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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议题的增加，政府和企业开始关注碳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双碳愿景。在“双碳”背景

下，营销管理工作作为企业运营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企业绿色营销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旨在降低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绿色营销来改善的行业形象，提升行业竞争力。本

文通过对绿色营销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总结了近几年关于绿色营销研究相关理论、发展现状及进程，

同时分析当前我国企业在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绿色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前景，希望能够为企

业实现绿色营销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综上，有必要对绿色营销的研究与发展做一个系统

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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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o focus 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tting forward the dual-carbon as-
pi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arbon” goals, marketing managemen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an 
enterprise’s operational system, has gradually made green marketing a trend, aiming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waste.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choose to 
improve their industry image and enhance industry contestability through gree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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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 delivers a structured assessment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green marketing, and 
summarizes recent years’ theories, current status, and progress in green marketing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issues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reen 
marketing in the new era of the dual-carbon background, hoping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enter-
prises to achieve green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um-
mary, it is essential to administer a method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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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高峰会使得大家见证了经济向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在这种情况

下，绿色营销作为企业的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营销战略，可以增强自身环保意识，更好地满足社会

大众的绿色消费需求，为构建节约型、环保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因此，

本文参考目前有关企业绿色营销的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对企业的绿色营销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2. 绿色营销的相关理论 

2.1. 必要性 

满足社会大众绿色消费需求；大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品质和特征，趋向于选择环保和可降解的商品。

例如，星巴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广环保型可循环使用的咖啡杯，同时鼓励客户使用自己的咖啡杯并提

供折扣作为奖励。这一举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提高了销售额。 
加强环保型节约型社会的构建；企业通过绿色营销管理，大幅度减轻了对资源成本的浪费和对环境

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通过绿色电力营销、绿色交通营销、绿色建筑营销等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

社会大众提供既符合安全标准又健康环保的产品。 
扩展核心竞争优势；企业在绿色营销这个过程中对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回收再利用，从而在保障生产

经营效益的同时，也能为社会效益提供保障，提高其核心能力。 

2.2. 相关概念 

近年来，国内学者以更全面成熟的角度研究了绿色营销。黄浦等(2013)认为，绿色营销是企业从环保

考虑，将盈利和发展相统一的一种新型营销理念和营销策略[1]。王霞(2020)认为将绿色营销理念与内部

的管理机制融合起来，确保企业各项活动的稳步运行[2]。韦思义等(2022)将绿色营销可以定义为将环保

理念贯彻到企业的各个环节，满足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利益的新时代营销模式[3]。经过系统归纳，绿

色营销逐渐将绿色文化、产品、服务及形象等融入其核心价值理念之中，更好地指导企业日常经营管理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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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营销的发展现状及进程 

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利用关键词分析、文献计量等方法总结关于绿色营销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并对其内容作更

加详尽深入的分析，本文数据选择了 2017 至 2022 年收录于 CNKI 的国内学术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以智能检索加人工筛选后的企业绿色营销相关文献为研究样本整理所得共 622 篇，它们的来源类别不尽

相同(如图 1)，对国内近年来有关绿色营销的基本发展动态、热点领域进行分析。 
 

 
Figure 1. Categories of source documents (2017~2022) 
图 1. 文献来源类别(2017~2022) 

3.2. 文献特征计量分析 

3.2.1. 文献年度发表数量 
从二十世纪末起，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全球国家的高度重视，由此，学术界对这一系列引

发的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2017 年至 2022 年 CNKI 学术期刊以绿色营销为相关主题的文献研究数量为

622 篇。从图 2 可以看出 2017 年至 2019 年这三年的绿色营销的相关文章数量处于平稳状态，没有过多

的起伏。但是从 2019 年开始，关于它研究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9 年至 2020 年内下降幅度最大，

2020 年至 2021 年保持平稳，几乎没有波动，在 2021 年至 2022 年绿色营销相关的研究再次出现了显著

的减少，可见在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研究数量在近几年并未取得显著的突破或增长。 

3.2.2. 学术期刊分布情况 
基于知网的资料，我们探究了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如图 3)可以看出，商业经济研究为主要研究范畴。

其次是质量与市场还有价值工程和中国林业经济等，随着国家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绿色营销这一

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与重视。 

3.2.3. 作者合作分析 
从通过知网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和整理后获得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如图 4 所示)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在国内有效文献中总体上作者合作网络分布较为分散，局部少数合作，可见企业绿色营销在国内研究的

学者合作较少，还未出现合作团体数量较为多且广泛的情况，对于这个领域，目前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21


徐文露 
 

 

DOI: 10.12677/ecl.2024.1331021 8335 电子商务评论 
 

 
Figure 2. Number of published documents (2017~2022) 
图 2. 文献发表数量(2017~2022)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2017~2022) 
图 3. 学术期刊分布情况(2017~2022) 

3.2.4. 机构合作分析 
经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如图 5 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国内文献合作较为分散，合作网络较为稀疏，

还未出现合作聚集且广泛的机构。在开展企业绿色营销研究的机构中，最大的节点是佳木斯大学，其次

是沈阳工学院等机构单位。从这些研究企业绿色营销的主要机构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国内机构团体合

作较少，整体研究具有分散性，缺乏系统性研究，目前还尚未出现最中心的机构。 

3.3. 文献内容计量分析 

3.3.1. 关键词分析 
(1) 高频关键词的确定。根据 CiteSpace 软件分析可知，从 2017 年至 2022 年所发表的文献中，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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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4. 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ure 5. Institu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5. 机构合作网络图 

 
Table 1. Frequency ranking of keywords from 2017 to 2022 
表 1. 2017 年到 2022 年关键词频次排序表 

排序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TRUE 20 0.54 2017 绿色营销 

TRUE 6 0.14 2017 农产品 

TRUE 4 0.05 2017 绿色发展 

TRUE 4 0.07 2017 绿色消费 

TRUE 3 0.03 2018 绿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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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 132 个关键词，将出现频次大于或等于 3 定为高频关键词，共筛选出高频关键词 5 个(表 1 可得)，
分别为绿色营销、农产品、绿色发展、绿色消费、绿色创业。 

(2) 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 2017 年到 2022 年关于企业绿色营销领域内的重点内容，根据 CiteSpace
软件分析可知，关于国内文献关键词主要聚为 7 类(见表 2)，分别为：聚类 0 形象契合、聚类 1 绿色发展、

聚类 2 品牌文化、聚类 3 平台模式、聚类 4 生态文明、聚类 5 碳披露、聚类 6 绿色偏好。在形象契合领

域，代表文献有盛光华等(2018)认为在绿色营销背景下，需要消费者了解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品牌形象及

其与环保事业的合作历程[4]；在绿色发展领域，代表文献有毛蕴诗等(2020)根据多行业绿色发展所采取

的措施与成效调研，创新性地构建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绿色全产业链评价指标体系[5]。在平台模式

领域，代表文献有杨志波(2019)平台模式通过模块化分工等多种途径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功能、产业链和

绿色化这四个方面的升级[6]。在生态文明领域，代表文献有郑勇(2020)分析了生态文明与发展阶段相适

应，提出促进绿色营销的建议[7]。在碳披露领域，代表文献有熊开容等(2018)认为绿色营销是低碳理念

的起源，企业实施该策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8]。在绿色偏好领域，代表文献有朱金华(2022)认为绿色营

销背景下，充分贯彻绿色偏好理念，有助于更有效地推进生态环保工作，进而提升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

稳固地位，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9]。 
 

Table 2. Clustering of keywords in enterprise green marketing literature from 2017 to 2022 
表 2. 2017 年到 2022 年企业绿色营销文献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 ID 聚类名称 大小 

#0 形象契合 20 

#1 绿色发展 12 

#2 品牌文化 10 

#3 平台模式 6 

#4 生态文明 6 

#5 碳披露 5 

#6 绿色偏好 5 

3.3.2. 相关主题绿色创新文献发表年度分析 
图 6 为相同时期中国绿色创新相关研究数量分布情况，整理可得共 5050 篇，接近绿色营销相关研究

数量的 8 倍水平。由图可知，2017 年到 2020 年文章数量处于平稳状态，2020 开始增加，2021 年到 2022
年绿色创新相关文章数量更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可见，对企业而言，绿色创新可以更好地促进绿色营

销的发展。 

3.3.3. 主要研究主题及次要研究主题 
图 7 为主要研究主题研究分布情况，显然地，以绿色营销为主题的最多，达到 144 篇。在其相关领

域研究中，绿色农产品也成为了研究焦点[10]，同时也有学者对营销战略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更多的是围绕着绿色农产品展开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生产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研

究数量相对而言依旧不足，近 5 年来相关主题的研究仅有 49 篇。通过图 7 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学术界对绿

色营销相关策略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与策略相关的研究主题也不是单一的，“营销策略”“策略研

究”“策略分析”等方面均有相关研究[11]。在绿色营销的文献中，近年来网络营销和绿色营销结合的愈

发紧密。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不但要重视企业的绿色营销与其它行业内在的一些联系，我们还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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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探索绿色营销管理的思想和实践，深入理解其蕴含的意义及价值。 
 

 
Figure 6. Number of green innova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2017~2022) 
图 6. 绿色创新研究数量(2017~2022)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major themes 
图 7. 主要主题分布情况 

 
2017 至 2022 年绿色营销相关研究的次要主题分布情况如图 8 所示，可以发现，有学者对消费者在

研究中进行了探讨。消费者越来越关注更加细致化的特征，如绿色产品的质量、设计理念、独特性等。

通过图 7 和图 8 我们清晰可见，绿色营销的主要主题分布与次要主题分布存在趋同性，尽管现有的绿色

营销研究已经融合了多个前沿研究领域，但研究数量相对较少，未来我们可以将绿色营销与新时代下的

新产物相结合，打破传统绿色营销理论的研究的局限，拓展绿色营销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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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secondary themes from 2017 to 2022 
图 8. 2017~2022 年次要主题分布情况 

4. 结论与展望 

4.1. 现状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近年来，有关绿色营销的研究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缺乏创

新性和先进性，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拓展创新充满挑战。 

4.1.1. 面临的挑战 
首先，绿色营销的相关理论并不被一些企业所接受，其在成本和投资等方面的支出费用往往要高于

传统营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预期成效。其次，目前绿色营销创新度还不够，与新事物的融合度也

略显欠缺。最后，当前国内在绿色营销市场上仍存在如缺乏绿色的消费文化和环境保护的观念等诸多问

题，尤其现在大部分企业在产品涉及的绿色环保文化方面的宣传往往不到位。 

4.1.2. 应对策略 
(1) 加强低碳管理，推动企业结构优化。企业把绿色发展贯穿于设计、生产、回收利用等环节，同时

持续开展碳管理赋能学习，及时了解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管理经验，重视环境状况和碳排放

控制能力，是推动企业结构优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2) 深化低碳教育，提升绿色认知。企业通过内部培训和教育活动，确保各个部门开展低碳文化建设，

构建一个清晰、高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提出并实施创新的绿色营销方案，以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低碳

循环的良好氛围，进而塑造出绿色品牌，提高核心竞争力。 
(3) 激励企业技术革新，优化资源利用效能。企业可以推行绿色技术革新，在原料的选用和产品的制

造上，采用绿色的创新技术和更加环保的产品生产方式，推行绿色市场发展策略，以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减少浪费为目标，建立高效洁净的生产系统[12]。 

4.2. 未来展望 

目前绿色营销相关文章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还相对较少，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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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方式，例如把绿色营销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或企业价值联系起来，或是探究制度政策是否会

对企业绿色营销效果产生影响，这一系列的深层次研究，让我们对绿色营销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后果

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绿色营销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13]。未来应

当将绿色营销与新事物相结合，深入探究其对企业的影响和作用，从企业内部管理、消费行为的研究、

营销能力提升及数字营销管理创新等几个层面上，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成功营销绿色产品

来促进可持续消费，为企业实现绿色营销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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