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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研庫」公布「促進可持續消費的實踐」研究報告 
 

八成受訪青年同意實踐低碳生活是公民責任  

約半數不了解「可持續消費」和「碳中和」概念  

最常見行為是惜食、查看能源標籤、自備容器及回收  

「太昂貴」、「太麻煩／不方便」及「無足夠資訊」阻礙實踐可持續消費  

建議制定可持續消費策略、擴大獎勵誘因、發展碳標籤制度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今天（16日）公布有關「促

進可持續消費的實踐」研究報告。結果發現，在受訪的903名本港青年中，八成

（79.3%）受訪青年同意實踐低碳生活是公民責任，逾八成（82.2%）同意消費

者有責任選購有助保護環境的產品。然而，約半數受訪青年表示不了解「可持續

消費」（47.8%）和「碳中和」（54.1%）的概念，反映青年對氣候變化和可持

續消費的認識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上述研究以網上問卷調查方式，於今年5月10日至18日期間，訪問了903名15至34

歲青協會員。研究發現，雖然受訪青年觀念上普遍意識到低碳和可持續生活的重

要性，不過在進行消費活動時，超過四成（42.3%）卻認為產品的環保友善程度並

非他們的優先考慮，近六成（57.2%）甚少或從不留意自己的碳足跡。  

 

惜食、查看能源標籤、自備容器及回收是受訪青年較常作出的可持續消費行為，

他們較少作出減少食肉和裸買行為。他們傾向為保護環境而減少消費（73.3%），

但不太願意為保護環境而支付更多費用，包括支付更高價格購買對環境友善的產

品（58.7%）及支付更多環保稅（67.9%）。另外，受訪青年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

而阻礙實踐可持續消費，分別是「太昂貴」（44%），「太麻煩／不方便」（40.8%）

以及「無足夠資訊」（37.0%）。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超過六成半認為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不足（66.8%），

對當局的減碳工作表現未感到滿意（63.5%）。  

 

青年創研庫亦首次以生活實驗形式，邀請了八名認同環保和可持續理念，但不經

常在生活上作出具體實踐的青年，進行一個七天的生活實驗。發現有一半人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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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自備容器，麻煩和社會壓力是他們的障礙。他們亦認知到裸買的概念，但只

有一人能持續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有青年個案指，社會上仍有很多人未意識到

氣候危機的嚴重性，以及可持續消費行為背後與環保的關係，提議應增加更多獎

勵方式、改善設施配套、加強教育和宣傳，推動可持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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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研庫社會民生組召集人倪智承引述研究指，氣候危機是全球重要議程，

推動社會加快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點工作之一。他建

議政府制定清晰明確的可持續消費策略，除了運用管制和徵費等硬性措施，亦

可研究更多相對軟性的綠色助推（green nudges）方案，多方面引導全民實踐低

碳生活。  

 

另一成員史勝義表示，增加獎勵形式的經濟誘因，有助刺激消費者的行為改變，
建議政府擴大「綠綠賞」積分計劃並涵蓋更多的綠色行為，只要市民作出回收、
低碳飲食或購買綠色商品等行動，可化為實質回贈，鼓勵市民參與可持續消費。 

 

許多地區已相繼發展碳標籤制度，成員李家利建議政府可從普及化產品和食品的

碳資訊著手，增加消費者對產品和食品碳排放量的知情權，同時擴展生產者責任。

另一成員何穎琛認為，政府應擴大公眾教育和宣傳焦點，善用「大嘥鬼」形象，

推動尚未普及的可持續消費行為，如素食、裸買、購買將會或已過最佳食用日期

的產品等，令低碳生活的訊息持續和廣泛地被市民看見。  

 
教育和青年參與對推動可持續消費亦相當重要，成員鄭嘉豪冀政府將有系統的氣
候和環境教育設為主流的中小學正規課程，協助學生培養「全球思考，本地行動」
的意識。他建議政府恆常舉辦「香港青年氣候峰會」，讓青年能與政府官員及世
界各地領袖交流，提升青年在氣候行動上的參與。  

 

有關青年創研庫  

青協青年研究中心自2015年起成立「青年創研庫」，是本港一個屬於青年的智庫。
新一屆（2023-2025年度）創研庫成員由近80位本地青年專業人士與大專學生組成，
平均年齡為27歲。透過以研究實證為基礎的討論、交流，創研庫成員提出政策建
議，期望能為社會建言獻策。青年創研庫三項專題研究系列包括：「經濟就業」、
「青年發展」，以及「社會民生」。5位專家、學者應邀擔任創研庫的顧問導師，
包括張子欣博士、倪以理先生、張炳良教授、陳智遠先生，以及范寧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