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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通过行为减速实现
体能恢复和精神重塑已是大势所趋，“慢”消费也应运而生。尽管当前围绕消费者减速已

有一些探索，但对其内涵及内在机制仍缺乏系统梳理。本文运用 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的方法，
以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２１年１月的国内外９２篇文献为研究样本，在明晰消费者减速概念内涵的
基础上，对其前因、影响因素以及后效进行了回顾，并据此总结了消费者减速的内在机制。

未来，仍需进一步总结消费者减速的理论体系，丰富减速研究的应用场景，重视中国情境

下的本土研究并关注数字媒介对消费者减速体验的影响，从而使理论研究与消费实践更

匹配且更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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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速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社
会时间逻辑对生活节奏的影响愈发明显，所谓的“时间荒”甚至让人无暇思考自己的所需及所要。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７６．５％的受访青年坦言自己正在过着“倍速生活”，４０．７％的
受访者表示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让自己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还有 ５６．０％的受访者呼吁应适当为生活
“做减法”（杜园春和徐晨，２０１９）［２］。２０２１年元旦前夕，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不仅将让人窒息的
“９９６”工作制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且引发了全社会对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的广泛反思，
以及对减缓生活步调的热烈期望。

在很大程度上，资本视域下的社会加速阻碍了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实现（马俊峰和马乔

恩，２０１９）［３］，它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严重影响引起了社会各方主体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过程中，
有研究从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层面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重视价值观引导、承担社会责任

等方法来应对“倍速生活”负面效应（孙凤，２０２０）［４］。此外，也有研究从社会成员及个体层面指
出，消费者减速已成为抵抗加速冲击的有效途径（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事实上，面对
种种生活压抑所激发出的减速需求，近年来以“慢”为主题的商业模式加速涌现，包括最早于

１９８６年在意大利诞生的慢食（Ｐｅｔｒｉｎｉ，２００１）［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慢生活（Ｐａｒｋｉｎｓ和 Ｃｒａｉｇ，
２００６）［７］、慢城（Ｐｉｎｋ，２００８）［８］、慢旅游（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和 Ｌｕｍｓｄｏｎ，２０１０）［９］、慢时尚（Ｐｏｏｋｕｌａｎｇａｒ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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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２０１３）［１０］等。综合来看，“慢”行为的蔓延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快节奏社会的“速度崇
拜”的反抗，而且体现了人们对另类崭新生活的期望。这些与“慢”有关的新期望，既为人们提供

了对抗加速的“减速绿洲”（ｏａｓｅｓｏｆ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也让“慢”消费成为社会成员改变生活节奏、实
现自我减速的有效途径（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黄清燕等，２０２０［１１］）。尽管国内外学者
已开始关注现代社会中的“慢”消费现象，但有关消费者减速的探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虽

有一定深度但广度不足。事实上，即使是消费者减速的提出者———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９）［５］也将其研究情境限定在朝圣活动之中。这也使相关研究只体现了减速的特殊性而忽
略了它的普遍性。

鉴于消费者减速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大趋势，且有关它的探索事关人类存在的意义，因此本

文期望借助 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的方法，通过全面回顾相关文献，在深度解析消费者减速概念内涵的基
础上，归纳其发生的前因、影响因素及后效，并据此总结消费者减速的内在机制，最终通过对该领域

未来亟待探索的方向开展全面的展望，进一步激发国内学术界对消费者减速这一主题的研究热情，

推动业界将现有研究成果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消费实践。

二、研究方法

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是一种基于证据识别与整理的循证研究方法，旨在通过系统搜索、选择和整合
某一特定研究主题或领域大范围且多样化的文献，了解现有研究范围、程度和本质，进而为指导实

践、制定政策和开展研究提供关键概念、研究缺口、证据类型和来源等信息（Ｄａｕｄｔ等，２０１３）［１２］。
总体来看，使用 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方法的合理性在于：第一，该方法特别适用于探索研究话题宽泛、具
有复杂异质性或尚未被广泛回顾的主题或领域（Ｐｈａｍ等，２０１４）［１３］；第二，研究过程具有科学性和
规范性，能有效减少传统文献综述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性与随意性。本文严格按照 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研究流程，基于明确研究问题、文献检索与筛选、资料整理与总结、研究结果汇报等步骤有序展开消

费者减速文献回顾。

１．明确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明晰消费者减速研究现状，在剖析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该现象发生的前因、影

响因素及后效，以期打开消费者减速内在机制的“黑箱”。基于此，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回答以

下四个关键问题。第一，消费者减速究竟是什么？第二，消费者为什么要减速？第三，哪些因

素会影响消费者减速的体验质量和行为倾向？第四，减速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

２．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文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集数据库和中国知网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源。
具体文献检索流程如下：第一，分别以“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和“消费者减速”为主题词在目

标数据库中开展初步检索，结果仅识别到一篇由 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撰写的英文文献。
通过精读该文献，进一步了解到消费者减速广泛存在于各类“慢”消费场景中，因此还需对相关场

景中的减速现象开展检索。第二，分别以“ｓｌｏｗ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和“慢消费”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出
当前受到重点关注的“慢”消费包括慢食、慢生活、慢城、慢旅游、慢时尚等主题。第三，以“ｓｌｏｗ
ｆｏｏｄ”“ｓｌｏｗ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ｆｅ”“ｓｌｏｗｃｉｔｙ”“ｓｌｏｗ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ｒａｖｅｌ”“ｓｌｏｗｆａｓｈｉｏｎ”以及“慢食”“慢生活／慢活”
“慢城”“慢旅游／慢游”“慢时尚”为主题词再次开展检索，初步获得英文期刊论文７５９篇，中文期刊
论文８９篇。

具体文献筛选流程如下：第一，剔除重复文献及书评、社论等非研究性文献。第二，通过逐篇阅

读文献题目、摘要、关键词和引言等内容，剔除与研究问题无关的文献。第三，在精读余下有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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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以“滚雪球”的方式对其涉及的其他高度相关的重要文献进行延伸检索，以确保对消费

者减速领域重要文献的全面覆盖。第四，在流程控制上，所有步骤均由研究成员共同商定，并分别

以迭代反思的方式参与每个阶段，直至对目标文献评价结果达成共识。第五，通过筛选共精选出英

文期刊论文６５篇，英文专著 １０部，中文期刊论文 １７篇，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２１年 １月，文献
数量与年度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消费者减速文献数量及年度分布（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２１年 １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图１可知，国外相关文献比国内更早更多。在数量方面，２０１２年之后增长较快。整体而言，
相较于快速发展的“慢”消费，有关消费者减速的研究显著滞后。

３．资料整理与总结
利用 Ｅｘｃｅｌ构建文献数据编码表格。编码信息包括文献作者、出版年份、期刊来源、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减速内涵、减速前因、影响因素、减速后效、研究结论等。为确保信息提取的准确性和严

谨性，所有研究成员共同参与了讨论、审视、检查与核对工作。总体而言，基于９２篇／部文献的编码
分析，可以清晰呈现消费者减速的研究概况。

三、研究结果

１．消费者减速的概念与内涵
（１）社会科学视域下的速度与时间。要深度剖析消费者减速概念，首先需要理解“速度”的内

涵。速度源于自然科学，是指运动物体在某一个方向上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距离（中国社会科学

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编，２００１）［１４］。其中，物体由慢至快或由快至慢的速率变化分别体现了“加速”
和“减速”的概念。总体来看，快与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加速与减速则反映了物体状态动

态演变的进程。与自然物体的快慢相比，“慢”消费中的“慢”，则需要从更加宽泛的速度———社会

速度中寻找答案。将“速度”从纯粹物理概念中释放出来，并最早将其视为社会文化主题进行探讨

的是意大利诗人 Ｍａｒｉｎｅｔｔｉ（１９０９）［１５］，他在《未来主义宣言》中讴歌了现代工业和科技在颠覆传统时
空观念过程中所带来的“速度之美”。受未来主义思潮影响，“速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家关注。其中，由法国文化理论家 Ｖｉｒｉｌｉｏ（１９７７）［１６］提出的“竞速学”、美国人
文地理学家 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９）［１７］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 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提出的“社
会加速理论”最为典型，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速度研究谱系上的三大轴心理论（郑作，２０１４）［１８］。
这些理论不仅为本文理解“速度社会”和“社会速度”内涵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了解社会加速对人类

生活的影响以及探究减速的途径提供了着力点。

在物理学中，参照物与时间是判断速度快慢的两个关键维度。而在社会科学视域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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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的参照物不再局限于物体的空间位移距离上，还进一步体现在事件发生频率上（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７）［１９］。为此，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将社会加速（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数量的增长，
或者也可被看作是为达到某一数量所耗时间的减少。此时，产品制造、亲密伙伴数量、发送信息

频率等都可作为参照变量。例如，Ｌｅｖｉｎｅ和 Ｎｏｒｅｎｚａｙａｎ（１９９９）［２０］以行人行走 ６０英尺的时间、邮
政职员卖出一枚邮票的时间与公共时钟的准确性作为指标，量化研究了全球 ３１个国家和地区
的生活节奏。在消费领域，产业的“慢”属性评判标准之一就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频率。例如，

慢食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号召人们反对按照标准化生产的汉堡等单调快餐食品（Ｐｅｔｒｉｎｉ，２００１）［６］；
慢旅游的核心思想是为了减少游客观光景点数量，并调整游客感知以及经历事物的节奏

（Ｈｏｗａｒｄ，２０１２）［２１］，使游客有更多时间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以获得高质量体验；慢时尚旨在呼吁
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产品质量意识，减缓时尚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更替周期（Ｐｏｏｋｕｌａｎｇａｒａ和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２０１３）［１０］。

在时间方面，鉴于其本质的抽象性和复杂性，时间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学意义在不同学科中的释

义也不尽一致。传统哲学在理解时间上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亚里士多德、牛顿、普利高津为代表，

他们将时间视为客观存在、可以测量的实体；另一种以笛卡尔、康德、休谟为代表，他们认为时间是

个体主观意识和心理体验的反映。马克思（２０１９）［２２］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总结并指出，时间是“人
的积极存在，人的生命的尺度，人的发展的空间”，也即，时间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被赋予社

会意义而形成的社会时间（吴国璋，２００２）［２３］，而这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时间逻辑。综上，时间不仅是
一种自然刻度，还涵盖了对社会关系及主观意义的建构（黄清燕等，２０２０）［１１］，是存在于事件和对象
之间的关系系统。一方面，时间作为集体生活的节奏将社会与个人联系起来，确定了社会运转秩

序。例如，用以测量速度的“单位时间”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形成了以钟表、日历和传播媒介等

为表征的流俗时间（张磊，２０２０）［２４］。另一方面，时间不再是独立于消费之外的计数框架，而是消费
体验本身具备的固有特征（Ｗｏｅｒｍａｎｎ和 Ｒｏｋｋａ，２０１５）［２５］。整体而言，时间的主观性也使个体对时
间流逝的感知不尽相同，而消费活动也因此成为了个体时间意义的呈现方式，其终极影响就是消费

者对时间的体验、思考和管理会对其幸福感、创造力等情感及行为产生影响（Ｇｏｎｇ等，２０２０）［２６］。
例如，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和 Ｐｅ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４）［２７］认为，慢旅游回应了旅游者对日常生活时间限制的逃离以及对
更好时间范式的追求，并由此实现了个人时间增值。

（２）消费者减速内涵及其与“慢”的关系。消费者减速（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是由 Ｈｕｓｅｍａｎｎ
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提出的。他们基于主观心理时间逻辑并借鉴 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的社会加速定义
指出，消费者减速是消费者通过改变、采用或规避消费等方式，在单位时间内减少特定消费数量

（如旅行距离、技术使用、经历事件）而获得的一种慢下来的时间体验的感知。为了阐述其内涵，他

们以西班牙卡米诺朝圣者为对象，运用民族志方法探究了消费者实现自我减速的三种必然途

径———具身减速、技术减速和情景减速。他们强调，通过减速，消费者对时间的感知由快至慢、从有

限转变为丰富。该研究为了解消费者减速的内涵、实现路径以及行为结果提供了重要框架，但他们

的论证重心在于探讨消费者在朝圣这一类“非凡体验”（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中寻求减速的途
径，对于减速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时间是一种丰富资源的本质内涵尚未深入诠释，这对于理解其他日

常“慢”消费情境中的减速内涵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照“慢”消费来看，消费者减速还可通过个体体验到的“慢”来总结。

在慢食方面，该运动创始人 Ｐｅｔｒｉｎｉ（２００１）［６］曾提到，“慢”意味着控制生活节奏。在现代社会
中，快餐往往具有高度同质化、化学调味料过重等鲜明特征。这也使得消费者难以了解食材来源、

烹饪方法的文化历史背景，并通过味觉品尝出食物与自然的联系（Ｖｏｉｎｅａ等，２０１６）［２８］。与之相反，
慢食文化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消费方式（Ｐａｒｋｉｎｓ，２００４）［２９］。它倡导“良好、干净、公平”的食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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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推崇“减速日常生活节奏、追求食材真实性、考虑居民和游客的福祉以及促进文化繁荣和遗

产保护”（Ｖｏｉｎｅａ等，２０１６）［２８］。Ｔａｍ（２００８）［３０］认为，慢食过程可被视为永恒的时刻，餐桌可成为联
系交往的场所。人们在餐桌上交流关于红酒、美食和哲学的看法，将快乐、分享与反思赋予时间，并

使之成为提高社会福祉的体验。

在慢旅游方面，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和 Ｌｕｍｓｄｏｎ（２０１０）［９］认为，游客感受到的“慢”等同于优质时间，是一
种与文化和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有意义的体验，既包括身心在享受时间中感受到的减速，也包括与他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据 Ｓｅｒｄａｎｅ等（２０２０）［３１］总结，当前对慢旅游特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游客
身体流动性的缓慢”和“对时间感知的缓慢”两个层面上。其中，后者是精神和态度层面的体现，是

游客基于对时间意义的体验和理解而引发的对自我和生活的思考。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慢旅游与

其他旅游的差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游客心态（Ｓｅｒｄａｎｅ，２０２０）［３２］，主要体现在“游客在旅途中对时
间利用的反思”“追求体验质量胜于数量的行为”和“环境保护意识”之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等，２０１１［３３］；
Ｌｉｎ，２０１７［３４］）。

在慢时尚方面，快慢不仅体现在时尚产品生产消费周期中，还表现为不同的方法和理念。

“慢”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设计、生产和消费过程，是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需求以及时装生产对工

人、消费者和生态系统影响的哲学理念（Ｓｏｂｒｅｉｒａ等，２０２０）［３５］。在“快”理念体系下，快时尚产品因
强调缩短交货时间、加速生产周期，而对劳务公平、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等产生负面影响

（Ｐｏｏｋｕｌａｎｇａｒａ和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２０１３）［１０］。为解决这一问题，慢时尚作为一种关心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消费及行动理念，鼓励消费者购买量少质高的产品（Ｗａｔｓｏｎ和 Ｙａｎ，２０１３［３６］；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
２０１６［３７］）。其中，高质量体现在绿色材质、用心的制作工艺、不易过时的风格以及多功能、耐用性等
方面（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２０１４）［３８］。

在慢城方面，“慢”理念被具象于城市建设和社区营造（施益军等，２０１６）［３９］，旨在通过对地区
景观环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的政策规划与治理，提升生活品质，弘扬传统文化，保护生态

环境，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孙根紧，２０１２）［４０］，并为居民打造具有原创性、真实性和多样性的
“以人为本”的宜居之城（Ｐａｒｋ和 Ｌｅｅ，２０１９）［４１］。与商业化城镇建设不同，慢城体现了“ＳＬＯＷ”的
原则，是一种保障可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低碳（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有选择权（ｏｐｔｉｏｎ）、让居民富有
（ｗｅａｌｔｈｙ）的发展模式（宗仁，２０１１）［４２］，慢食、慢游等商业模式成为慢城建设的重要组成要素（施益
军等，２０１６）［３９］。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居民能感受到被重视与尊重，更易产生安全感和幸福感，体
会到纯粹的生活乐趣，进而自然形成慢节奏的生活理念（张明斗和王雅莉，２０１２）［４３］。

在慢生活方面，“慢”意味着高效利用时间（Ｂｒｏａｄｗａｙ，２０１５）［４４］。作为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
Ｐａｒｋｉｎｓ和 Ｃｒａｉｇ（２００６）［７］认为，时间是慢生活的基础性要素。“慢”意味着用心生活，需要个体协调
不同时间与空间，以维持生活质量与道德层面的联系，涉及伦理、道德、环境、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

等多种因素。但慢生活不等于缓慢推进生活中的每件事或是盲目回到极简无欲的传统生活

（Ｌａｍｂ，２０１９）［４５］，其关键在于维持身心平衡及内外均衡发展，强调以正确速度回归生活本质，并在
这一过程中与他人及环境建立联系，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Ｈｏｎｏｒé，２００４）［４６］。慢食、慢旅
游、慢时尚、慢城等构成了慢生活的主要内容。

综上可知，与减速相关的“慢”是相对于“快”而言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消费者与世界之间基于

感官和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一种有品质的体验节奏。消费者减速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感知，其中，

改变消费行为是实现减速的必然途径，而获得慢下来的时间体验的感知是减速的最终目标。基于

此，本文认为消费者减速是指，通过改变既有消费、选择特定消费或采取规避消费等方式，以减少单

位时间内消费数量为途径，以获得“慢”下来的时间体验的感知为终极目标的一种消费模式。其

中，消费者对于“慢”下来的时间感知不仅是对当下时间流逝速度变慢的知觉体验，更是赋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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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厚度的体现，是对自我和生命意义的深度反思与解构，是从情感、行为、制度等层面对人与

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塑（黄清燕等，２０２０）［１１］。这种心态上的减速也将消费者减
速与日常无谓且虚无的休闲区别开来（Ｓｅｒｄａｎｅ等，２０２０）［３１］。

２．消费者减速的前因、影响因素及后效
（１）消费者减速的前因。减速的前因可从社会加速的负面效应和个体减速动机两个层面加以

理解。

１）社会加速及其负面效应。社会加速理论认为，社会加速包括科技加速、生活节奏加速及社
会变迁加速三个向度（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有学者据此并吸收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科技加速是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开端，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人类需要的加速（于天宇，２０２０）［４７］。如
今，加速已成为社会常态，它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让个体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不得不

面对不断调适的困难。社会加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效应是推动消费者减速的重要外因。以下将从

闲暇时间、消费文化、技术媒介三个方面来阐述社会加速的现象及其负面效应。

第一，社会加速使闲暇时间成为劳动时间的附属物。科技加速看似节约了社会时间，但时间总

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个体真正拥有了闲暇时间。马克思（２００９）［４８］指出，“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
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然而随着资本持续侵入和壮大，在“时间就是金钱”意识的

影响下，效率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时间价值日趋“利益化”（汪斌锋，２０１８）［４９］。这也直接导致
个体劳动时间的延长与闲暇时间的减少。此外，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办公时间、地点不再局限于

固定工作场所，个体仅剩的闲暇被工作时间进一步挤占。可见，社会加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个体失

去对时间的自由控制力，可支配的闲暇时间成为稀有品，并间接导致个体减少了与家人朋友交流以

及开展自我反思的机会。

第二，社会加速使消费文化侵蚀了个体思想。资本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就必须加速控制和制

造人的消费需要。尽管满足个体需要是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但资本却将个体需要转变为利己力量。

实际上，在个体仅剩的闲暇时间里，资本还会通过加速生产让其逐渐沉迷于各种消费中。在消费主

义盛行的时代，个体消费不再以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而是转向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其遵循

“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的逻辑（Ｆｒｏｍｍ，１９７６）［５０］，试图通过消费来满足超过
基本物质需求的心理和精神欲望。但在这过程中，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生活质量及幸

福指数，反而成为逃避现实的方式，个体独立的思想与个性逐渐被不断更迭的消费时尚所消弭。与

此同时，物欲横流、符号泛滥的消费社会往往导致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耗，长久以往势必危害人与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会加速通过技术媒介促成了新的异化。交通运输、网络通讯等现代社会技术为社会加

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造就了全球范围内的“时空压缩”。这种状况不仅打破了物理上的时空概

念，创造了新的交往模式，而且促使技术媒介替代感觉器官成为个体感知世界的工具，增加了个体

与外界的距离感（Ｋｒｍｅｒ，２００６）［５１］，导致其对世界真实性的认知缺乏。此外，上述媒介还成为时间
的代理者（Ｅｒｎｓｔ，２０１６）［５２］，使得个体对时间的感受被媒介化，时间变得越来越零散、无序及碎片
化。尽管个体是社会性的，但在技术媒介的加速下，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异化：一是个体与物之间

关系的异化。在科技加持下，物的智能化为个体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愈发便

捷。但加速并不一定促使个体通过物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越发依赖

物、物奴役个体以及个体在面对物时产生罪恶感等结果。二是个体与个体关系的异化。个体能够

快速通过虚拟网络在任何给定的时间进入不止一个空间，与多人交换信息、达成合作并获得想知道

的信息。这使个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距离感，导致个体与个体交往过程从一种真实关系逐渐向虚幻

关系转变，朝着功利化、冷漠化的方向发展。三是个体本质的异化。自由且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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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特性（马克思，２００９）［５３］，但在加速的背景下，个体过度依赖技术媒介带来的便利，逐渐沦为
“工具人”，导致个体自我认同感缺失，个体的本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为了自我异化

的人。

２）消费者减速的动机。正如 Ｓｈａｎｇ等（２０２０）［５４］所说，消费者减速的欲望源于个体对速度和现
代性负面效应的心理抵抗。现代性所推崇的无休止的社会加速常常使人们感到生活失去控制感和

真实性，而这反而促使更多人去寻找一种似乎凝固在时间里的、停滞不前的，因而具有更高稳定性

的生存形态（Ｏａｋｅｓ，１９９７）［５５］。从文献梳理来看，消费者减速动机可以基于 ＩｓｏＡｈｏｌａ（１９８２）［５６］所
提出的“逃避—寻求”二分法理论，结合“逃避”和“寻求”两种动机加以阐释。

在逃避方面，Ｔｕａｎ（１９９８）［５７］指出，逃避是人类的本性。在哲学层面上，“慢”是对加速社会精
神抗拒的结果，而逃避则是减速的有效途径。逃避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对社会环境的无法承

受、对真实性的渴望以及对自身野蛮动物性的反感，而喧闹的城市生活与文化已成为现代人逃避的

重要对象之一。在 Ｏｈ等（２０１６）［５８］、?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８）［６０］的研究中均发
现，逃避是慢旅游的主要动机。ＭｃＧｒａｔｈ（２０１４）［６１］也发现，逃避现代加速生活的想法促进了慢旅游
过程中有意义的实践以及对时间的谨慎利用。此外，如果结合 Ｔｕａｎ（１９９８）［５７］的观点来看，逃避不
仅是指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活动，还表现为人类采取一定措施去掩饰或改变一个令人不满的环境。

基于这一认识，对追求减速的消费者而言，逃离加速社会并非只是消极的避世行为，而是积极响应

和对抗现代性这一霸权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一种不断探索与追求主流以外的可能生存方式的重

要实践。

在寻求方面，主要体现在个体期待在新环境中获得心理回报的愿望之上。

第一，寻求身心活力的恢复以及对自我的探索与反思（?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Ｍａｔｏｓ
（２００４）［６２］将慢旅游游客定义为“那些希望在远离压力的宁静环境中重新焕发活力的人”。其
中，恢复活力（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自我充实（ｓｅｌｆ－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是其最主要的目的（Ｏｈ等，２０１６）［５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１５）［６３］也指出，慢食体现出的道德性促使消费者思考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
为其实现自我提供指导。Ｌｅｇｅｒｅ和 Ｋａｎｇ（２０２０）［６４］的实证发现，慢时尚是由消费者希望通过采
取一些象征性行为进而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的愿望所驱动。事实上，慢的过程不仅表现为

从压力、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以轻松、舒适、平静的状态恢复身体和精神活力，还在于

通过消费体验探寻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进而实现自我意识的恢复和自我效能的提升（Ｗａｎｇ等，
２０２１）［６５］。

第二，寻求社会互动与参与。这里的互动与参与既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发生在人与地方

之间。在人际互动方面，在英国、澳大利亚开展的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有更

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是他们放慢生活节奏的主要原因（Ｐａｒｋｉｎｓ和 Ｃｒａｉｇ，２００６）［７］。而在用餐时能
与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交流、结识新朋友或与家人有更多互动则成为消费者践行慢食主义的主要

目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１５［６３］；?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在人与地方互动方面，主要表现为融入地
方生活、体验地方文化，包括“求真”和“求新”两个主要动机。一方面，寻求真实性是游客选择慢旅

游的重要动机（Ｍｅｎｇ和 Ｃｈｏｉ，２０１６［６６］；Ｓｈａｎｇ等，２０２０［６７］），实现方式包括深入接触未受破坏的自然
和地方或体验地区文化。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２０１４）［３８］指出，慢时尚具有公平性、真实性、功能性、地方主义
和排他性五个维度。其中，真实性、地方主义和排他性三个维度反映了慢时尚消费者对于产品材

料、工艺和文化内涵都有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寻求新奇也是消费者参与慢旅游和慢食的动机

（Ｏｈ等，２０１６［５８］；?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作为消费者主动参与地方活动、融入地方文化的重
要途径，由强烈的求新欲望所产生的乐趣和刺激会激励其更加沉浸于“慢”消费中。

第三，寻求社会公正和环境的可持续性。Ｆｏｌｅｙ（２０１７）［６８］认为，慢旅游是由消费者对个人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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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祉的渴望驱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解毒剂”。综合来看，对环境的关注是游客选

择慢旅游的动机之一（Ｍｅｎｇ和 Ｃｈｏｉ，２０１６［６９］；?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事实上，这种动机也为
减少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１５）［６３］有关慢食动机的调查中，受访者
表示，参与慢食活动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包括支持本地生产、减少食物运输、公平分配

食物、避免不必要的食物浪费以及对食品生产模式道德的关注。此外，结合慢时尚具有的公平性

（生产者福祉和公平贸易）和功能性（多功能性和耐用性）维度来看，它们也很好地体现了消费者对

慢时尚倡导的绿色理念的重视（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２０１４）［３８］。
（２）消费者减速的影响因素。当前，就消费者减速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

基于消费情景视角探究影响消费者减速体验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环境因素；

二是基于个体差异视角探究影响消费者减速行为倾向的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

因素。

１）影响减速体验质量的因素。Ｒｏｓａ（２０１３）［１］认为，在社会加速大背景下，因地理位置或社会
文化隔离而未被现代化与加速化浪潮席卷的“减速绿洲”是存在的。消费者减速虽不一定被限定

于特定空间内，但也需基于一定的情境氛围，且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空间要素的确能在刺激感官的

基础上实现和增强消费者减速体验（Ｐａｒｋｉｎｓ和 Ｃｒａｉｇ，２００６［７］；Ｐｉｎｋ，２００８［８］；Ｓｈａｎｇ等，２０２０［５４］）。
第一，由水土、生物、气候、地理位置等构成的自然环境的影响。首先，自然时间。Ｊｉａｎｇ等

（２０１８）［６０］在观察中国寺庙禅修体验时指出，与惯常城市环境相分离的自然景观，如清晨围绕在寺
庙顶端雾蒙蒙的凉空气、鸟儿的叫声、山顶的日出日落，都在为禅修者营造出一种属于当下的、宁静

的宗教氛围和永恒的真实感。此时，依照天地律则所形成的自然时间秩序，在本质上与按照社会规

则构建的社会时间秩序区分开来（黄清燕等，２０２０）［１１］。它使禅修者的时间逻辑回归为本质的生命
时间，以自然作息的身体节奏去感受时间的流逝。其次，自然区位。地理位置的僻远和封闭程度有

助于保留地区原始自然形态和生活方式，让消费者在现实区位和比较区位的交互体验中实现自我

减速（白凯等，２０１７）［７０］。此外，部分区域网络通信信号的不完全畅通也为体验减速的消费者提供
了一个不会被外界信息打扰的环境，更有利于其沉浸在减速体验中（Ｈｏｗａｒｄ，２０１２［２１］；Ｌａｍｂ，
２０１９［４５］；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最后，自然力量。Ｖａｒｌｅｙ和 Ｓｅｍｐｌｅ（２０１５）［７１］将这种通过
在自然环境中探险而实现减速体验的经历称为“慢”冒险，冒险者在与自然力量（如雨雪、风沙）直

接接触和短暂对抗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同步，使他们体验到超越时钟、计算机和

城市人群的时间和空间，这与现代社会环境中的碎片化、加速化、中介化的体验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基于城市建设、历史文化等因素所构建的人文环境也可为消费者提供减速空间，提供更

慢、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首先，地方历史及文化积淀构成了“慢”氛围的精神本底。Ｃａｒｎｅｇｉｅ和
Ｍｃｃａｂｅ（２００８）［７２］将历史和文化描述为“与时间一起玩耍”。作为一种无形的环境要素，地区独有
的历史与文化本身就以一种“慢”的特性来支撑场所精神营造（胡家镜等，２０１９）［７３］。在很大程度
上，与当地社区（包括人、地方和文化）深度交流是慢旅游的重要环节，也是营造“慢”氛围、实现游

客沉浸体验的关键（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和 Ｌｕｍｓｄｏｎ，２０１０［９］；李东晔等，２０２０［７４］）。在慢食领域，食物本身并
不是引起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原因。由于食材不仅是一种营养或经济商品，更是一个多维的文化人

工制品，因此能够将地方和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和象征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事实上，人们

消费的是食物背后的历史、工艺、故事及传统（Ｅｖｅｒｅｔｔ，２００８）［７５］。其次，地方的管理与经营使空间
“慢”氛围被进一步营造和鲜活。例如，慢城运动试图通过政策和规划减缓整个城市节奏来提升居

民生活质量，特别是减缓城市空间利用及降低空间内的生活和交通流的速度。这就涉及到居民规

模控制、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本地产品保护、好客和宜居性、慢城意识等方面的政策（Ｐｉｎｋ，
２００８［８］；张骏等，２０１１［７６］）。Ｓｅｒｄａｎｅ（２０２０）［３２］认为，旅游供应方在促进慢旅游发展方面发挥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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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旅游环节设计和场景构建引发游客的情境兴趣，并创造“慢”体验。

可以看到，这些物质和文化媒介成为帮助个体融入地方的通道，消费者藉此将个体时间嵌入其中，

而在这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差异感和同步感促使消费者对自我和人生价值产生更深入的体会和

思考。

２）影响减速行为倾向的因素。第一，文化因素，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等。在风俗习惯
方面，Ｈａｌｌ（２０１８）［７７］发现，在日本，穿着和服被看作是慢生活和慢时尚的代名词，其原因是穿着和
服会使消费者不得不选择步行。这既能通过放慢脚步使心灵平静，又减少了汽车使用而更具环保

意识。在价值观方面，Ｐａｒｋｉｎｓ和 Ｃｒａｉｇ（２００６）［７］指出，时间成为评判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指
标，如何合理且有效分配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个体的价值观和生活道德。因此，在与可持续性

相关的消费中，个体价值观对消费行为有着重大影响。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２０１６）［３７］在将慢时尚的潜在消
费者划分为“高度介入群体、传统群体、排他性导向群体和低度介入群体”的基础上，采用施瓦茨价

值观量表测试对比了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异同。该研究发现，高介入度群体在自我超越（促进他人

和自然福利）与自我提升（个人利益）两个极端价值观维度上均有较高得分。Ｓｏｂｒｅｉｒａ等（２０２０）［３５］

发现，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费者不仅更倾向于购买差异化和独特性的产品，而且对环境生态问题

的关注比较少，同时也证实了物质主义仅对慢时尚的排他性维度有正向影响。

第二，社会因素，主要围绕地位这一话题加以展开。Ｔａｍ（２００８）［３０］认为，“慢”消费已发展成为
一种象征着精致、成熟和品味生活的阶级商品。例如，与大众旅游相比，慢旅游主张深度体验，对消

费环境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比一般性消费的花费更高（Ｓｅｒｄａｎｅ等，２０２０）［３１］。再如，慢旅游
具有炫耀性消费的潜力（Ｆｏｌｅｙ，２０１７）［６８］。Ｂｅｌｌｅｚｚａ等（２０１７）［７８］指出，时间贫乏与繁忙已成为一种
新的身份象征。过度忙碌的人一般具有更高的能力和抱负，且地位越高的人对反思、自我修整的需

求越高，他们在闲暇时更有可能选择禅修、朝圣等高质量的减速活动。此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１５）［６３］

提到，慢食运动曾因推广高品质食材、葡萄酒而被认为是一种精英主义并受到外界批评。一般而

言，高社会阶层的人才会对食物品质和味道有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反，Ｍｏｒｇａｎ和 Ｂｉｒｔｗｉｓｔｌｅ
（２００９）［７９］发现，社会地位较低的年轻的时尚消费者往往囤积了大量低质服装，且会忽略服装回收
利用的必要性。

第三，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性格、教育和自我意念等因素。在年龄方面，年龄偏大的

消费者更易被“慢”消费类产品和服务所吸引。例如，Ｌｉｎ（２０１７）［３４］发现，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有慢
旅游意图。而年轻的消费者则更偏好快时尚与快餐类产品（Ｂｈａｒｄｗａｊ和 Ｆａｉｒｈｕｒｓｔ，２０１０［８０］；Ｖｏｉｎｅａ
等，２０１６［２８］）。他们认为，快节奏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更能带来活力和刺激。在性别方面，?ｚｄｅｍｉｒ和
ｅｌｅｂｉ（２０１８）［５９］基于推拉理论探索了慢旅游的动机。他们发现，“环境关怀”和“自我反思与发现”
对女性游客的拉力作用更大，她们更关心自我实现。而时尚年轻男性则不一样，他们会因冲动和粗

心的决策风格而赋予慢时尚较低的感知价值（Ｓｕｎｇ和 Ｗｏｏ，２０１９）［８１］。在性格方面，Ｗａｎｇ等
（２０２１）［６５］运用民族志探究了禅修体验，发现性格会影响禅修方式的决策。其中，外向性格的游客
善于通过与僧侣建立互动关系来理解佛教教义、反思世俗生活，而内向性格的游客则倾向于构建一

个与世俗隔离的空间，通过与自我互动缓解抑郁和无助感。在教育方面，Ｌｉｎ（２０１７）［３４］以工业游客
为研究对象，检验了教育程度与慢旅游意愿的关系，结果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游客，往往因有更高

的环境保护意识而更愿参加慢旅游。李东晔等（２０２０）［７４］基于慢文化感知维度模型研究发现，不同
学历的慢城游客会对慢文化产品与慢文化氛围两个维度产生差异化感知。在自我意念方面，

Ｓｏｂｒｅｉｒａ等（２０２０）［３５］证实了消费者赋权意识对慢时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逻辑是，当消费者获
得可持续的产品选择权时（慢时尚可被视为赋予消费者选择有别于快时尚的权力），他们会因感到

被赋予了权力，而在环境和道德问题上更积极、更有责任意识，因此更有可能表现出支持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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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态度。

（３）消费者减速的后效。减速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后效主要包括情绪体验、情感和购
买行为三个方面。

第一，减速对消费者情绪体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速减少了消费环节。当受外界刺激频

率较低时，消费者的情绪波动在整体上会更少，甚至可以在冥想状态下达到极度平滑的境界（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６０］。在各类“慢”消费中，减速行为虽不能完全排除消极情绪体验，但仍以积极情绪为主
导。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减速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脱离快节奏带来的时间压力，找回生活真实感和

控制感，并实现身心放松。因此，在这种有意义的过程中，快乐、幸福是主调（Ｓｈａｎｇ等，２０２０）［６７］。
因此，即使可能会因徒步等运动带来身体疼痛（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或因思考过去而产
生怀旧（悲伤）情绪（Ｌｉｎ等，２０２０）［８２］，但这些都是向更高级情感转变时所经历的过渡阶段。研究
发现，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心流（ｆｌｏｗ）（Ｓｃｏｔｔ等，２０１７）［８３］。也即，感官在时空中产生的一种难忘且毫
不费力的通畅感（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１９９０）［８４］，往往会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层次的积极情感体验。不
仅如此，相较于快消费，减速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会更加持久，且导致的购买后悔更少，因而能获得

更高的消费效用（Ｗａｔｓｏｎ和 Ｙａｎ，２０１３）［３６］。研究还发现，消极情绪体验主要发生在消费者在加速
与减速相互转换的适应阶段，例如当朝圣者离开减速状态时，可能会因为不适应现代化环境和日常

生活速度而感到迷失、压力、恐慌甚至是愤怒和沮丧（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
第二，减速对消费者情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慢”消费后所产生的产品依恋以及绿色消费

偏好。在依恋方面，主要与减速能获得深度体验有关。事实上，当个体置身于具有“慢”特征的

地方时，往往很容易产生依恋情感———一种与舒适、归属和幸福有关的心理状态，体现了人们对

特定地方的认同与偏好（白凯等，２０１７）［７０］。Ｍａｔｏｓ（２００４）［６２］甚至认为，地方依恋是达成慢旅游
目的的基本原则之一。Ｓｈａｎｇ等（２０２０）［６７］以桠溪镇为研究对象证实了有关慢旅游目的地的真
实性感知会导致地方依恋的发生。在绿色消费方面，主要与减速能让人有时间开展深度反思有

关。事实上，“慢”不仅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契机，而且让人更关注公平、环保等公共话题（Ｌｕｍｓｄｏｎ
和 ＭｃＧｒａｔｈ，２０１１［８５］；Ｊｕｎｇ和 Ｊｉｎ，２０１４［３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１５［６３］）。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能够促使
消费意识发生深层次转变，进而影响到未来消费时对产品绿色功能的关注。在 Ｇｉｂｓｏｎ等
（２０１２）［８６］有关斐济部落游客的研究中，游客不仅认为当下的慢旅游经历加深了他们对可持续
性概念的理解，而且表示回家后将继续践行绿色消费理念，包括购买更多地方性、季节性、可降

解的绿色产品。

第三，减速对购买行为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支付意愿、口碑推荐与重复购买上（Ｃｈｉ和
Ｈａｎ，２０２０）［８７］。在支付意愿方面，由于“慢”消费类产品更注重质量与道德因素，因而其价格普遍
高于一般产品。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负责任的生产理念，也让人愿意在有更多自由支配收入时支

付这部分额外价格（Ｐｏｏｋｕｌａｎｇａｒａ和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２０１３）［１０］。Ｓｅｎｅｒ等（２０１９）［８８］的实证研究发现，慢时
尚所包含的真实性、地方性与排他性功能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因此提升了消费者支付

更高价格的意愿。在口碑推荐方面，减速带来的超凡感受和积极生活理念会提高推荐意愿（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６５］。一名在斐济参加慢旅游的游客就表示，部落旅游经历让她既意识到现代社会对物资
的巨大浪费，也体会到融入一个真实社区是什么感觉。与她同行的游客中有 ９２％的人表示，愿意
向家人和朋友推荐部落旅游（Ｇｉｂｓｏｎ等，２０１２）［８６］。在重复购买方面，减速已成为对抗社会加速力
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旦消费者接受了这种理念，那么“慢”消费将逐渐渗入其日常生活与消费之

中。Ｃｈｕｎｇ等（２０１８）［８９］发现，游客在慢活节中对“慢”价值的感知，将显著影响其态度和重游意愿。
３．消费者减速的内在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消费者减速的内在机制总结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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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消费者减速的内在机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图２可知，在前因方面，外因源于社会加速导致个体闲暇时间成为劳动时间的附属物，个体
思想受到消费文化的侵蚀，且在技术媒介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异化，消费者为抵抗这些负面影响而

产生了减速需求；内因源于消费者对现代“倍速生活”的逃避，反映了他们对身心活力的恢复、自我

探索与反思、社会互动与参与、社会公正与环境可持续的寻求。在影响因素方面，消费者减速的体

验质量和行为倾向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其中，前者受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后者则受

到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后效方面，消费者减速对其情绪体验、情感和购买行为将产生

较为积极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消费者减速是对资本逻辑视域下所产生的社会加速负面效应的

一种积极回应。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１．研究总结
通过回顾可发现，尽管消费者减速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但仍与实践有很大的距

离。然而无论如何，过去２０年的探讨仍为未来研究夯实了继续探索的基础。
第一，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由减速需求而引起的“慢”消费已完全摆脱了宗教朝圣的束缚，并

成为一种重要的利基市场（Ｍａｔｏｓ，２００４［６２］；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和 Ｌｕｍｓｄｏｎ，２０１０［９］），在餐饮、旅游、时尚以及
城市生活等领域站稳了脚跟，说明减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实践。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全球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世界在进入减速状态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反思速度社会

的契机。有理由相信，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社会恢复加速而引致的巨大压力将会激发出更加强

烈的减速需求。“慢”消费的领域还会大幅度地扩张。

第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减速实际上是消费者在个体层面上对速度社会生活异化的抵

制与反抗，体现了消费者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是一种浸润着生命价值的深度感悟，

更是一种以高质量幸福生活为人生理想的动态审美体验。辩证来看，加速所体现的“快”与减速所

实现的“慢”相生相克。其中，后者是消费者基于精神层面对物理时间和空间的扩充，也即，在消费

过程中赋予消费时间以价值厚度，强调体验质量，同时在空间上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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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间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第三，从机理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从减速中获得的积极体验将有助于实现体能恢复和精神重

塑，从而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投入到现实生活当中。“慢”与“快”是辩证的统一，“一张一弛”才是人

的发展之道。减速体验的主旨就是要传递“以正确的速度去做事”的平衡理念。既然社会加速之

势不可阻挡，那么选择减速就成为一种必然。有理由相信，这种快慢有节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将

对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消费理念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从发生机制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减速与其所嵌入的情境密切相关。首先，不同情境下的

减速行为表现存在显著的差异。在餐饮业中，减速表现在反对标准化快餐、追求食材品质、了解食

物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珍惜与他人共享美食时刻等方面。在旅游业中，减速表现在注重旅游品质、选

择绿色出行方式、放缓游览节奏，追求深度体验和文化沉浸，获得身心感知以及对时间意义的反思

等方面。在服装行业中，减速主要表现在降低时尚服装购置频率、关注材质环保性、生产工艺品质

以及设计多功能性和耐用性等方面，体现了消费者对劳务公平、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其

次，不同消费情境下消费者减速内在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共性。一般而言，减速源于人们对社会加速

负面效应的反抗以及对内在减速动机的回应。其中，自然、人文等场景因素会影响减速的体验质

量，而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会影响减速的行为倾向。而在实现减速后，消费者情绪体验、情感以及

购买行为将发生积极的变化。

第五，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等定性方法，而

运用问卷调查、心理学实验等定量方法的还较为少见。在很大程度上，消费者减速本质上是带有强

烈主观目的的行为（Ｍｅｎｇ和 Ｃｈｏｉ，２０１６）［６６］。虽然已有研究基于倡导“身心一元”的具身理论分析
外在因素对消费者减速的影响机制（Ｐｉｎｋ，２００８［８］；Ｈｕｓｅｍａｎｎ和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９［５］），但仍未通过实
证方法系统掌握消费者心理层面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２．研究展望
综上，消费者减速领域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索。

第一，总结消费者减速的理论体系。“慢”消费虽出现已久，但消费者减速的提出却较晚。作

为一个新兴领域，该主题还缺乏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当前，可从完善研究理论体系的角度，充分

汲取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市场营销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养分，探寻诠释减速机理

的理论框架。此外，还可以借助消费者调查以及心理学实验等多种定量研究方法，进一步明晰消费

者减速的内在结构与维度，总结消费者减速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并通过明确中介与调节变量确定不

同减速行为发生的边界条件。

第二，丰富减速研究的行业场景，重视中国情境下的本土研究。随着“慢”理念的广泛流行，消

费者减速发生的场景将更加多元，目前的研究结论对不同情境下消费者减速的解释力需要进一步

加以验证。未来，需要加大对其他行业的研究力度，通过比较分析，掌握各类减速行为表现及作用

机理的异同。此外，鉴于消费者减速会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需要聚焦于中国情景的研

究。实际上，“慢”哲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有“欲速则不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格言

诗句，也有讲究修身养性、主张主体精神自由以及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蕴。因此，深入研究本土

问题，不仅有利于掌握消费者减速的中西差异，而且是对减速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补充，有助于为

中国“慢”消费的实践提出新思路。

第三，关注数字媒介对减速体验的影响。虽然消费者减速提倡减少对科技媒介的使用以获得

真实性的体验，但从场景虚拟化发展趋势来看，减速发生场景已不再局限于线下，与媒介高度相关

的慢综艺（蔡骐和崔云珊，２０２０）［９０］、慢直播（彭晨，２０２０）［９１］也开始流行。此外，Ｌｉｎ等（２０２０）［８２］

的研究也证实了，ＶＲ技术在唤起消费者的减速欲望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对数字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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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会有助于消费者获得更加深入的减速体验吗？在虚拟场景中所形成的减速体验的内在机

理与真实消费环境又有什么差异呢？事实上，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对推动“慢”消费向数字化、智能

化扩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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