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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恶化，服装产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让全世界人民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本文

选取北京千禧一代消费者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在文献总结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相应的研究假设，并构建北京千禧一代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假设模型。使用SPSSAU20.0对北京

千禧一代服装绿色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关注、环保态度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服装绿色知识在高等教育背景中不够普及；二手服装在北京千禧一代未婚消费者中

普遍不受到认可。针对研究结论对北京千禧一代服装的绿色发展提出合理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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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cloth-
ing industry has mad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e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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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millennial consumers in Beijing a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jects, and 
based on literature summar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hypothesis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Beijing millennial clothing is constructed. Using SPSSAU20.0,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Beijing millenni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titude have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con-
sumption behavior of clothing. Clothing green knowledge is not popular enough in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Second-hand clothing is generally not recognized by millennial unmarried con-
sumers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Beijing millennial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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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千禧一代(指 1982 年~2000 年之间出生的群体)，也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服装消费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

消费群体；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服装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也给环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污染。从

表面来看，导致服装行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或一次性的服装消费，但究其深层原因，则在于

消费者非绿色的消费行为。服装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主要外在表现行为就是在商品购买、使用等，尽量实

现减量化或再利用的意识与行为[1]。目前，针对服装产品的绿色研究核心点主要落在废旧衣服的回收环

节，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前的因素以及实际购买过程中绿色表现进行研究，包括且

不限于消费者购买阶段环保服装的购买、减少服装购买量和购买二手服装；且在实际购买时对材料，包

装、生产和运输的关注。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对培养北京千禧一代积极的服装绿色消费

态度，推进我国服装绿色消费发展提出合理性建议。 

2. 研究假设与假设模型的构建 

理性行为理论是可以分析态度对于个体行为的实际影响过程[2]。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会

给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带来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和很多原因有关系。本研究是预先

进行了筛选，选择了一些影响程度比较明显的因素。之后就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应地研究假设，在假设

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假设模型见图 1。 

2.1. 人口统计特征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 

对于人口统计特征和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存在有一些争议的，并未曾达

到统一定论。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在经过了相关研究分析之后就提出，人口统计特征和服装绿色消费行

为之间是有着非常紧密地关系。比如，井绍平(2004)提出，消费者的实际受教育水平，对于其自身的绿色

消费观念以及具体消费行为，都是产生有非常明显地影响[3]。杜鑫(2020)则认为，不同年龄的消费者会

给绿色消费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4]。因此，本文假设： 
H1：人口统计特征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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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保态度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 

结合心理与行为科学有关的理论观点可以知道，消费者对于绿色消费持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对其

具体的消费行为是有非常直接且明显地影响。绿色消费认知、绿色消费态度、绿色消费行为，三者关系

紧密。而且三者联合在一起了以后，最终就会组成本文所讨论的绿色消费的理论概念。当然，我们也可

以将这个绿色消费的理论概念和观点认知应用到在服装领域当中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已经有不

少相关专家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探索，证实了态度会给绿色消费领域的绿色消费行为带来很大的

影响。巴尔德亚恩就认为，积极地生态意识和态度，会促使人们购买或使用绿色生态友产品[5]。晏涵文

认为，尽管有正向环境态度，然而实际上进行实际环境行为的人却并不是很多[6]。因此，本文假设： 
H2：环保态度对绿色服装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2.3. 绿色知识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 

绿色知识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之间中等程度、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的正相关关系以被众多研究所证

实，相关知识的欠缺是导致某些消费者虽然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保持积极的态度但却缺乏实际行动的主

要障碍。Alba and Hutchinson 认为，知识对于消费者对信息收集会有很重大的影响[7]。因此，本文假设： 
H3：绿色知识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2.4. 环境关注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环境关注可以解释特定的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大量实证研究就证实了，环境关注会

直接且显著地影响到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张倩提出，环境关注会正向影响到绿色服装消费行为[8]。消费

者对社会及环境问题的关注意识、环境责任归属感及结果效力都有可能激活个人规范，从而促使消费者

减少服装购买。即消费者越是意识到减少服装消费量可以缓解环境问题，就越有可能减少服装消费。因

此，本文假设： 
H4：环境关注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othing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图 1. 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3. 实证研究设计与样本数据分析 

根据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次问卷设计主要分为 3 个部分：一、是关于对消费者个体

的观点和态度的调查，具体包括：环保态度、绿色知识、环境关注。二是调查消费者的服装绿色消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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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中就包含了在实际购买时环保服装的购买、是否会减少服装购买量以及是否会购买二手服装；而

且在实际购买时对服装生产销售过程中关于材料，包装、生产和运输的关注等。三是调查个人背景资料。 
本文采用 Likert10 级量表对环保态度、绿色知识、环境关注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权重进行数

据分析。此次调研总共发放 624 份问卷，对问卷进行检查和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去除掉无效问卷 96 份，

实际获得问卷 528 份，有效率达 84.61%。现对问卷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婚姻情况、具体统计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人口统计变量 分类指标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0 34.09% 

女 348 65.91% 

年龄 

20~24 岁 202 38.26% 

25~29 岁 110 20.83% 

30~34 岁 123 23.3% 

35~39 岁 93 17.61% 

教育程度 

高中/技校以下 43 8.14% 

大专/高职 116 21.97% 

大学本科 263 49.81% 

硕士 93 17.61% 

博士 13 2.46% 

婚姻情况 

未婚 299 56.63% 

已婚，无子女 51 9.66% 

已婚，最小的孩子未成年 143 27.08% 

已婚，孩子都已成年 27 5.11% 

离异 3 0.57% 

其他 5 0.95% 

4. 实证研究结果 

4.1. 问卷信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可以检测所设计得到的量表的可靠稳定性。本研究采用 Cronbach’α系数值来确定量表中各

指标的信度，采用 SPSSAU 对各变量及测量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如表 2 所示，不存在需要剔除的指标，

其中环保态度 Cronbach’α为 0.738，绿色知识度 Cronbach’α为 0.650，环境关注 Cronbach’α为 0.811，服

装绿色消费行为 Cronbach’α 为 0.941。综合说明了本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信度质量是比较高的，是可以用

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分析的。 
通过应用效度分析就可以了解到项目的合理性和实质意义。若是 KMO 值大于 0.8，则说明效度好；

用 KMO、Bartlett 检验展开效度验证，由表 3 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KMO 值是 0.951，KMO 值大于

0.8，研究数据效度非常好，表明后续的数据处理可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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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表 2. 信度检验 

变量 项数 基于标准化 Cronbach α Cronbach α 

环保态度 5 0.746 0.738 

绿色知识 4 0.655 0.650 

环境关注 4 0.812 0.811 

服装绿色消费行为 17 0.942 0.941 

 
Table 3. KMO analysis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表 3. KMO 分析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95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0088.770 

df 435 

p 0.000 

4.2. 相关分析 

4.2.1. 各变量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相关分析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分别和环保态度，绿色知识、环境关注共 3 项之间的相关关

系见表 4，Pearson 相关系数可用来表示相关关系的紧密程度情况。详细分析之后可知，服装绿色消费行

为与环保态度的相关系数是 0.405，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二者明显相关。其中，环保态度与关

注包装关系最强。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和绿色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422，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

性二者明显相关；其中，绿色知识与关注包装关系最强。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关注之间的相关系数

值为 0.647，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二者明显相关。其中，环境关注与实际购买，关注材料的关

系最强。整体来看，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相关性最强，其次是绿色知识以及环

保态度。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ach variable and clothing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表 4. 各变量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 Pearson 相关系数 

 实际购买 关注材料 关注包装 关注生产 关注运输 总 

环保态度 0.245** 0.321** 0.394** 0.343** 0.341** 0.405** 

绿色知识 0.344** 0.325** 0.360** 0.318** 0.309** 0.422** 

环境关注 0.557** 0.557** 0.542** 0.548** 0.518** 0.647** 

*p < 0.05; **p < 0.01。 

4.2.2. 人口统计特征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因子相关分析 
由表 5 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首先对人口统计变量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年龄和婚姻情况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呈正相关关系；教育程度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呈负相关关

系，因此，假设 H1 成立。教育程度不再与服装消费行为因子进行分析。在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中提取 3
个主要因子：减少服装购买量，环保服装的购买与购买二手服装与年龄和婚姻情况进行相关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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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年龄和婚姻情况与购买环保服装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0~34 岁，35~39 岁之间以及已

婚的消费者更注重对环保服装的购买；二者明显相关。35.79%的未婚消费者从来没有购买过或了解二手

服装，已婚消费者购买过二手服装的比例占 49.51%左右。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lothing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factor 
表 5. 人口统计特征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因子 Pearson 相关系数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服装绿色消费行为 0.186** -0.162** 0.207** 

减少服装购买量 0.029 - 0.207** 

环保服装的购买 0.118** - 0.127** 

购买二手服装 0.057 - 0.095* 

*p < 0.05; **p < 0.01。 

4.3. 各变量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回归分析 

由表 6 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本研究是把环保态度，绿色知识，环境关注当做是自变量，服装

绿色消费行为作是因变量，对其展开线性回归分析，由表数据可知，模型值是 0.441，意味着环保态度，

绿色知识，环境关注可以解释实际购买的 44.1%变化原因。模型检验为(F = 138.013, p = 0.000 < 0.05)，也

即说明环保态度，绿色知识、环境关注中至少—项会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关系，以及模型公式

为：服装绿色消费行为 = 7.832 + 0.737 * 环保态度 + 0.106 * 绿色知识 + 2.739 * 环境关注。另外，通

过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 VF 值全部均小于 5，意味着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且 D-W
值在 2 上下波动，就表示本模型不具有自相关性，样本数据间也不存在关联性，模型是比较好的。结合

详细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环保态度回归系数是 0.737 (t = 4.359, p = 0.000 < 0.01)，二者有明显

关系。绿色知识回归系数是 0.106 (t = 0.488, p = 0.626 > 0.05)，即二者之间没有关系。环境关注回归系数

值是 0.739 (t = 13.677, p = 0.000 < 0.01)，意味着环境关注会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本研究在经过了详细地归纳总结并仔细地研究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环保态度，环境关注会对服

装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中环境关注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程度最大，而其次则

是环保态度。 
 
Table 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and clothing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表 6. 各变量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R2 

B 标准误 Beta 

7.832 5.407 − 1.448 0.148 − 

0.441 
0.737 0.169 0.161 4.359 0.000** 1.275 

0.106 0.218 0.020 0.488 0.626 1.621 

2.739 0.200 0.568 13.677 0.000** 1.621 

因变量：服装绿色消费行为 

D-W 值：1.874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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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千禧一代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年龄与婚姻情况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有正向的相关关系。环境关注、环保态度和服装绿色消

费行为之间有正向的关系；其中环境关注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环保态度。而绿色

知识则并不会影响到服装绿色消费行为，可知，假设 H1、H2、H4 成立，假设 H3 则是不成立的。 
1) 环境关注、环保态度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之间有正向的影响关系。环境关注与环保态度因素对服

装绿色消费行为影响最大，这说明消费者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越多就越有可能激发个人规范；积极的环保

态度会对服装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从而降低服装消费。 
2) 服装绿色知识在高等教育背景中不够普及。研究结果表示绿色知识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相关，但

却对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不具有影响关系，且教育程度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千禧一

代高等教育背景的消费者中对服装绿色知识认识不足，从而也最终就导致了在此次的测量题里面的得分

是普遍比较低的，也就意味着，服装绿色知识对于服装绿色消费行为而言，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3) 二手服装在北京千禧一代未婚消费者当中，是普遍不受到认可的。35.79%的未婚的消费者是从来

没有购买过二手服装，已婚消费者购买过二手服装的比例占 49.51%以上。 

5.2. 建议 

5.2.1. 创新千禧一代环境关注的传播内容，注重对服装绿色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环境关注直接且明显地影响到了服装绿色消费行为，18:00~23:00 这个时间段是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当

中最为活跃的时期，可以表明在该时间段消费者更有可能有效地接收来自互联网各大媒体平台推送的信

息。服装环保知识可以搭载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平台资源共享性高及更新快的优势，在使用人数较

多的时间段向消费者推送不同内容形式的服装环保相关知识，同时，还要积极地革新传播内容、调整传

播渠道。 

5.2.2. 细分服装绿色消费市场，优化产品环保性能 
对北京市服装消费者进行合理的市场细分与有效的市场定位，激活北京市服装消费者非经济层面的

潜在需求。首先，设计服装需要尽最大努力地去选择环保的材料，而选择的这些环保型的材料就一定是

要为纯天然的环保型材料；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要提高投入科技含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旧衣服再利用等方式来促进服装的可循环使用。最后一点，就是

还需要在服装产品外包装或标签标记清楚服装材质、绿色认证等相关标志。 

5.2.3. 培养千禧一代对二手服装产品的认同感 
企业应该努力培养千禧一代对二手服装的认同感。要使千禧一代充分的了解二手服装对环境的有利

影响。结合本次研究的实际分析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本次所有调查对象里面，是有 35.79%的未婚

的消费者从来没有购买、了解二手服装；此类人群之所以不会进行二手交易，主要的一个影响原因是他

们对于二手服装的卫生安全性是存疑的。因此，在二手服装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先建立起二手服装新

旧程度的评价体系，这使得二手服装回收人员能够对适合市场进入的二手服装进行初步筛选，将通过初

步筛选合格的产品进行消毒后投入到市场中，从而提高二手服装最大程度的循环使用；与此同时，也应

该更加积极地、大力的宣传二手服装的社会价值，而且还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方式，尽可能地去培

养千禧一代购买二手服装的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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