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消费者对于重复使用模式的态度调查

联合发布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现居城市总体分布均匀

性别分布

单击此处添加本节解释，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文

本到此处，祝愿工作顺利。

调查对象共1284人

（环保社群323人，公众961人）

男性比例为38.47%，

女性比例为60.67%

群 体 分
布

环保社群, 
25.16%

公众, 
74.84%

性 别 分
布

女性, 
60.67%

男性, 
38.47%

其他/不希望透露, 0.86%

城 市 分
布

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45.40%

新一线
城市, 
51.53%

二线城市, 
39.88%

三线城市
及其他, 
60.12%



整体而言，公众已经做好了准备，

市场推广可大步前进



1.1 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的基本认知

整体来看，已有一半以上的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

的实践可以有效“识别”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背后环保价

值的认知度较高，体现了近些年可持续生活方式推

广的初步成效

50%公众认知线：
表示有一半人群可以正确识别出此类重复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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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以下哪些产品/产品包装属于重复使用的模式?



1.2 重复使用模式的整体印象

正面积极的印象明显多于负面消极的印象，重

复使用模式的整体社会情绪向好，这一现象为社

会各界更大规模尝试和推广重复使用模式奠定

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省钱是大众对重复使用模式最多的印象。尤其在

消费降级的环境中，公众广泛怀着「省钱为傲」的

心态，省钱这一印象与标签将成为该模式推广的

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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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重复使用模式的印象如何？

正面积极
3020次 VS

负面消极
2320次 



1.3 重复使用模式的整体认可程度

• 超过2/3的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和减少一次性

垃圾的行为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

• 公众对“减少一次性垃圾”行为的敏感性及认可

度稍高于重复使用模式相关行动（这可能得益

于长期以来对于减少一次性垃圾的宣传科普）

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行为及减少一次性垃圾行为对

认可度较高

非常同意 不同意同意

重
复
使
用

减
少

一
次
性
垃
圾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我会尽量少用等塑料袋、吸管等一次性用品

我会携带购物袋、水杯、餐具等可减少一次性垃圾产生的
用品

我愿意去提供重复使用包装的品牌/商店处购买产品。

我愿意推荐家人/朋友去提供重复使用包装的品牌处购买
产品。

我能接受重复使用产品包装的外观有一定程度的折损，如
划痕/染色等。

在单次花费相同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重复使用的产品，
而不是一次性产品/包装。

如果是租借的形式，我愿意为重复使用的产品/包装支付
一定数额的押金（退还后押金可归还）。

您对以下行为的认可程度是？

一般

2/3公众认可线：
表示有2/3人群对该行动表
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



1.4 各行业重复使用场景的接受度

除了外卖相关重复使用容器接受度较低外，其他大部

分重复使用场景下的公众接受比例均高于50%

大部分行业重复使用的应用与推广都具备了公众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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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一半人群可以接受此类重复使用场景



1.5 各包装材质的重复使用接受度

减少塑料使用的基础上，其他包装材质踩雷风险

不高，保证卫生安全是核心要义

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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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4%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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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箱/纸袋类
包装

有盖玻璃瓶
类的包装

金属类包装 陶瓷类包装 织物类包装 塑料类包装 其他，请说
明:

您能接受以下哪些包装材质，在重复使用模式中使用？

只要消杀干净彻底，基本都可以

只要回收过程能证明卫生安全

包装材质其实不是那么看重，主要是卫生问题！

• 所有材质的包装在推广重复使用模式时公

众预计接受度均高于40%
• 塑料类包装在重复使用场景下各类包装接

受度种中排名最末

• 相比材质类别，消费者更看重使用过程中

的卫生安全问题



1.6 重复使用模式普及率及市场空间

可循环快递箱、替换装个护、堂食重复使用餐

具等热门重复使用产品有超过50%的公众普

及率，这三类重复使用产品在规模上的成功推

广既是企业努力的证明，也是公众用购买行为

投票的结果。

对比当前各场景普及率与其预期接受度，除了

已经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堂食可重复使用餐

具外，本次调研中涉及的6种重复使用场景均

存在未触达的潜在市场空间。

重复使用场景 体验过 预期接受度
未触达的

潜在市场空间

餐厅堂食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 71.28% 65.14% -6.14%

网购/寄快递使用可循环快递箱 58.68% 79.77% +21.09%

购买替换装的家庭/个人护理类产品 53.62% 64.67% +11.05%

购买瓶装饮料，并在喝完后将瓶子归还至特
定回收点

45.37% 62.10% +16.73%

购买替换装的美妆/护肤产品 39.77% 51.83% +12.06%

商超粮油店使用重复使用打包容器 34.47% 52.61% +18.14%

外卖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盒、饮料瓶等 28.48% 28.95% +0.47%

其他，请说明: 0.47% 0.86% +0.39%



愿意接受绿色溢价的消费者超过60%，对于

尚在探索期的重复使用模式和产品提供了一

定的市场试验的弹性和盈利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在存在溢价的同时，解释和说

明背后真实透明的绿色成本对于消费者接纳

溢价十分重要

剩余不愿接受涨价的约35%的消费者也愿意

在供应链成熟和成本下降后体验重复使用产

品，进一步扩大消费容量

5.62%

58.09%

35.52%

0.77%

如果重复使用包装比其产品原包装贵，您能接受的涨价幅度是？

涨价不超过30% 涨价不超过10% 不能接受涨价 其他

>60%消费者接受溢价
接受溢价10%以内的消费者占到58.09%
接受涨价超过30%的消费者占到5.62%

1.7 重复使用模式的溢价接受度



公众认知基础呈现正

向积极的态度
公众对具体场景与应

用表现出较高的接纳

度

存在明显的市场空间

与盈利机遇

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建立了基础的认知

整体而言，公众已经做好了准备，市场推广可大步前进

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保持正向积极的印象

省钱是公众对重复使用模式最常见的印象

正面印象占比超过负面印象

82.41%的消费者认为重复使用模式是省钱

的

超过50%的消费者可以识别出重复使用场景

重复使用模式存在未满足的潜在市场空间

重复使用模式存在市场盈利机遇

愿意接受绿色溢价的消费者超过60%

重复使用模式预期接受度高于当前普及率

公众对几乎所有重复使用模式均持接受态度

重复使用包装材质应重点关注卫生安全，无
明显高风险材质类型

部分热门重复使用模式在市场推广中已取得
了初步的成果

所有材质的包装在推广重复使用模式时公众
预计接受度均高于40%

循环快递箱、替换装个护等热门重复使用产
品有超过50%的公众普及率

除外卖场景外，其他重复使用场景接受程度
均高于50%



从细节洞察阻碍与差距，寻找提升

的路径与方向



2.1 各公众基础认知仍有提升的空间，环境科普仍旧重要

一方面，不同环保理念的人群对重复使用的印象与体验意

愿存在差异，环保社群被调研者更愿意尝试重复使用模式

另一方面，当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确实存在提升
空间与科普的必要性

来自环保社群的被调研者在大部分的重复使用模式

场景的体验频率均高于来自公众社群的被调研者，反

映了较高的环保认知和认同感对行为具有明显的指

引，继续开展环境教育，提高环保爱好者人群有助于

重复使用模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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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的

有品质的

符合可持续生活理念

有发展前景的

勤俭节约的

您对重复使用模式的印象如何?

环保社群 公众

我们发现“符合可持续生活理念”、“更健康的”等「绿

色印象」相对较少得给普通公众留下印象并被其记住，影

响了公众对环保价值的感知度。因此，支持整个社会的生

态文明教育进程，同时进一步宣传重复使用模式的环保

影响十分重要

0% 10% 20% 30% 40% 50% 60%

其他，请说明:

我没体验过重复使用模式的购物

商超粮油店使用重复使用打包容器

外卖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盒、饮料瓶等

网购/寄快递使用可循环快递箱

购买替换装的美妆/护肤产品

购买瓶装饮料，并在喝完后将瓶子归还至特定回
收点

购买替换装的家庭/个人护理类产品

餐厅堂食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具

您体验过以下哪些可重复使用模式的场景？

环保社群 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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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以下哪些产品/产品包装属于重复使用的模式?

“用完即弃的塑料杯装奶茶”作为本题唯一不属于可重复使用

模式的选项，有接近20%被调研者选择，考虑到大众对一次性

包装有基础认知，可能存在将“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概

念混淆。

13.04%

50%

超过13.04%来自环保社群的被调研者对此

表示质疑，而对于环保认知更薄弱的普通公

众来说，超过50%的被调研者表示质疑。表

明公众对环保价值认知存在盲区和漏洞

差异1: 更高的环保感知度 差异2:更高频的绿色行动

差距1:概念认知混淆

被调研者对重复使用模式是否比一次性用品环
保表示质疑

差距2:环保价值存在认知盲区

环
保
社
群

公
众



2.2 虽然公众整体呈现积极态度，但在
实际采取行动时，仍有较多阻碍因素

同类产品的稀缺与卫生安全隐患是关键阻碍因

素说明国内较大的蓝海市场。市场参与者们应进

一步提高产品供给，同时最优先重视和凸显产品

的卫生安全属性。

环保价值可信度、产品的美观度、性价比、便利

性等也是开发和推广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其他因

素
产品便利性并非较为突出的阻碍因素。与预期不

同的是，虽然有39.77%的人群认为产品的便利

性是其阻碍因素，但相比其他因素并不突出。（注：

这一数据可能由于重复使用产品的推广范围较小，公众对便利性还未开始重

视，未来这一数据需要持续关注） 27.93%

33.33%

34.23%

42.34%

42.34%

48.65%

68.47%

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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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包装材质含有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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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一次性包装产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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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较少看到此类产品

清洗消毒不彻底

不购买重复使用类产品的原因是？



2.3 性价比是影响消费者选择重复使用模式的重要因素，在不同重复使用模式的性价存
在较大差异的当下，企业应由其重视性价比优势的塑造

产品开发过程中注重成本及定价，并通过折
算和突出单次价格比引导消费者关注重复
使用模式产品的长期性价比优势

48.86%的消费者认为“价格相对较高”是其不够买重复使用类产品的原因

研发创新过程中，企业应注重系统性、颠覆式的
创新路径，以获取模式上、技术上、性价比上的
巨大变革，避免性价比层面的竞争失败

30.68%

37.50%

39.77%

48.86%

50%

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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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购买重复使用类产品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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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重复使用模式的印象如何？

当下发展初期，各式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抵达公众视野，“省钱的”和“昂贵的”同时成
为排名较前的公众印象，反映了当前不同重复使用模式在性价比上的巨大差异。



2.4 消费者对各类重复使用模式未呈现明显偏好，相关数据仍应继续观察

仅重复灌装日化用品场景下，家中续装的方式更受消费者的喜爱，其他场景下不同的重复使用系统间未发现明显消费偏好

但考虑到目前公众对不同重复使用场景和系统的接触程度有限，因此公众的偏好仍需要继续观察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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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归还可循环包装 
VS

定点归还可循环包装

对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偏好

572

567

-600 -100 400

家中归还可循环包装
VS

定点归还可循环包装

对重复使用外卖餐盒的偏好

458

457

-600 -100 400

家中重复灌装
VS

定点重复灌装

 对重复灌装的偏好

427

544

定点

家中

返还续装

家中续装 家中返还

定点续装 定点返还

参考:艾伦・麦克阿瑟 基金会(2019):Reuse: Rethinking 
Packaging (《 重复使用:对包装的重新 思考》) 



2.5 「体验先行」能够有效打破过往认知，提升公众接受度
对重复使用模式场景的体验情况及接受度进行交叉分析发现，体验过某个重复使用模式场景的人群对该场景的接受度略高于未体

验过该场景的人群，说明体验本身有助于打破传统认知僵局，可通过小规模试行、促销优惠、红包与积分奖励等形式引导公众迈出

绿色行动的第一步。

愿意使用可重复
包装外卖, 
93.82%

不愿意使用
可重复包装

外卖, 
6.80%

体验过该行动的人群

全体被调研者中有21.18%表

示不愿意使用可循环外卖包

装，而对于被调研者中体验

过可重复使用的餐盒、饮料

瓶的28.48%的人群，其中有

6.8%表示不愿意使用可重复

使用的外卖包装，说明体验

过可循环外卖包装的人群对

这一场景的接受度更高。

全体被调研者中有2.32%表

示不愿意使用可循环快递箱，

而对于体验过网购/快递使用

可循环快递箱的58.68%的人

群，其中有1.99%表示不愿意

使用可循环快递箱，说明体

验过可循环快递箱的人群对

这一场景的接受度更高。
愿意使用
可循环快
递箱, 
98.01%

不愿意使用
可循环快递
箱, 1.99%

体验过该行动的人群

不接受该行动的
比例明显下降

不接受该行动的
比例明显下降

愿意使用可重
复包装外卖, 

78.82%

不愿意使用
可重复包装

外卖, 
21.18%

可重复餐盒、饮料瓶的接受度

未体验过的人群

愿意使用可循环
快递箱, 97.68%

不愿意使用
可循环快递
箱, 2.32%

网购/快递可循环快递箱接受度

未体验过的人群



2.6 注重「可持续+」附加价值的宣传，
扩大重复使用模式的影响力圈层

除了宣传重复使用模式的可持续与环保价值

外，消费者往往更注重「可持续+」所带来的

附加价值，结合公众对省钱、时尚前卫等标签

的强感知特性，可以更有效得引起公众的体验

意愿

尤其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时尚前卫的特性往往

比可持续、健康更有吸引力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省钱的

时尚、前卫的

更健康的

有品质的

符合可持续生活理念

有发展前景的

勤俭节约的

您对重复使用模式的印象如何?

环保社群 公众



行动建议总结

政府部门、市场主体、NGO等积极开展重复使用模式的宣传教育

注重不同主体的联结与合作

提升基础认知

-提高公众认知基础
可通过小规模试行、促销优惠、红包与积分奖励等形式引导公众

迈出绿色行动的第一步。

注重「可持续+」附加价值的宣传，除了宣传重复使用模式的可持

续与环保价值外，结合公众对省钱、时尚前卫等标签的强感知特

性，可以更有效得引起公众的体验意愿。

引导初次体验

-引导「体验先行」

-注重宣传关键词



行动建议总结

市场产品优化

积极开展创新，增加产品供给，开拓市场渠道。

-提高产品供应

严格控制清洗消毒流程，通过透明且真实的披

露方式树立消费者信任。

-重视卫生安全隐患

在简约的基础上，重视产品外观，使其符合大众

审美的期待。

-提高产品美观度
积极参与科普宣传活动的同时，注重自身产品环境价值的

科学量化评估，提前预判和避免漂绿质疑。

产品开发过程中注重成本及定价，并通过折算和突出单次价

格比引导消费者关注重复使用模式产品的长期性价比优势；

注重系统性、颠覆式创新，以获取模式上、技术上、性价比上

的巨大变革，避免性价比层面的竞争失败，

-提高&凸显性价比

当前处于市场发展初期，市场参与者应该注

重创新，加快对市场的响应，对开展针对性

的快速迭代

持续观察，快速迭代

系统模式对便利性影响较大，虽然便利性并

非当前公众关注的核心阻碍因素，但仍应作

为市场参与者们开发产品过程中重视的因

素

-观察对系统模式的市场偏好

-提高环保价值可信度
-注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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