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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消费现状与绿色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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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湖南生活水平提高 ,消费能力增强 ,绿色消费成为时尚 ,湖南企业为满足绿色需要 ,提高企业竞

争力 ,须树立绿色营销理念 ,政府当行使监督和引导职责 ,规范和发展绿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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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营销 , 是在绿色消费的驱动下产生的。所

谓绿色消费 , 是指消费者意识到环境恶化已经影响

其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 , 要求企业生产、 销售对环

境及对消费者健康影响最小的绿色产品 , 以减少危

害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消费。 所谓绿色营销 , 是指企

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 , 以绿色文

化为其价值观念 , 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

发点 ,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绿

色营销是 21世纪的营销主流。

一　湖南的消费现状

(一 )全省收入水平稳定增长 ,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 GDP年

平均增长 9% , 为提高人民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 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表 1　近年来湖南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情况

1995 1998 1999 2000

农民家庭人均收入 (元 ) 1 425 2 065 2 147 2 197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出收入 (元 ) 4 699 5 434 5 815 6 219

农民消费水平 (元 ) 1 294 1 921 1 945 1 981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元 ) 3 884 4 813 5 290 5 705

全省居民消费水平 (元 ) 1 752 2 471 2 594 2 723

(二 )消费向名牌产品集中 , 消费倾向处于领先

水平

据全省家电调查咨询显示 , 销售量居前 5位的

名牌家电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比重高达 70%以上 ,

食品行业更是如此 , 人们选择早已家喻户晓、 产品

质量信得过的食品 , 知名度不高的品牌较难赢得消

费者的芳心。

湖南是内陆大省 , 1999年 , 全省人口在全国居

第 7位 , GDP居第 12位 , 经济总量相对落后 ,居民

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 但我省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

民却有相对较强的消费倾向。 1999年 , 湖南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第 14位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居

第 8位 , 1990～ 1998年 8年间 , 湖南农民每增加 1

元钱收入可带动消费增加 0. 99元 , 同期全国平均

每增加 1元收入只带动消费增加 0. 68元。这表明 ,

在同等经济发展条件下 ,湖南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

(三 ) 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 消费观念不断成熟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 , 特别是近几年增加城镇

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使得假日消费、贷款消费、绿

色消费渐成热点。
表 2　近几年内湖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

(单位: 元 )

类别
年　　份

1990 1994 1998 1999 2000

食品 720. 25 1 496. 8 1 907. 6 1 942 1 943. 7

衣着 170. 38 420. 7 458. 4 512. 3 495. 2

家庭设备和日用品 124. 61 301. 9 332. 2 401. 4 544. 5

医疗用品 19. 24 82. 1 183. 9 206. 1 270. 2

交通、通讯 24. 84 184. 6 255. 8 321. 3 395. 6

娱乐、教育和文化 122. 84 316. 6 642. 7 697 753. 8

居住 59. 95 184. 5 411. 2 493 576. 7

其它商品和服务 49. 96 151. 0 179. 2 226. 4 239. 1

从表 2和表 3看出 ,城镇和农村居民在 1990～

1998年间 ,由于改革开放 ,经济快速增长 ,收入的提

高和生活的改善使得消费水平各项指标都是大幅攀

升的 ,增长率几乎都在 300%以上。而在 1998～ 2000

年间 ,各项指标趋向稳定缓慢增长 ,说明居民基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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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已得到满足 ,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可以看

到:在 1998～ 2000年间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 ,在居民总消费中 ,吃、穿的比重不断下降 ,代表较

高消费的医疗保健、通信、娱乐、文化、教育、旅游服

务等支出比重上升。 2000年 ,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支

出中食品消费与 1999年同期基本持平 ,衣着消费下

降 ,而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居

住、旅游分别增长 50. 3%、 50. 7% 、 21. 9% 、 25. 8%

和 1. 18倍。 消费结构的优化体现了消费水平的提

高 ,反映消费变化的恩格尔系数表明 , 2000年的湖

南城镇居民 (为 39. 1% )已经步入“富裕”行列。根据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是由低到高逐渐向

上发展的 ,因此步入“富裕”行列的饮食消费不再是

吃得饱 ,而是吃得营养、健康 ,不仅追求物质需要 ,更

追求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 ,所以以绿色、自然、和谐、

健康为宗旨的绿色消费观念应运而生 ,成为 21世纪

的消费时尚。
表 3　近几年内湖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

(单位:元 )

类　别
年　　份

1990 1994 1998 1999 2000

食品 390. 73 665. 72 1 107. 23 1 122. 96 1 053. 37

衣着 38. 42 61. 23 91. 45 82. 65 89. 78

家庭设备和日用品 33. 02 50. 39 85. 69 79. 73 78. 05

医疗用品 17. 82 29. 28 61. 69 62. 13 82. 23

交通、通讯 5. 41 21. 59 45. 90 60. 24 99. 38

娱乐、教育和文化 38. 96 98. 91 206. 6 207. 67 222. 50

居住 82. 28 148. 63 251. 73 267. 92 251. 92

其它商品和服务 2. 09 12. 98 38. 88 36. 86 65. 72

　　二　绿色消费成为时尚 ,绿色产品是消

费者的首选

　　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 ,多从自身健康考虑。调查

结构表明:经常购买或购买过绿色产品的消费者当

中 ,“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人民新的时尚。
表 4　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动机

购买动机
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

追求一种

消费品味
环境保护

综合三种

因素考虑

百分比 48% 8% 7% 37%

在另一项调查中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 98人中 ,

表示对绿色一定购买的为 55人 ,可以考虑的、无所

谓的、目前经济条件尚不成熟暂不购买的 ,和坚决不

购买的分别为 12人、 24人、 7人和 0人 ,分别占调查

总人数的 56. 12%、 12. 24% 、 24. 49% 、 7. 14%、 0%。

总体看来 ,这些调查者中 ,有一大半的人可视为绿色

消费的坚定实行者或支持者。 他们在食品上追求营

养健康 ,衣着上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态服饰 ,住宅上追

求生态学与建筑学相结合的微型花园、私家园林住

房 ,“行”上追求节能型和无污染的电动汽车、太阳能

汽车等绿色交通工具。

可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环境意识

的增强和国际环保浪潮的高涨 ,以购买使用“环境标

志”产品为特征的“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世界总体

消费的大趋势。无论是家用电器 ,还是食品及日用

品 ,只要使用了绿色环保标志 ,不仅意味着产品的质

量有保障 ,而且还能给人们带来健康和安全。上方是

太阳 ,下方是叶片 ,中心为蓓蕾 ,组成一个正圆形 ,这

就是绿色产品的标志。实施环境标志 ,意味着对一种

产品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环保控制 ,从而

使产品从原料生产到回收利用全过程对环境影响最

小。有这种环境标志的产品 ,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

品 ,才是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 ,有专家预言 ,未来的

消费必将是完全绿色的消费。

三　绿色营销是 21世纪企业兴衰的根本

(一 )实施绿色营销有利于企业突破国际贸易中

的绿色壁垒 , 提高企业形象和声誉 , 扩大出口

加入 WTO后 ,我国市场将向世界各国敞开 ,随

着国内竞争国际化 , 竞争程序的日趋激烈化 , 在各

国普遍采取绿色壁垒限制进口的条件下 , 如果我们

不认真研究各国的绿色壁垒并采取相应的战略措施

突破其绿色壁垒 , 届时我们的产品不但不能在国际

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相竞争 , 而且在国内市场

上也很难争得一席之地。

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 , 可

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 对于出口企业尤其

如此。例如 , 海尔集团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 , 不仅

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声誉 , 而且帮助其成

功的将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 它利用绿色技术开

发的绿色环保冰箱已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 至于如

何树立企业的形象 , 树立什么样的企业形象 , 一方

面要结合本企业实际突出企业的特色 , 另一方面也

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绿色象征自然、 生命

和希望 ; 绿色寓意宽容、 善意和友爱 ; 绿色代表舒

适、健康和活力。绿色是 21世纪企业经营的主色调 ,

以绿色为特色塑造企业形象是现代企业的最佳选

择 , 而绿色企业形象的树立则有利于冲破国际贸易

175　第 3期　　　　　　　　　　　　　　　　　涂湘波等:湖南的消费现状与绿色营销　　　　　　　　　　　　　　　　　



壁垒 , 扩大企业产品的出口。

(二 )绿色消费方兴未艾 , 得 “绿色” 者得市场

绿色消费引起生产与市场营销领域的一场空前

壮阔的绿色革命。 绿色消费需要 , 引起了各生产企

业管理者观念的更新 , 生产与经营者不顾环境的时

代已经过去。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 , 必

须研究和开发新的绿色产品 ; 为了创造适销的一流

产品 , 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现清洁生产 ; 为

了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必须树立绿色环保新形象。于

是 , 绿色产业迅速崛起 , 绿色产品风靡全球。

金健米业在市场疲软、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探索

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的经营模式 , 着重调整产品结

构 , 重点发展营养健康、 绿色环保等高档产品。已

开发成功的 “米糠营养素的综合利用” 项目以及

“米糠营养油”、 “营养米片”等高附加值保健功能绿

色食品并进入大规模的市场推广期 , 成为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 金健米业现已进入中国绿色食品协会

公布的 《全国绿色食品名录》。再如 , 益鑫泰的麻类

纺织产品是 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功能性纺织“绿

色产品”之一 ,它以其天然的本质和独特的功能 ,在

“返璞归真、 舒适健康” 的绿色潮流中备受青睐。

实践已证明 , 谁重视绿色需求分析 , 把握绿色

市场规律 ,积极开发绿色产品 , 把握绿色市场规律 ,

积极开发绿色产品 , 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地位 , 吸引更多消费者 , 获取更多利益。

　　　　四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实施

绿色营销的保障

　　尽管一国绿色营销的发展程度与该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 但我们绝不能以经济发展水

平低而忽视它。我们不能再步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

理、 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后尘 , 而要

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 “后发” 优势 , 保持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同步运行。湖南省政府对环境问题非

常重视 , 2001年由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省委宣传部、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 16个单

位发起组织的第六次 “三湘环保世纪行” 的主题是

“高举绿色旗帜 , 保护生态环境”。 几年来取缔和关

停了 18种严重污染环境的小型企业 1 300多家。政

府按照围绕一个中心 (改善环境质量 , 达到阶段目

标 ) , 实施两大举措 (总量控制、 绿色工程计划 ) 加

大三个力度 (环保宣传、 环境管理、 环保执法 ) 力

求四个改善 (工业污染、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

环境以及环保部门自身工作 ) 的思路开展工作 , 为

湖南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由于政府环保法规的执行、生产标准的提高 ,对

绿色消费和绿色营销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 特别是

在环保意识培养阶段 , 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和行政规

章制度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措施 , 如国家出台无氟制

冷相关强制规定 , 使得家电产品中绿色产品比重最

高 , 有的高达 80% - 90% , 所以 , 湖南省出台了

《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 “九

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 《跨世纪绿色工程计

划》、 《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件》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

府及绿色商品认证机构还要开展绿色消费的倡导和

辅助工作 , 净化绿色市场环境 , 杜绝假冒产品对绿

色市场不良影响 , 宣传、 普及绿色商品及其认证知

识 (包括认证的严格指标、 程序及管理 ) , 使商场经

营者和市场消费者都清楚什么是绿色商品 , 如何识

别、 了解绿色产品对环境的贡献 , 理解绿色产品功

能价格比的真实含义 , 绿色产品才可能真正被环境

意识逐步增强的商家和消费者所接受、 青睐 , 在市

场开拓中走进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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