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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转型的核心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的人与自然辩

证统一及生态可持续理念，本文探讨绿色电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绿色电商以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协同为目标，我国当前在绿色供应链、低碳物流和绿色消费领域取得了进展，但仍面临供应链协同不

足、技术成本偏高、消费者环保意识薄弱等挑战。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启示下，需构建生态友好型电

商体系，通过科技创新降低绿色转型成本，强化政府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并提升公众环保认知。

绿色电商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联动，在制度设计、技术研发和消费行为层面共同推进，

方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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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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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emphasized by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green e-commerce. Green e-commerce aims at the synergy of economic, ecolog-
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China has made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green supply chain, low-carbon 
logistics and green consumption, but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chain coor-
dination, high technical costs, and weak consume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ired 
by the Marxist ecological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co-friendly e-commerce system, reduce 
the cos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coor-
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mechanisms, and enhance public aware-
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mmerce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system desig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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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在 2020 年 9 月明

确提出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双碳”发展目标。绿色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强

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等，对

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和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电子商务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

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人类生产活动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该理论强调经济活动

不仅要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还需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

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绿色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明确了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的基本原则。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涵 

在生态观的立足点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根基于科学实践观，由此形成了时间唯物主义自然

观的基本形态[2]。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自然界是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界不仅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同时受到自然条件

的制约。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在批判资本

主义生态危机、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内容包括：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生

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2.1. 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依赖自然资源，同

时又对自然界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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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得以实现并调节的过程”[3]。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

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必须尊重自然

规律，否则将导致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否则将遭受自然的

惩罚。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报复”[4]。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上，许多文明因过

度开发自然资源、忽视生态保护而衰落，例如两河流域文明因土地盐碱化而衰败，玛雅文明因森林过度

砍伐导致生态恶化而消亡。 

2.2. 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同时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

补的裂缝。工业和商业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5]。这一论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掠夺式利用和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其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非维护生

态平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为了获取更高利润，往往采用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对自

然资源进行过度开采和浪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也造成了全

球性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

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

由于市场机制对环境成本的忽视，生态环境问题往往被外部化，使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难以得到

有效解决。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增长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生

态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

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6]。这表明，合理的生产方式应当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

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3. 生态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注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不仅影响环境，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

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

不公现象，即少数资本家攫取了巨额财富，而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却主要由劳动阶级和社会底层

承担。 

3. 绿色电商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3.1. 绿色电商的基本概念 

绿色电商(Green E-commerce)是指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采用低碳、节能、环保的运营模式，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作

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其发展能降低能源消耗，符合绿色经济发展理念[8]。与传统电子商务相比，绿色

电商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电商涵盖多个领

域，包括但不限于：一绿色产品销售：推广环保商品，如可降解包装、可再生能源设备、低碳食品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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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流：采用低碳运输方式，如新能源汽车配送、智能路线优化等，以减少碳排放；三绿色消费：引导

消费者形成环保消费观念，鼓励二手交易、共享经济等新模式；四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运输、销

售全流程的环保措施，减少资源浪费。 

3.2. 我国绿色电商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主要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已经在绿色电商的实践中作出了显著贡献，

推动了整个电商行业的绿色转型。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实施“绿色采购”政策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积极

推动绿色物流和绿色消费。京东在绿色电商的推动方面，注重从产品、供应链、物流等多方面入手。在

物流配送方面，京东通过运用智能配送技术，降低了碳排放。拼多多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电商平台，

也开始在绿色电商领域展开探索。拼多多通过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鼓励商家采用环保材料和绿色包装。

拼多多还与多家环保组织合作，开展消费者环保意识宣传活动，提升了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和参与度。 
绿色物流是绿色电商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优化运输路径、减少能耗、使用环保包装等手段降低环

境负担。近年来，我国电商平台积极推行可降解包装材料与简约化方案，解决传统塑料包装污染难题；

同时推广电动配送车、无人配送等低碳方式，兼顾效率与减排目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仓

储管理、路径规划及配送时效优化，有效减少能源浪费，例如京东“智能物流系统”借助数据算法提升

效率，实现资源集约化。这些实践推动绿色物流体系加速完善，为电商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3. 我国绿色电商的发展挑战 

3.3.1. 绿色供应链与低碳物流的现实困境 
供应链整合与资源优化难度大。绿色供应链管理强调全链条的生态化改造，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

制造、物流运输、销售及回收等环节。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绿色供

应链涉及多个环节和利益相关方，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供应链整合和协

同优化的难度较大。部分企业仍然采取传统的供应链模式，缺乏统一的绿色标准和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阻碍了绿色供应链的建设。 
低碳物流成本高、市场接受度低。低碳物流是指通过减少能源消耗、优化物流路径、采用新能源技

术等手段，实现物流过程的绿色化。低碳物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能源车辆、智能仓储、环保包装

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目前绿色物流的技术成本相对较高，使得中小型电商企业难以大规模推广。低碳

物流的部分措施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一些消费者习惯于“次日达”甚至“当日达”的高效物

流模式，而低碳物流强调减少无谓的配送次数，可能导致部分消费者的不满，降低其接受度。 

3.3.2. 绿色消费的市场认知与动力不足 
中国消费者协会将 2001 年的主题确定为绿色消费：“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健

康的绿色产品；消费中注重对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置，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在追求生活方便、舒适的同时，

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9]。多数消费者虽认可绿色消费理念，但实际购买

决策仍受价格主导，高价绿色产品常被普通替代品挤占市场，支付意愿与行动力脱节。绿色产品还存在

供给不足与市场推广瓶颈。绿色产品的供给能力直接影响到绿色消费的推动，而当前我国绿色产品的供

应面临多重瓶颈。目前绿色产品的供给主要集中在食品、家电等少数几个领域，而在其他日常消费品类

中，绿色产品的种类相对较少，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绿色产品往往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和曝

光，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导致其难以吸引足够的消费群体。 

3.3.3. 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的不完善 
绿色电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但目前我国绿色电商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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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领域有相关的政策文件，但针对绿色电商的专门法律法规较少，现有

的法律体系难以为绿色电商提供全面的指导和支持。尤其是在产品认证、绿色供应链管理、平台监管等

方面，相关法律条款的缺失使得一些电商平台和商家难以落实环保责任，甚至出现“绿色”产品虚假宣

传等问题。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尚未完善，认证标准缺乏统一性，且部分认证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导

致市场上出现大量“伪绿色”产品，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此外，绿色电商的创新和扩展需要资金支

持，尤其是在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物流等领域，绿色电商企业往往面临较高的资金压力。然而，目前我

国绿色金融体系尚不完善，绿色电商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特别是在初创阶段，绿色电商企业更难以获得

足够的资金支持。 

4.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绿色电商的发展路径 

4.1. 构建生态友好型电商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生产活动不应脱离生态环

境而独立存在。绿色电商的发展必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积极推动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电商不仅应关注减少资源浪费和降低污染，还应通过优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构建生态友好型电商体系。 

4.1.1.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态面貌，现代电商行业需通过生产和供应链体系的绿色

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电商应构建科学合理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并减少环境污染，

确保生产方式符合生态可持续性要求。在原材料采购与生产环节，电商平台需推动供应商选择可再生或

可降解材料，优化生产流程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负担。物流体系作

为绿色供应链的核心，需采用电动货车、智能配送等低碳模式，通过路线优化和集约化运输提升效率并

减少碳排放。包装环节应优先使用环保材料，建立回收机制促进循环利用，避免一次性塑料污染，将资

源循环理念融入设计、使用与再生全周期，最大限度减少生态足迹。 

4.1.2. 推动循环经济与资源再利用 
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电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生产方式必须与

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推动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处置的闭环循环。在绿色电商的发展过程中，

推动循环经济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压力。首先，绿色电商平台应积极推行二

手商品交易、共享经济等模式，减少产品的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例如，二手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

不仅有助于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还能减少对新资源的需求，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其次，绿色

电商平台应鼓励消费者选择可回收、可降解的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塑料和不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此

外，通过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推动产品的可回收再利用和资源的循环利用，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

生态足迹。 

4.1.3. 推动绿色产品的标准化建设 
为了实现绿色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统一的绿色标准和认证体系至关重要。标准化建设能够有效

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绿色电商领域的行为，确保绿色电商产品的质量和环保性能得到保障。电商平台

应当设立绿色商品专区，推广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推动绿色消费的普及。具体而言，政府应根据生态

可持续发展要求，制定绿色产品的标准和认证体系。例如，对于环保包装、可降解材料的使用，应制定

严格的技术规范和认证标准，确保市场上的绿色产品符合环保要求。此外，电商平台可以通过平台认证、

消费者评价等方式，提高绿色产品的市场透明度，增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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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技创新助力绿色电商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电商转型的核心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框架下，科技创新不仅是推动生

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生态平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绿色电商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

持，特别是在数据分析、物流优化、智能仓储等方面的创新。 

4.2.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技术的结合是绿色电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通过大数据分析，电商平台能够

精准把握市场趋势、消费者需求和生产供应情况，从而实现供应链管理的优化。可以通过分析消费者的

购物偏好，电商平台可以精准预测哪些产品的需求较大，哪些产品过剩，从而避免过度生产和资源浪费。

在库存管理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减少库存积压，优化采购计划，降低资源消耗和存储成本。人工智

能技术同样为绿色电商带来了重要突破。AI 技术可以帮助平台实现智能推荐系统，通过消费者行为数据

分析，向其推荐符合环保标准的绿色产品，促进绿色消费。AI 还能通过对物流过程的智能优化，减少物

流过程中的不必要空运和回程，进一步降低物流中的碳排放。此外，人工智能在消费者行为预测、个性

化营销等方面的应用，也能有效减少产品滞销、过度包装等浪费现象。 

4.2.2. 区块链技术提升绿色供应链透明度 
区块链技术在提升供应链透明度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其数据不

可篡改、全程可追溯，这一特性使得它能够在绿色电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区块链技术，消费者能够

追溯商品的生产源头，了解每一环节的环保标准，确保商品符合绿色电商的要求。例如，通过区块链记

录每一产品从生产到配送的全过程，包括资源的获取、生产方式、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等信息，消费者

可以清晰地知道他们购买的商品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是否经过了合理的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 
此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提升供应链的效率与公平性。在多方参与的供应链中，各方的信息可以通

过区块链技术实时共享，避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区块链还能够为

供应商、生产商提供精准的市场需求数据，帮助他们优化生产方式，减少过度生产和资源浪费，从而促

进绿色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4.2.3. 智能物流与无人配送降低碳排放 
智能仓储与无人配送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物流效率，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智能仓储通过自

动化管理系统优化库存，减少人工操作，节省了人力和能源的消耗。通过集成的仓库管理系统，电商平

台能够实时监控仓储情况，并智能化地调整存货分布，避免商品积压、过度生产和浪费。无人配送技术

的应用，尤其是在无人驾驶车辆和无人机配送领域，能够大幅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通过无人配送，

电商平台可以精确规划运输路线，减少空驶和交通拥堵，实现更高效、更环保的配送。无人配送还可以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减少资源浪费和物流过程中的污染。同时，无人配送和智能仓储的

结合，还能减少快递过程中因包装和运输方式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产品流转的效率。通过这一系

列技术手段，绿色电商在降低环境负担的同时，提升了消费者体验和服务效率。 

4.3. 政府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机制 

4.3.1. 完善绿色电商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在绿色电商的推广过程中，构建一个健全的法律和标准体系是首要任务。通过明确的法规要求和标

准，政府能够有效地引导企业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避免无序竞争和环境污染。这不仅仅是对电商市

场行为的规范，更是对企业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平衡商业利益和生态责任的深刻反思。可以说，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878


潘沿 
 

 

DOI: 10.12677/ecl.2025.1461878 1410 电子商务评论 
 

法规和标准的完善，正是绿色电商发展“生态化”的基础保障。 
电商平台作为现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当以生态效率为核心，通过严格的绿色标准管理

确保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同时，平台也应在其商业模式中引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绿色消费。政府

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绿色产品认证和环境标签制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引导其选择环保、

节能的商品。这种“政府引导–市场反应”的互动模式，将有助于绿色电商在规范中成长，推动社会的

整体生态文明进程。 

4.3.2. 绿色消费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 
绿色消费的激励不仅要通过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来实现，还应通过税收优惠、消费补贴等手段降

低绿色产品的市场价格差距，促进绿色消费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通过实施税

收优惠政策，政府能够直接激励企业采用低碳、环保的生产工艺，减少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同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减税、补贴等政策，鼓励

电商平台提供绿色商品的多样化选择，并在物流和包装环节实现绿色化。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消费者对绿

色商品的购买门槛，还能推动市场上更多商家向绿色转型。与此同时，绿色消费补贴政策也可以通过直

接的财政支持或环保激励措施，推动消费者更积极地参与绿色消费。 

4.3.3. 绿色电商产业投资与绿色金融支持 
绿色电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常常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较大。

通过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政府可以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入绿色产业，尤其是电商领域的绿色

转型项目，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方式的落地。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为绿色电商企业提供必要

的资金支持，还能够为其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这些资金可用于研发环保技术、建设绿色供应链，

推动智能物流系统和绿色包装的广泛应用。此外，绿色金融还能够促进绿色电商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

良性互动。通过资本市场的激励，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市场信任，进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支持。而这种支

持不仅是资金的提供，更多的是绿色金融机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的双重约束。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不可忽视，它通过绿色金融政策为电商企业提供了更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使企业能

够在符合环保标准的前提下，进行产品的技术革新和绿色转型。 

5. 结论 

绿色电商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力量，不仅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碳排放、促进绿色消费等

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潜力，还在全球环保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纽带。然

而，绿色电商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尤其是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低碳物流体系建设、绿色认

证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创新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绿色电商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

导，强调了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为绿色电商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这一框

架下，绿色电商不仅是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还能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

提升。 
展望未来，绿色电商将与数字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技术创新(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将在

优化供应链、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碳排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绿色消费需求的增长和

环保政策的日益完善，绿色电商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普及。然而，全球绿色电商的标准化问

题仍需进一步解决，跨国的政策协调与绿色认证体系的建设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绿色电商的发展

前景广阔，但仍需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市场推动等多方面的支持。未来，绿色电商将不仅仅是一个经

济现象，更是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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