式以提高消费质量，降低环境压力，强调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它有利

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当前存在文献证实了绿色营销对环

境保护的作用，但是研究缺乏深度，对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不足。未来应加深对该领域的研究，深化绿

色营销的环保作用。 

5.2.3. 企业绿色营销创新策略研究 
针对绿色营销当前存在的问题，相关学者提出演化博弈，基于 4Ps 营销理念和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创

新对策。未来可以结合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出更高效低成本的绿色营销举措，提升消

费者绿色消费理念，形成国际化的绿色营销举措，迎合国家低碳发展理念，助理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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