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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营销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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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营销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

兴起，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环境营销研究的关注。为了推进环境营销领域的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环境营销概念的内涵、特征和发展历

史，接着较为全面阐述了环境营销的理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地悲剧理论。随后本文对环境营

销研究的主要文献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梳理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营销问题的未来研究机会与挑战，并做出了未来研究的展

望。本文力求全面而精炼地对环境营销研究的各个方面做一个较为深入的介绍，以期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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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营销观念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营销学界与业界的

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曾经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

靡一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兴起，中国外

卖和快递行业带来严重的包装污染问题，共享经济对环境

营销的最佳实践，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环境营销研究的关

注。为了推进环境营销领域的研究，本文力求全面而精炼

地从环境营销的内涵、理论基础、主要文献做一个简要的

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营销问题的研究方向、机会和

注意事项，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推进有所贡献。

1 环境营销概述

1．1 环境营销的概念

市场导向的营销观念虽然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

需要的同时，也给全球的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于是以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营销就应运而生。

一般认为，只要在营销中考虑到环境责任的营销观念

及活动就可称为环境营销。环境营销将企业的自身利益，

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利益三者相结合，致力于促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的改善。环境营销的概念范畴包括绿色营

销、生态营销和可持续营销。关于绿色营销，美国市场营

销协会的字典给出了 3 个方面的定义: ①零售定义: 产品

营销以环境安全为前提; ②社会营销定义: 产品开发与营

销应致力于最小化对实体环境的负面影响或提升其品质;

③环境定义: 组织生产、促销、包装和召回产品的工作对生

态关注是敏感和负责任的。

关于生态营销，Henion 和 Kinnear ［1］最早给出的定义

是: 生态营销关注所有引起环境问题的营销活动，并服务

于改进环境问题。Van Dam 和 Apeldoorn［2］认为可持续营

销是一种新的营销和经营观念，它致力于寻求满足当代人

需要的同时，不去损坏下一代的利益。

从上述定义来看，这几个概念非常相似。很多学者对

环境营销、绿色营销、生态营销、可持续营销的概念并不作

严格区分，维基百科中甚至将这四个概念合成一个条目。
Polonsky 和 Mintu－Wimsatt ［3］认为，绿色营销、生态营销、

可持续营销都属于环境营销的范畴。

1．2 环境营销的特征

从概念内涵来看，环境营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

环境营销观念要求企业在营销中不仅要考虑企业和消费

者利益，还要考虑社会和环境利益，企业需要遵守道德规

范，履行社会责任。其次，环境营销体现在市场调查、新产

品开发、定价、促销、分销及售后服务等营销活动的全过

程，强调在传统营销组合中纳入环境因素。最后，从目标

看，环境营销要实现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三方面的平

衡，目标是使企业的利润目标与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相协

调，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3 环境营销观念的发展历史

通过文献回顾，并主要借鉴 Peattie ［4］和 Frank－Martin

＆ Peattie ［5］的观点，本文认为将环境营销发展历史可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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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生态营销: Henion 和 Kinnear ［1］提出的生

态营销观念来源于人们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对社会和环

境问题的关注。1972 年，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文章《增长的

极限》使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

自然资源的脆弱性。

第二阶段: 环境营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生态环境

恶化加剧，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加深，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开始得到广泛传播与推动。

第三阶段: 可持续营销: 可持续营销是指着力维持经

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市场营销观念，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协同。可持续营销基于全球的视角，强调辨明人类的

生产与消费系统与环境问题的关系。

2 环境营销的理论基础

环境营销研究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循环经济理论、

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地悲剧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认为循环经济是以物质资源的循环使

用为特征的。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侧

重于整个社会物质循环应用，强调的是循环和生态效率。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也称为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分为

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个人通常会倾向于“外部不经

济”的消费行为，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管制政策消除损害。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既具有共享性又具有非

排他性，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或者有政府干预，以实

现公共品的最优生产和分配。

公地悲剧理论指的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它认为每一个个体都

寻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其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

源的人们。

3 环境营销研究述评

本文将环境营销的研究分为绿色消费行为研究和环

境营销管理研究。

3．1 绿色消费行为研究

环境营销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绿色消费行为方

向。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消费的内涵以

及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分述如下:

( 1) 绿色消费行为的内涵研究。Elikington ＆ Hailes［6］

将绿色消费定义为避免使用危害健康、在生产使用中造成

大量资源消耗、过度包装、出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含有

虐待动物的商品。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绿色消费具备

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处理产品过程中

不污染环境、不浪费资源; 二是消费者注重抵制或不消费

破坏生态环境的产品; 三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损害社

会利益。

( 2) 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将影响绿色

消费的主要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因素和心理因素。

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个体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等。

Brough ［7］ 等人的研究表明，性别显著地影响到消费者的

绿色消费行为选择。收入是影响消费者实际购买选择的

重要创约因家。Polonsky 和 Ｒosenberger ［8］的研究认为月

收入超过 5 000 美元，人们就会愿意花钱在绿色消费上。

Liere 和 Dunlap［9］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比其他人群更

关心环境。

影响绿色消费行为的心理因素可以归结为意识、学习

和态度。其中绿色心理意识是绿色消费的内部心理基础;

学习促进了绿色消费行为的产生和强化; 计划行为理论认

为消费者对绿色营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色消

费行为。Balderjahn［10］的研究认为，消费者对环境问题认

识程度会影响他的绿色生活方式态度，积极的绿色生活态

度会更多地参与绿色产品的购买和消费活动。

3．2 环境营销管理研究

环境营销管理方面的研究包括绿色产品开发、绿色产

品定价、绿色渠道管理以及绿色营销沟通等。

现有绿色产品开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绿色产品开发

的影响因素，如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市场产品结构、竞品

价格，企业资源与能力的因素－如资金投入、技术水平等，

以及外部因素－如政府政策、环保组织关切等［11］［12］。

绿色产品定价方面，Drozdenko［13］等人认为影响因素

包括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的额外费用、多样化的绿

色产品类别之间的关系、绿色产品消费的税收减免额等。

绿色渠道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产品的供应链和分销

渠道中技术和管理的应用。

绿色营销沟通是通过媒体向消费者和社会传递绿色

信息，引导消费者的绿色需求，最终促成绿色购买。绿色

沟通的主要手段包括绿色广告沟通、绿色推广沟通和绿色

公关沟通。

4 环境营销研究的机会与挑战

4．1 环境营销的研究机会

( 1) 加强绿色消费心理及行为的机制研究。目前绿

色消费的心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还只是停留在起步阶

段，大多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

可以利用认知理论、信息加工理论，消费决策理论等来着

眼于绿色消费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

( 2) 拓宽绿色消费研究视角。可以尝试从经济学和

社会学的角度来对绿色消费行为进行探究。另外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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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研究绿色消费行为，比如近年来比较

热门的社会网络营销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用参照群体影

响、社会传染理论等来进行研究。

( 3) 利用新的情境对原有的研究结论进行重新检验。

当前互联网与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环境营销提供了许

多新的研究情境，这些都是做出理论贡献的很好机会。

( 4) 积极捕捉新的环境营销研究问题。研究者需要

关注与环境营销有关的新的经济动态、新的商业模式，保

持理论敏感性。

( 5) 考虑环境营销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结合。比如可

以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营销的相互关系研究、企

业环境营销会计和审计问题的研究、企业环境营销与供应

链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4．2 环境营销的研究挑战

( 1) 研究理论上的挑战。目前环境营销研究的理论

基础主要来自经济学与心理学，这些理论是否可以很好地

解释新出现的环境营销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仔细地甄

别，既要保持对理论的敏感性，也要关注新问题的特殊性。

( 2) 研究方法上的挑战。以往的环境营销大多以定

性研究为主，原因在于环境营销研究缺乏可操作性的定

义，难以测量。未来需要学者们积极开发环境营销研究的

构念与量表，以利实证研究的发展。

( 3) 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衔接的挑战。已有的环境

营销研究大多未能有效地将研究成果与企业环境营销实

践进行很好的结合。未来的研究除了力争在理论上取得

突破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介绍了环境营销概念的内涵特征、发展历史

和理论基础，接着对环境营销研究的主要文献做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回顾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营销问题

的未来研究机会与挑战。笔者相信，随着新的环境营销实

践的不断出现与发展，环境营销的理论研究也会与时俱

进。伴随着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和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环境营销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

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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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rketing literature review

LIN Li-ming
( School of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has been put forward，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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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and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it has been prevailed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ise of internet and shared economy，

people have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research again． In order to promot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Firstl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and then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marketing，includ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heory，the externali-

ty theory，the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ory． Then，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main

literatures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research，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and makes a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research，in order to benefit the scholar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green marketing; eco－marketing; sustainabl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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