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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快时尚品牌中日益凸显的周期快、质量低、浪费大等环保问题,基于可持续消费模式中公平性、生活高质

性以及环境友好型3个原则,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360份有效问卷,运用交叉分析法将快时尚消费者类型分为积极型、实

利型、萌芽型,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即生产与零售、产品与设计、情感与价值,为快时尚品牌准确把握消费

者可持续心理提供参考,以获得有效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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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时尚品牌在服装行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

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们倡导可持

续消费。关于可持续消费的提出是在1994年联合国

环境署于内罗毕发表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
即“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

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

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1]。”赵国平学者认

为可持续消费模式是以马克思消费观、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消费观等三重理论纬度作为依据,为我国经济

良好发展在理论层面提供支撑[2]。金晔学者对可持续

消费模式中公平性、生活的高质性以及环境友好型3
个原则进行建构,认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

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模式[3]。整体的研究集中在内

涵、原则以及模式方面,然而可持续消费应以消费者为

先导,建立一种为营销人员、消费群体、整体社会和自

然环境创造出共同价值的关系。文中基于消费者对于

快时尚可持续的态度认知以及行为方式,采用调查问

卷的研究方法,利用交叉分析法获取消费者类型,并基

于类型对消费者的内在需求进一步研究,以获得有效

的快时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1 研究内容

基于可持续模式中公平性、生活高质性以及环境

友好型3个原则并结合研究目的,问卷围绕消费认知、

行为及态度3部分展开研究设计和测量题目的设置。
采用IBMSPSSStatistics23对调查数据进行交叉分

析与主成分分析,运用Likert五级量表法对21个可持

续消费内在需求进行评定,试图探究快时尚品牌消费

者可持续类型及内在需求的主要因子。

1.1 样本采集

以全国范围内快时尚大众消费者为调查对象,采用线

上及线下2种方式相结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60份,有
效回收率为98.5%。结果显示,本次调研中消费者以女性

居多(男性占比39.5%,女性占比60.4%),符合当下可持

续消费中女性占据主导消费的现实特征;年龄分布在18
~30岁消费人群占比达67.14%,符合快时尚针对的主要

年龄人群;职业以学生为主占比为32.38%,学历中本科占

比为56.67%,硕士及大专次之,无明显偏态分布,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1.2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确定问卷中变量以及问卷设置题目的信度水

平,采用Cronbach'sAlpha值进行可靠性分析,检验结

果见表1。Cronbach'sAlpha值在0.927,说明本次问

卷调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1 可靠性分析

克隆巴赫系数
基于标准化项目
的克隆巴赫系数

项 数/项

0.916 0.927 33

  问卷的效度分析需要对问卷进行KMO样本测度

和Bartlett's球 体 检 验。如 表 2 所 示,KMO 值 为

0.943,大于0.7,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
lett's球体检验统计值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表
明变量间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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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有效性分析

KMO和Bartlett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943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551.223

自由度 325
显著性 0.000

2 可持续消费者类型分析

2.1 交叉分析

在消费者的可持续意识调查中,消费者对服装的

要求不再局限于实用的物质性,更趋向于情感功能[4]。
基于问卷设置行变量(是否注重可持续消费)和列变量

(可持续服装价格高出比例)进行交叉分类,如表3所

示,消费者可持续认知对行为与态度均具有显著的差

异性。

表3 可持续消费占比统计

可持续服装价格高出比例

5%及以下/% 10%左右/% 15%及以上/%
总 计/%

是否注重可持续消费 注重 19.5 20.0 2.4 41.9
偶尔注重 17.6 28.6 4.3 50.5
不注重 3.8 2.9 1.0 7.6

总 计/% 41.0 51.4 7.6 100

2.2 消费者类型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意识及消费方式已经

发生改变。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与服务时,由于认知的

程度化的不同使消费者行为具有差异化。因此,根据

交叉分析消费者认知程度并进行评估,可将消费者分

为3个类型。

2.2.1 积极型

消费者在购买可持续服装中选择注重并愿意多支

付10%以上价格,以及选择偶尔注重并愿意多支付

15%以上的顾客总占比为26.7%,定义为积极型顾客。
他们的环保及公平意识较强,表现为自觉、积极的可持

续消费行为。

2.2.2 实利型

消费者选择注重可持续消费的并愿意多支付5%
及以下,以及选择偶尔注重并愿意多支付10%以上,不
注重却 愿 意 多 支 付 15% 以 上 价 格 的 顾 客 总 占 比

49.1%,定义为实利型顾客。在消费中具有一定的环

保和公平意识,但只在认为有价值的消费行为中进行

可持续消费。

2.2.3 萌芽型

消费者选择偶尔注重可持续消费的并只愿意多支

付5%及以下,以及不注重并只愿意多支付10%以下

价格顾客总占比为24.3%,定义为萌芽型顾客。在消

费中了解可持续消费,但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他们

对环境决定论的接受过程比较慢,同时对公平贸易认

知较少。

3 可持续消费者内在需求分析

3.1 主成分分析

在可持续消费者类型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快时尚

品牌影响消费者内在需求的主要因子。通过选择因子

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

旋转。结果如表4所示,量表中提取3个公因子特征

值,即P1、P2、P3表示,累计解释总方差为61.359%。

3.2 消费者内在需求及建议

快时尚品牌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开展营销活动并

与其成为共同营销者。根据因子重要度,判断3个公

因子的主要成分构成,由此给予快时尚品牌可持续发

展建议。同时,消费者也应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成为关

爱地球、改善社会的积极协作者。根据3个公因子中

被消费者较为忽略的低载荷系数,给予消费者相应的

可持续消费建议。

3.2.1 生产与零售

在公因子1中,“生产中采用可降解材料”、“生产

中使用生物染料”等因子显示了0.7以上的高载荷系

数,解释为生产因子;同时,“店铺陈列采用节能产品”、
“店铺开展社会义务活动”等因子显示了0.7以上的高

载荷系数,解释为零售因子。故公因子1中主要由生

产制作和店铺零售2个项目构成,可描述为生产与零

售(P1)。根据以上消费者需求重要度分析,建议快时

尚品牌在生产中降低制作过程的“投入物”,如水、能源

和化学品,采用低碳的纤维加工技术,用植物材料代替

·74·     2021年第2期             服装服饰




化学材料,尽量减少负荷和废弃物,以及在制作时提高

生产工艺,达到剪裁浪费的最小化;在零售店铺中采用

环保节能产品,同时可以推出修补服务以及租赁系统,
迎合消费者的环保需求。

表4 经旋转后的主成分系数表

内在需求项目
成 分

P1 P2 P3
店铺陈列采用节能产品 0.750
店铺开展社会义务活动 0.747
推行服装修补售后服务 0.741
生产中采用可降解材料 0.739
生产中使用生物染料 0.712
生产中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0.692
店铺推出二次设计 0.658
耗水量小的服装加工方式 0.647
店铺进行有偿回收 0.644
吊牌具有环保标识 0.639
生产中剪裁和缝制浪费最小化 0.615
设计具有简洁经典性 0.789
设计具有耐久舒适性 0.701
产品使用环保有机面料 0.613
产品选取无染色或较少染色 0.605
产品采用可降解回收的辅料 0.526
产品投入科技开发 0.476
融入传统手工艺及文化 0.788
服装具有多功能性 0.718
服装工艺最优化 0.557
人道主义及环境保护项目 0.536
特征值 6.537 3.195 3.154
解释方差/% 31.129 15.213 15.018
累计方差/% 31.129 46.342 61.359

  此外,在公因子1中,“生产中剪裁和缝制浪费最

小化”因子显示了0.615的较低载荷系数;同时,“吊牌

具有环保标识”因子显示了0.639的较低载荷系数。
消费者是快时尚品牌制定策略的主要导向,根据低载

荷系数因子可知,消费者缺乏服装生产相关知识,不能

激发与引导品牌设计师对生产工艺的改进;在零售环

节,消费者缺乏对于辨别可持续产品认证的意识。因

此,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时应多方面了解服装的可持续

属性,从实用主义出发进行负责任的消费;并积极参与

可持续营销活动,成为营销供应链上的一员,增强消费

者在快时尚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度。

3.2.2 设计与产品

在公因子2中,“设计具有简洁经典性”、“设计具

有耐久舒适性”等因子显示了0.7以上的高载荷系数,
解释为设计因子;同时,“产品使用环保有机面料”、“产
品选用无染色或较少染色”等因子显示了0.6以上的

高载荷系数,解释为产品因子,故公因子2中主要由设

计类型和产品系列2个项目构成,可描述为设计与产

品(P2)。根据需求重要度,在产品研发中,增强对新纤

维的开发、去污技术、更有效的染色和打印技术的投

入,定期推出环保系列产品。在服装设计款式上选择

经典简洁性、舒适耐久性服装,同时可以选择与客户进

行协同设计,以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此外,在公因子2中,“产品投入科技开发”因子显

示了0.476的低载荷系数;同时,“产品采用可降解回

收的辅料”因子显示了0.526的低载荷系数。根据低

载荷系数因子可知,消费者对于设计中投入科技力量

不够重视,相比较环保新型面料更愿意选择纯棉制品

等耗水量大的面料。同时缺乏了解产品中五金、衬里

等辅料对于环境的有害度。因此,消费者应该选择环

保认证的面料并且积极参与到产品的革新中,将消费

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从而推动设计与产品的创新。

3.2.3 情感与价值

在公因子3中,“融入传统手工艺及文化”因子显

示了0.75以上的高载荷系数,解释为情感因子;同时,
“服装具有多功能性”因子显示了0.7以上的高载荷系

数,解释为价值因子,故公因子3中主要由情感认同和

产品附加值2个项目构成,可描述为情感与价值(P3)。
消费者认为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以及

核心价值观,由此企业应适当推出为地方文化而设计

的服装系列,并根据地方性采取有意义的时尚活动,积
极参与人道主义或环境保护项目,增强消费者的认同

感。
此外,在公因子3中,“人道主义及环境保护项目”

因子显示了0.536的低载荷系数;同时,“服装工艺最

优化”因子显示了0.557的低载荷系数。根据低载荷

系数因子可知,消费者对于参与可持续活动积极性较

低,在服装价值评定标准中存在差异化大的现象,消费

者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可持续营销活动的成败。因

此,消费者应参与具有可持续意义的活动,以新的方式

与品牌开展深层次、较广泛的交流,从而扩大认知途

径。

4 结语

消费者意识、知识和态度与可持续消费更加保持

一致,以更加有意义的行为方式参与营销过程。基于

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将快时尚可持续消费者分为积极型、实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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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型,由此得知人们的环保意识整体性提高,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会偏向于选择更为环保及公平的责任产

品,在这种不可逆的趋势下,恰当地迎合消费者的营销

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2)在可持续消费者类型的基础上提取3个公因

子,即生产与零售、产品与设计、情感与价值,分析消费

者可持续行为特征及购买需求,使快时尚品牌更好地

把握消费者最新的可持续消费动向,从而为快时尚品

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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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responsetotheincreasinglyprominentenvironmentalissuesinfastfashionbrands,suchasfastcycles,lowquality,

andlargewaste,basedonthethreeprinciplesoffairness,highqualityoflife,andenvironmentalfriendlinessinthesustainablemode,

360validquestionnaireswereobtainedbyquestionnairesurvey.Byusingthecrossanalysismethod,fastfashionconsumertypeswere

dividedintoactivetype,profitabletype,andbuddingtype.Andthreecommonfactorswereextractedthroughprincipalcomponenta-

nalysis,namelyproductionandretail,productanddesign,emotionandvalue.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fastfashionbrandstoac-

curatelygrasptheconsumer'ssustainablepsychology,soastoobtaineffective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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