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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阿格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即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是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并预言经济危机将被消费领域出现的生态危机所取代，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危机。基于阿格尔异化消

费理论的主要内容，试析当代中国消费领域出现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等问题及其产生缘由，

从消费的绿色化转型、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树立绿色消费理念等方面探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于绿色

消费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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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n Agger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m.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his 
theory is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consumption. Alienated consumption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world. Agger believes that alienated consumption is 
the direct fuse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predicts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consumption field an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risis in 
the world today. Based on the main content of Agger’s alienated consumpt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advanced consumption, luxury consumption and conspicuou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7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79
http://www.hanspub.org


徐嘉敏 
 

 

DOI: 10.12677/acpp.2022.114079 445 哲学进展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umption field and their caus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Ager’s alienated consumption theory for gree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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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异化消费在中国的扩散不仅导致了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且危害了人的全面发展。根据阿格尔异

化消费理论的内容，分析异化消费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引导消费的绿色化转型，对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 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阿格尔 1979 年发表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他首次明确定义了“异化消费”的概念，

即“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

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 p. 494)阿格尔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三方面的诠释，第一，异化消费揭露了在资

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工人的工作是机械乏味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枯燥苦闷的；第二，工人处于

受资本家剥削的地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鼓吹消费

主义与消费文化，妄图使工人在消费时弥补生产中枯燥苦闷的情绪；第三，资本主义通过大肆宣扬消费

主义价值观来迷惑大众，通过向工人灌输人生的目的是追求自由，人们要用物质需要取代全部的精神需

要，将消费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实现途径，久而久之腐蚀人们的思想。在阿格尔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

会，资本家为了达到追求更多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目的，只能通过大量生产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一过

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过剩产品，资本家又通过刺激消费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以此恶性循环。可以说，资本家通过刺激消费来达到其扩大生产的目的，而这一目的需要全社会形成以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价值观的共识。实际上，消费者由于受到不断扩大的消费欲望控制，在进行消费

时已经不再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了一种虚假的、被迫的需要。 

2.1. 异化劳动导致异化消费 

阿格尔在充分肯定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对于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界定，

阿格尔认为异化劳动的产生是异化消费这一现象得以存在的条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内在关系的批判上，阿格尔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对

异化做出了新的阐释，异化是指“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

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1], p. 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充当着生产线上可被替代的工具角

色，工人的主体性渐渐被消解。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利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来消除工人

阶级的反抗意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消费成为隐性意识形态统治的合法形式，而这种“合法性是以许

诺高消费而获得的”([1], p. 293)。异化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而这种操控以一种非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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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实施，是在物与物的关系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中后，异化现象向个体的内在精神的渗

透。同时，如果我们回望资本主义劳动发展过程，从手工业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工业的发展道路，“就

可以发现这种合法程度不断增加，工人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 p. 149)工
人整日处在碎片化的机械劳动中，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停滞的，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流动的性质，劳

动者变成了流水生产线上的操作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在异化劳动的渗透下甘愿成为机械重复的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零部件。资产阶级以一种看似合理的运行规则将劳动过程分成局部的系统的组合，工

人把这种运行规则当作是“第二自然”，从而导致人隶属于机器而丧失了主体性。然而，这种奴役的状

态甚至不被工人自身所察觉，工人看似是自由的，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实际上工人自身

甚至也被物化成了商品。西方社会消费主义至上的原则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支配着工人，物对人的支配导

致了人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迷恋。在这种虚假意识的控制下，工人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丧失了

斗争意识与人的自主性，盲目地去追求并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2.2. 异化消费引发社会危机 

异化消费本质上是资本家通过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刺激劳动者产生虚假需求进而导致非理性消

费行为。由于异化消费是建立在人们摒弃真实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它必然会造成人对自身本质的、

真实的需要的抽离，引发社会危机。 
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框架中，人们并不是将自身的需求与商品的价值属性对应，人们获得的商品不

再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异化消费使人们的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

([2], p. 494)。在消费至上价值理念的渗透下，消费者的需求变成了资本逻辑控制之下的虚假需求，这种有

意识塑造的“需求”则是资本家通过大众媒介反复强化刺激形成的。虚假需求的目的在于控制人的自主性，

操纵消费使得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就能满足自己。人成为了被消费控制、奴役的对象，消费变成了

与人自身相对立的存在，消费者与消费行为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颠倒，并最终导致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丧

失自主性。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资本家投放的广告的意识渗透，何种商品会掀起新的追捧浪潮，何种

审美将是大众认可的标准，都是在无形之中被资本家牢牢掌握的。很少有人会质疑大众媒介宣传的内容，

而是盲目地跟随着所谓的“潮流”、“热点”购买商品，人们渐渐丧失了自主购买商品的能力。 
在异化消费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金钱关系，表现为以金钱为纽带的物与物的关系，人们盲

目追求物质生活丰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盛行，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空洞且扭曲。在资本家设

定的虚假需求的刺激下，人们的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消费。物质世界的丰裕成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人

生目标，因而精神世界也伴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而愈加空洞。人们消费的越多满足感就会越低，

因为购物效力有限，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物质世界不断丰富，但人们内心却愈来愈空洞。人们

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消费的需求，被迫接受超出自己身体负荷的、并不能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

满足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本身就是异化形式的劳动，长此以往，人们的精神世界便会因为异化消费而变

得扭曲、痛苦和压抑。 

3. 异化消费对当前社会的危害 

异化消费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逐渐兴起和蔓延以来，其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

等领域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现，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3.1. 异化消费导致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 

消费活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一种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社会性经济活动，实质上是

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物质和能量转换的过程。人类消费行为的两端都连接着自然：其一，满足人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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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要的各种商品从根源上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直接或间接改造；其二，人类消费结束后的各种废弃物最

终都要排放到自然界。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人类消费活动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超过了资

源再生的替代率，产生的废弃物超过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转换平衡就会被

打破，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异化消费价值观的引导下，消费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物的满足，

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3]消费成为了向他人炫耀财富、地位和身份的手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

中，时尚成为了衡量消费品价值的指标，“只有具有时尚价值的消费品才能受到人们的青睐，相反仅仅

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时尚价值的商品很快被人们所抛弃。”[4]由于时尚的更新周期短，通常情况下商

品的使用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就由于不符合时尚标准而被淘汰，其结果往往导致自然资源的极大程

度浪费。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对于异化消费由生理层面向心理层面的过度做出了分析，他指出在

消费社会里，“消费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这种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面，因而

它是无限的要求。”[5]显然，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无限增长的消费欲求，其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枯

竭。同时，大量生产引发过量消费，从而导致大量相对过剩的消费产品引发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和水污染，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超越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度，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美国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为了迎合不断扩大的市场，自然资源消耗将会加快，能

源和燃料的使用效率相对来说就不会被看得太重。”[6]异化消费现象的蔓延导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

的矛盾不断加剧，资产阶级为了谋取利益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导致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 

3.2. 异化消费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消费过程作为人们用物品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活动，表面上属于个人的范畴，实际上该活动

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物质实践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主要通过消费关系在

当代社会中表现出来。消费过程是否体现公平正义，直接关乎社会和谐发展和人际关系稳定。消费主义

以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价值导向，将个人利益至上视为价值原则，以无限制的占有为消费甚至生活唯

一的、终极的目的，在现代的西方社会，人们不仅仅停留在对物的占有上，自我、意识和习惯等都成为

被占有的对象，漠视他人的存在和利益，进而导致人际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消费主义将消费与时尚、财富、地位等概念联结在一起，无形中促使人们追求消费的“符号价值”，

他们鼓吹消费的实质是要“向社会传达某种优越感，以挑起他人的羡慕、嫉妒和尊重”[8]。在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购买能力的巨大差距，整个社会不公平感

由此表现出来。长此以往，高薪阶层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成为中低收入阶层争相效仿的对象，

也成为了诱发社会动荡，产生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3.3. 异化消费剥夺了人的自由 

在消费主义弥漫的社会中，人们逐渐把幸福寄希望于消费行为，并将异化消费作为通往幸福的唯一

途径。消费主义迫使人们产生“虚假需求”，整个社会沉浸于对物质的欲求和享受之中，陷入了商标符

号所赋予的虚假价值的陷阱，无限度地盲目追求高消费，使消费从生存的方式变成了目的，人们渐渐失

去了丰富精神世界的动力。异化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时消

费的目的已不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社会学》中提到，目前

的消费观念是由于对自我认同和个人身份构建而产生的非人格化的交流，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标

榜自我价值的东西。[9]因此，商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划分的标识，

在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背后，消费者有限的生理需要已经转化为了无限的心理欲求。这种看似自由

的消费并非真实的自由，消费作为被异化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欲望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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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主张“生存即消费”、“占有式生存”的价值原则，将高消费和占有尽可能多的物品作为

人生的追求和价值。消费产品本来是由人生产，且用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物品，但是由于消费主义对

财富和符号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人为物役”的消费异化，弗洛姆指出，消费主义“使人自身越来越

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再是用来服务于人，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10]在这对物

品盲目地追逐过程中，人不仅不能体会到幸福，甚至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4. 绿色消费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分配收入的显著提高，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得出，我国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60%。[11]从消费的角度来看，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需要实现经

济的绿色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消费。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突出体现，

纵观中国整个绿色消费发展与转型的进程，绿色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在经济体系内

部推动消费在生产领域的转型措施较为完善，但是在消费领域则较为薄弱。纵观国际消费发展局势，联

合国致力于 2030 年达到可持续发展、防止气候恶化、倡导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等目标，世界范围内

的环保组织和部门也越来越注重消费的绿色化转型。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研究表明，由

于当前政府在居民生活消费领域的管控力度较为宽松，导致从 2008 年起，居民生活领域的能源及资源消

耗大幅度上升，污染排放物持续增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12]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

员会统计得出，生活领域的资源消耗与浪费现象已经超过了生产领域，成为未来影响我国经济朝着绿色

化转型发展过程的最主要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大推行全民绿色消费

的趋势势不可挡。 
在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绿色消费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就目前世界范围内一些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我国的绿色消费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绿色消费在整个经济体系中

的地位尚且较低，绿色消费的发展动力不足、阻力较大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发

展空间。 

4.1. 通过建立政策诱导机制培养了居民绿色消费观 

我国对于绿色消费领域的重视起步较晚，我国在 2001 年首次提出了“绿色消费”的概念，倡导经济

与环境协调发展。2016 年国家出台印发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绿色消费”

这一举措，到了 2020 年基本建立长效机制，绿色消费理念才成为社会共识。[13]但是，我国绿色消费的

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虽然居民绿色消费观念和可持续发展消费

方式的普及化程度高，但是总体上经济欠发达地区较经济发达地区差距仍然较大。其二，消费者对于绿

色消费这一概念理解片面化，比如很多消费者简单地认为杜绝浪费和购买绿色产品就等同于绿色消费，

却没有注意到产品的整个产业链是否绿色化、可持续化和生态化。其三，绿色消费在具体的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阻力较大，由于绿色产品对于技术和成本的要求较高，所以生产出的产品价格相比于普通产品较

高，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积极性。 
培养居民的绿色消费观，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出台推动绿色消费落实的政策及制度，让绿色消

费观念走入校园、社区和农村等地，提升各行各业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具体来讲，政府应完善绿色采

购政策，将绿色采购的环节和标准细化，扩大绿色消费的采购范围，让绿色采购的标准涵盖到整个产业

链的全过程，在全社会推行绿色采购。建立健全绿色产品的统一认证指标，扩大指标的适用面，加快推

进绿色化、可持续化、生态化的产品认证，同时也要提高企业认证标准，确保高品质绿色产品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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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4.2. 通过健全法律保障机制促进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我国现阶段对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法律机制支撑尚不完善，未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惩处机制和约束

机制。在现行的企业绿色采购指南中，对于企业的采购约束力度不强，绿色消费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尚未

得到解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德国采用以财政补贴来反哺新能源的消费，用产品责任制度绿化产业链

条，积极采取各种保障制度推动绿色消费的发展。日本的绿色消费法律体系相对完善，通过对资源进行

循环利用来推动绿色消费、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共清洁等方面，为绿色消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14]在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消费的绿色化转型提供法规保障

基础。 
具体来说，在法律保障机制层面，我国应当出台具有针对性的绿色采购法，为公民绿色采购提供法

律层面的保障。在税收层面，应补充完善整个消费税的征收体系，在其中纳入绿色产品的征收标准，相

应的提高污染、高排放、污染生态环境的产品消费税征收标准。在法律执行层面，应完善相应的奖惩机

制，建立产品消费绿色化的等级制度，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度，让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4.3. 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助推绿色消费水平 

绿色产品市场所决定着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水平，只有市场将绿色消费观念转化为实物的绿色产品，

消费者才能进行绿色消费。一方面，根据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原理，绿色产品的价格将决定消费者的绿

色消费水平，通常情况下，使得绿色产品相较于同类型普通产品价格偏高的原因主要受产品成本和生产

工序的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根据价格弹性原理，非必需品的价格弹性较灵活，我国消费者多数仍认为

绿色产品属于非必需品，仅有少数中高收入群体接受程度较高，这说明在绿色产品与一般产品的比价中，

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着绿色产品的供给水平，只有通过技术创

新，绿色产品的价格下降，绿色消费规模才会进一步扩大，并且只有当科技发展水平能够是的绿色产品

与普通产品的价格相对平衡或接近时，大规模的绿色消费才能够实现。这种需求也反过来助力绿色科技

创新水平不断前进。 
科技的进步能够推动绿色消费领域的形成，例如低碳技术的改革措施使得消费者消费意识得以转变，

与此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一些新兴能源如光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发电等绿色低碳消费的兴起。在规

范绿色消费市场，建立健全绿色消费制度与法规的基础的同时，也应当提升绿色产品的技术创新水平，

形成绿色供给与绿色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造福消费者。 

5. 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于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的现实启示 

综上所述，异化消费在中国的扩散不仅会导致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并且会危害人的全面发展。对

此，针对异化消费在我国兴起的具体表现，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遏制其产生的危害。 

5.1. 将资本逻辑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资本追求价值增值具有其历史必然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

门应当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资本逻辑加以限制，杜绝被资本的逻

辑所控制。从具体措施上讲，第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拒绝“唯 GDP 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

“唯 GDP 论”必然导致政府对于资本追逐价值增值现象的放纵，在这一理论导向下，消费不再是满足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当扩大的生产规模面临着相对过剩的危机时，克服

危机的手段就变成了刺激消费以避免经济衰退。只有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才能避免陷入资本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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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让消费成为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5]第二，政府要加强对广告

传媒的引导和管制。通过对于大众传媒的控制，避免广告传媒成为异化消费的平台和传播渠道，另外，

运用国家控制大众传媒，大力宣传绿色消费观，引导整个社会形成合理的消费风尚。第三，政府应当运

用宏观调控将生产控制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范围之内。按照资本逻辑的发展，势必会激发生产部门的盲目

性，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在生产阶段对此类型行为进行管制，出厉害宏观瓶红，

大力整治异化消费特点明显的产业，如明显满足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需要的产业，就能避免陷入异化消

费的陷阱。 

5.2. 利用多重手段遏制异化消费在一些群体的蔓延 

我国的异化消费群体多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与领导干部阶层，针对这一特点，遏制消费主义在

一些群体的泛滥，需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调节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

扩大必然带来消费差距的扩大，抵制异化消费现象需要降低异化消费产生的物质基础，对于通过合

法渠道获得的较高收入，应当采取一些税收手段进行调节；而对于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大量财富的，

应当依据法律给予严厉打击。第二，完善消费税相关政策，通过税收减小消费差距。我国当前在消

费税的征收范围和税率规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一些高级奢侈品(如豪华游艇、私人飞机、豪宅、高

尔夫球具及设备等)如未征税或者征收低税率，未能有效发挥其调节贫富差距、抑制消费主义行为的

作用，需要结合实际加以完善。三是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强力扫除少数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

中存在的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要通过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切实解决在公务活动、职位消费等领域

存在的奢侈浪费现象；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遏制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杜绝利用公共权力进

行奢侈消费、炫耀消费。 

5.3. 大力弘扬科学的绿色消费观 

人的消费行为总是受一定的消费价值观支配的，如果没有正确消费观的指导，错误的消费价值观就

会趁虚而入。如果消费仅仅是为了取悦某个人或者某种价值观，则会失去人本身的主动性，沦为异化消

费的附庸。[16]应充分认识到，每一个消费者只有牢固地确立科学消费观，方能自觉地抵制消费主义价值

观的入侵。科学消费是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有利于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消费观念与消

费行为。从消费的目的来看，科学消费认为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其最终目的是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为消费而消费的“欲望的满足”，它不否认物质消费的重要，更强调

通过精神文化消费培养人的“浩然之气”；从消费的社会关系来看，科学消费承认社会成员消费差距的

存在，但反对基于两极分化的而导致巨大的消费差距，主张满足所有人的基本消费需求，追求消费公平

和社会和谐；从消费与自然的关系看，科学消费反对人类对自然一味地掠夺和索取，主张消费应充分考

虑后代人的消费需要和生态环境的平衡，是一种可持续的消费。 
确立和弘扬科学消费观，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要对消费者进行行之有效的消费教育。不仅要

通过学校对大中小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消费观教育，而且要深入企事业单位、社区对各种类型的消费者

进行形式多样的消费教育。二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科学消费观舆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

利用大众媒介积极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搞好消费舆论监督；另一方面，要对大众

媒介的广告宣传加强监管，过滤其负面的消费主义因素。三是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科学消费观的确立。要

构建促进消费者科学消费、远离消费主义的激励约束机制，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规范消

费行为。四是要通过打造清正廉洁的政府，发挥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在科学消费中的正面示范作用。总

之，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生活性消费，必须培育甚至强化绿色消费理念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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