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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影响

机制与实现路径 ①

张志彬ａ，马羽欣ｂ，张智威ｂ，谭铮锷ｂ，尹千里ｂ，李　搏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商学院；ｂ．潇湘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光盘行动”是节约型餐饮消费的重要表现，在大学校园推广有利于在大学生之间倡导节约文化，宣传节约
理念，形成低碳消费的节约之风。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借鉴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的理论

分析了“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的推广现状和影响因素，运用“ＡＩＥＡＳ”模型提出促进“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实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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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盘行动”是指就餐时倡导人们不浪费粮食，吃光

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

日，徐侠客（国土资源报副社长）率先在腾讯微博上发起

“光盘行动”，倡导网友珍惜粮食，加入行动。徐侠客发起

这一活动之后，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作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

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各种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１月２２日，《新闻联播》深入报道

了“光盘行动”，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以形成“不

想浪费、不愿浪费、不能浪费和不敢浪费”的社会氛围。

当前，９０后已经成为了在校大学生的主力军，是大学

生消费的主要群体。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郑楚光以武汉某高校大学生食堂浪费为例，该校数个大

学生食堂倒掉的饭菜总量为学生买饭菜总量的２８３％。

如果以此推算，全国大专以上在校生总数近２８６０万人，

每年大学生们倒掉了可养活约１０００万人一年的食物［１］。

加强对大学生餐饮消费习惯的科学引导，是发展“可持续

发展教育”和构建“两型社会”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

要现实问题。

从影响节约消费行为的因素来看，人们对于生态环

境的态度可能直接影响到生活中的行为模式。价值观被

认为是资源节约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通过影响感知行

为效力、态度等来发挥作用［２］。消费者对资源环境问题

的情感态度越强烈，消费者的资源环境知识越丰富，消费

者社会责任意识越强，越倾向于注重资源节约行为，势必

会转化成保护资源环境的实际行动。居民越倾向于物质

主义消费观念（如注重物质消费、时尚消费、新奇消费、高

档消费等），对于节约型消费行为越不注重［３］。在实践的

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经济收入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资

源节约型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４］。实证研究还发现，消

费者的购买行为、购买后的使用行为和处理行为对节约

消费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外部条件的改

变对节约型消费行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５］。因此，增

强大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心，并适当地对大学生教育

引导，有助于改善大学生的餐饮消费行为。特别是对于

９０后大学生而言，一方面，大学生自身应树立合理的消费

观念；另一方面，家庭和学校应创造条件引导和倡导节约

型消费行为［４］。

“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的推广就是鼓励广大学生从点

滴做起，从餐饮开始，将口号变为行动，将行动化为习惯，形

成绿色餐桌文化和树立正确消费观念，这对于提倡导节约文

化，宣传节约理念，形成低碳消费的节约之风，推动“可持续

发展教育”理念在大学校园的推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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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消费者行为分析 “光盘行动”在校园的推广
消费者行为（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是消费者在寻求、购

买、使用、评价和处理他们期望能够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和

服务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包括：购买什么，为什么购买，

什么时候购买，到哪里购买，购买的频率，使用的频率，购

买后如何评价和该评价如何影响以后的购买，以及如何

处理这些产品［６］。“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的推广，也就

是节约型消费行为在校园的接受程度，这实际上也折射

出大学生这一特殊的消费群体在餐饮消费上所表现出来

的行为特征。

消费者的行为直接受到消费者动机的影响。所谓消

费者动机（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是促使个体实施行为的驱动力。因

此，要在大学校园推广“光盘行动”的关键就是需要明确

大学生在餐饮消费上唤醒其形成健康的、合理的消费动

机。关于人类消费动机的唤醒，存在行为学派和认知学

派。根据行为学派理论，消费者的认知控制是有限的，对

市场中的刺激只反应，却不行动。也就是说，大学生是否

采取节约型消费行为主要是对过去的刺激，也就是家庭

教育所形成的习惯，有意识的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其在餐饮消费上的观念。认知学派（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ｈｏｏｌ）则相

信所有行为都指向目标的实现，需要和过去的经验被分

析、分类并转化为态度和信仰，这种态度和信仰作为一种

倾向帮助个体实现需求。也就是说，只是适时地进行教

育，才能树立大学生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才能接受和

推广节约型的消费行为。

无论是行为学派还是认知学派都不否认消费者学习

在消费者动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包括行

为学习和认知学习。行为学习主要是形成行为的条件反

射，也就是大学生在餐饮方面的节约型消费行为主要取

决于在就餐场所进行合理引导，从而通过就餐环境的改

变形成节约型消费行为。认知学习则主要是通过知识的

普及、行为的引导、社会的评价等，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在

大学校园推广“光盘行动”。因此，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

度，要在大学校园推广“光盘行动”，首先要分析大学生的

餐饮消费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然后针对重要的影

响因素，借鉴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的经验，通过采取改善

就餐环境、传播环保理念等方式，让广大大学生形成可持

续的餐饮消费态度，从而接受和推广“光盘行动”。

２　“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统计调查分析
为了分析“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的推广情况，我们

以湖南科技大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本

次调查一共发放了１０００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８５４份，

问卷有效率达到８５．４％。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３９３人，

大二２５３人，大三１６９人，大四３９人，以非毕业生为主。

从性别分布来看，男生４２２人，占４９４１％；女生４１２人，占

５０．５９％，男女比例平衡。从专业分布来看，文科学生４３６

人，理工科学生３２４人，体育艺术类学生９４人。从家庭情

况来看，城市家庭学生３８７人，占４５．３２％；农村家庭学生

４６７人，占５４．６８％，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从家庭年收入来

看，加权计算样本学生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４万元，而大

学生的月平均生活消费为８３８元，年平均生活消费占到家

庭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月平均餐饮支出为５０８元，占到整

个月平均生活费的６０６２％。大学生的生活消费来源主

要还是通过父母的给予，占到总数的８５．９５％。因此，研

究大学生的餐饮消费既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减轻家庭生活负担，也有利于增强社会整体的节

约意识。

从大学生的餐饮消费方式来看，学校食堂仍然是大

学生的主要餐饮渠道，７３．７７％的学生会选择在学校食堂

就餐。相对于城市学生来讲，来自农村的学生在食堂就

餐的比例较高，达到７９．３３％，而城市学生在食堂就餐的

比例仅为６９．１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家庭收入越高

的学生在食堂就餐的频率越低。尽管学校食堂是大学生

餐饮消费的主要场所，但大学生对学校食堂的评价却并

不乐观，４６．２５％的学生认为学校食堂就餐并不便利，其

主要原因是教学区与生活区分隔距离较远。而６２６５％

的学生认为学校食堂的饭菜只能用勉强凑合来形容，满

意度仅为１７．９２％。因此，很多条件允许的学生会选择通

过校外就餐来改善餐饮，超过两周一次在外就餐的学生

达到６５％。从大学生的餐饮消费行为来看，浪费粮食的

现象比较普遍，２６．２３％的学生在就餐完毕后往往把剩下

的饭菜放在盘子里不管，待服务人员来收拾。需要指出

的是，男生浪费的情况比女生要更加严重，剩下饭菜置之

不理的女生比例是２０．６３％，而男生高达３１．４５％（见图

１）。由此，４４．１４％的学生认为大学食堂浪费粮食的现象

严重或极其严重。需要说明的是，认为大学食堂浪费粮

食的现象严重或极其严重的农村学生比重高达４９．９２％，

而城市学生的这个比例为３７．４７％，来自农村的学生的节

约意识更强。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之所以形成食物浪费，主要原因

在于：一是节约意识匮乏。４４．１５％的学生认为教育不到

位没有节约意识是形成食物浪费的主要原因，而教育不

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二是

饭菜质量不高，３１．６２％的学生认为之所以形成浪费是由

于饭菜不好吃，只能浪费。三是节约氛围不好。大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周围的消费环境对其消费行为具有很大的

影响，３７．４７％的学生认为食物浪费是由于跟风，物质主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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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被调查大学生对剩下饭菜的处理情况

义消费观念在大学生中间还比较普遍。因此，影响“光盘

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重要原因是培养节约意识和改

善饭菜质量，特别是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和就餐环境。

３　“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实现路径
ＡＩＥＡＳ是由传漾科技针对互联网受众的行为轨迹和

触点，为高效触及目标受众提出的一种全新消费者行为

分析模型（见图２）。在“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上，

本文利用了“ＡＩＥＡＳ”模型探讨可能的实现路径：引起关注

（活动策划）———形成冲动（活动参与）———体验使用（模

范带头）———活跃使用（校园推广）———分享传播（持续宣

传）。

图２　ＡＩＥＡＳ模型

３．１　引起关注（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活动策划

“光盘行动”尽管只是节约型餐饮消费行为的直观表

现，但是通过“光盘行动”这一新的环保理解，有助于提高

当代大学生对节约型消费行为的关注。在被调查的大学

生中，９０．７９％的学生会关注节约类的公益活动，有

２８９６％的学生不仅会关注，而且会参与其中。因此，大

学应该根据大学生对环保活动比较关注的特点，发动一

些学生社团组织开展活动，如：在学校食堂派发参与“光

盘行动”宣传单，参与“光盘行动”千人签名活动等等，让

更多的大学生能够了解到“光盘行动”。

３．２　形成冲动（Ｉｍｐｕｌｓｅ）———活动参与

当大学生能够认识到“光盘行动”在大学校园推广的

重要意义之后，活动的参与能进一步提高大学生节约型

消费的意识。８５．３７％的被调查学生认为通过“光盘行

动”宣传能够对大学生节约型餐饮消费有积极的影响或

显著的改善。让广大学生能从现在做起，把爱惜粮食、节

约粮食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３．３　体验使用（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模范带头

大学生在参与“光盘行动”中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做

好模范带头作用。外出就餐，适量定餐，避免剩菜，减少

浪费；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看到浪费现

象，勇敢制止；向家人宣传浪费粮食的可怕后果；积极监

督身边的亲朋好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等。

８０４５％的被调查学生对环保行动及其组织者和参与者

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相信只要做到这些的人越来越多，

“光盘行动”的推广度就会越来越高。

３．４　活跃使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校园推广

当代大学生对于信息沟通手段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大学可以利用ＱＱ、微信、人人网等网络交流工具，特别是

契合世界粮食日等主题，在互联网上进一步推广，让更多

的大学生了解和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９４．６１％的被

调查学生表示会在参与“光盘行动”之后改善自己的餐饮

消费行为，一是自己尽量做到“光盘”，二是影响周围的学

生，让身边的人尽量做到“光盘”。

３．５　分享传播（Ｓｐｒｅａｄ）———持续宣传

在大学校园推广“光盘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大

学校园内营造节约消费的良好氛围，建设具有低碳理念

的校园环境。学校食堂作为大学生的主要就餐场所，一

方面可以张贴“光盘行动”宣传画等进行长期宣传，另一

方面可以在就餐环节上为学生们就餐实行“光盘”创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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