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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事活动及其国内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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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节事活动概念及其内涵

“节事活动”一词来自英文“event”，在国

内学术研究领域，对这一单词的常见翻译有“节

事”、“事件”、“活动”和“节事活动”等。 

Getz（1997）认为节事活动就是短时间内发生的

一系列活动项目的总和，同时也是活动发生过程

中环境、管理和人员的独特组合。在我国，余青

和吴必虎等人（2005）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用节

事活动统称节日、庆典、地方特色产品展览会、

交易会、博览会，以及各种会议和文化、体育赛

事等特色活动。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

益关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明晰，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学者率先对绿色节事活动展开研究。当前，

对其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且尚未形成统

一说法。Laing和Frost（2010）认为绿色节事活动

（Green Event）就是在对节事活动管理和运营过程

中将可持续性政策或实践纳入到其中的节事活动。

Hanchar（2019）指出绿色节事活动是指采取系统的

方法，通过最大程度减少资源浪费来促进可持续性

发展的一类活动，同时他强调绿色主要体现在活动

准备和举办过程中对各类材料和能源尽可能少的使

用，其中回收和再利用的整合是两个关键方面。而

国内学者尚没有直接提出绿色节事活动的定义，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会展的概念方面（孙明贵、

张宏远，2006；何卫东，2009；陈宜平，2011）。

综观对绿色节事活动与绿色会展的概念研究就不难

发现，尽管学者的说法众多，但围绕的核心目的却

趋于一致，即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到活动规划、

策划、组织和管理等的全过程中，最终在于缓解节

事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二、绿色节事活动的发展研究

为提升节事活动的绿化水平，引导和发展绿色

节事活动行业，各国政府和社团组织纷纷出台了相

关的规范条例和实践指南，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会展业指南是1996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制定的《环

境友好型会展指南》；在我国，为缓解上海世博会

举办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特别发布了《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指南》。除以上对节事活动

行业绿色标准或单一重大活动的绿色化指南制定以

外，绿色场馆规划和改造也是行业在早期探讨最多

的话题之一。

随着对绿色节事活动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

传统单一的“环境保护”研究视角受到挑战，研

究者不断寻求发展绿色节事活动的更本质“动

机”和“效应”，并试图通过分析绿色节事活动

实施动机和效应来说服利益相关群体对节事活

动进行改造。例如，Severt和Wang（2007）以及

Andersson 等人（2013）以帮助活动组织者提升

竞争力为视角开展研究。在绿色节事活动本阶段

研究中，研究视角开始从外部环境驱动转向内部

自驱，是从单一视角向多重视角的延伸。

但以上两阶段的研究都只关注了绿色节事活动

这一主体，并未对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开展互动研

【摘　要】发展迅猛的节事活动对生态环境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进，绿
色节事活动研究逐渐成为活动与环境保护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
理了绿色节事活动研究的重点内容，并对不同阶段的研究核心做了总结，研究发现对绿色节事活动的讨论
正经历着“环境保护—驱使动机—个体态度”的研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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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此，第三阶段的关注主体开始转向活动举

办过程中的“人”，围绕“人”所开展的环境行

为研究成为该阶段的重点，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态

度、感知以及行为变化等微观层面。例如，Mair等

人（2014）以四场大型会议的参与者为研究对象，

调查了与会者对绿色会议的看法与参与意愿，研究

发现，与会者大多对绿色会议持积极肯定态度，并

表示愿意在参会期间实施有助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

响的行为，比如吃住在同一家酒店，吃当地的食物

等。此外，Wong等人（2020）也关注到绿色节事活

动和参与者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绿色

节事活动对参与者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强化作用，

该研究一定程度验证了Mair等人的结论。

三、绿色节事活动的效应研究

（一）绿色节事活动的内外部动机研究

随着对绿色节事活动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

认为一些大型的节事活动之所以在绿色建设方面有

明显改进，其背后的推动因素不完全是出于对环境

保护的考虑，而是存在更多利己因素。例如，Mair

和Jago(2010)对节事活动组织者对活动实施绿色化

的动机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组织者同时

受到内部与外部的驱动力，例如需要承担社会责

任、政策与法律的约束、组织者为提升活动形象与

吸引力的愿望、外部可感知到的竞争压力以及所服

务对象的需求等。也有学者认为客户偏好、活动投

入产出的吸引力以及活动所在地的社区期望同样是

迫使节事活动行业向可持续发展进行转变的重要因

素（Mykletun et al.，2014）。现有的节事活动

绿色化动机表明，影响活动组织者对其节事活动进

行绿色改造的因素是复杂的，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

驱动，但肯定的是，对于活动组织者而言，绿色

化有助于节事活动形象的提升并可能成为组织者

获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的策略(Andersson et al., 

2013)。

（二）绿色节事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

绿色节事活动具备很强的环境效应，现有研究

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该类活动是如何减少对

环境负面影响的(Mair&Jago, 2010)。Draper等人

（2011）认为绿色节事活动所表现出的环境友好主

要有三部分，分别是能源的高效利用，资源的再回

收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政策的推广和普及，但在不同

的节事活动类别和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取得的效应是

不同的，例如，资源回收在会议组织者群体中得到

的认同水平最高。从个体出发，随着公众生活水

平的提升，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

升，而绿色节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环境对身

体健康无害的要求。Han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

参加绿色节事活动的人认为他们可以享受到有机和

健康的食品并有机会体验到亲近生态自然的友好氛

围，同时这类活动的参与者表示对于他们履行社会

责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绿色节事活动的实施条件研究

节事活动的绿色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

现过程也是复杂多样的，针对不同的参与群体和

活动类型，如何才能有效提升节事活动的绿色化

水平？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进行了回答。

有学者注意到节事活动的供应商在活动绿色化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对供应商进行绿色认证

与资质审查是提升行业绿色化水平的一大重要举

措（Mair&Jago, 2010）。Mair 等人（2012）指

出可以通过使用新技术，例如采取视频会议的形

式来替代一些线下会议，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更多地区性的活动而非国

际性的活动实现这一目的。

四、结语

对绿色节事活动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进入期”

和“发展期”两个阶段，在“进入期”，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绿色指南制定和绿色场馆建筑方面，该

阶段是人们意识到举办节事活动会对环境造成巨大

负面影响后的行业觉醒，核心目标便是要缓解活

动举办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单一的大

型节事活动绿色化的实践研究也是本阶段的重点。

在“发展期”阶段，学者的关注视角开始转向“动

机”，解释了绿色节事活动是如何帮助组织者或

活动自身赢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支持，以及如何实施

“绿色化”来帮助组织者或他们的节事活动建立竞

争优势，同时对绿色节事活动的环境效应进行了

讨论。绿色节事活动研究的第三阶段则以活动中的

“人”为主体，该阶段为环境保护视角下的“节事

活动-环境行为”的结合研究，未来，在绿色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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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视角下，以参与者为主体的研究将成为环境保

护领域的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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