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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低碳、绿色、生态潮流下,从探讨当代大学生服装淘汰的影响因素入手,提出以绿色消费为理念的服装

再利用策略。以当代大学生服装淘汰的原因和淘汰去向的调查分析为基础,选取影响服装淘汰的社会背景、经济消费能

力、着装观念、专业背景、服装种类及破损、变色、沾污等物理指标设计问卷进行调研,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建立了大学生服装淘汰与各指标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结合服装淘汰去向分析和废旧衣物回收再利用,提出一种

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废旧衣物回收再利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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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们物质消费水平增长,消费

者对个性化的需求促使服装生产向着小批量、短周期

方向发展,新衣物的加速生产与旧衣物的减速淘汰之

间形成了巨大差值。近年来,世界经济科技水平飞速

发展,纺织类服装的消耗速度也在与日俱增,带来的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更加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
绿色消费等保护环境及回收资源的要求,而大多数年

轻人对新事物的认同度较高,是开展废旧服装回收坚

实的思想保障[1]。对大学生群体来说,较为开放多元

的审美取向和一定金额的可控支出使其购入服装的频

率更高,但尚未固定的穿衣风格也导致淘汰频率增加,
加之流行快时尚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这一群体的

淘汰服装数量可观;其次,受到居住条件等限制,被淘

汰的服装基本无法被有效回收利用。
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服装淘汰的原因以及去向展开

调查,选取影响服装淘汰的客观原因,如:服装破损、沾
污、变形变色等,以及被调查者的社会背景、经济消费

能力、着装观念、专业背景等因素,利用spss软件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建立起大学生服装淘汰行

为与各指标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得到回归方程,并
结合服装淘汰去向分析和废旧衣物回收再利用,提出

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废旧衣物回收再利用方案,旨在通

过有效措施在解决淘汰服装囤积的同时能够减少对环

境的负担,创造服装的剩余价值。

1 大学生服装淘汰因素分析及调研问题设计

1.1 服装淘汰因素分析[2]

在所处年龄段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着装个体具

有不同的服装淘汰习惯,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服装客观

因素、着装者主观因素2大类。

1.1.1 客观因素

影响服装寿命的客观因素主要指物理因素,如材

料的老化破损、沾污变色、变形等,其主要影响着服装

的穿着耐久度、纤维特性、着装效果等。
(1)服装破损。一般指由加工或运输过程中的失

误引起的破洞、剪口等明显质量问题。本文特指原本

完好的服装在穿着使用过程中因人为或意外因素,出
现影响服装穿着效果,防护功能的破洞、剪口等破损情

况。
(2)服装沾污。指原本完好的服装沾染墨渍、茶

渍、油漆等带有颜色的污渍后,因难以去除,在服装上

留下污渍痕迹,影响服装穿着效果。
(3)服装变形。因穿着时间较长,用力拉扯或因服

装纤维特性在洗涤过程中受到损伤而引起的下摆伸

长,领口松弛等情况。
(4)服装起毛起球。服装在穿着过程中,手肘、下

摆等易受摩擦部位的纤维互相纠缠堆积,极大影响着

装者的着装体验与服装效果。
(5)服装变色。因服装色牢度较差等原因,在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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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晾晒、穿着过程中出现的服装染色、串色、褪色等现

象。
(6)服装不合体。因洗涤方法不当造成服装缩水

或着装者自身体型变化导致服装不再合体的情况。

1.1.2 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主要从服装的风格、搭配、流行及心理寿

命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服装过时、服装难以搭配、
来自他人的消极评价、与他人撞衫和不喜欢等方面。

1.2 市场调研

1.2.1 调研问题设计

基于理论分析,设计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2个方

面的问题。对影响服装淘汰的主观因素问题,采用李

克特5级指标,以“完全不会受此影响、一般不会、不确

定、比较倾向、非常倾向”这5级指标对影响着装者服

装淘汰的主观因素进行分级,对数据结果运用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进行建模,运用spss软件,得出大学生

服装淘汰与主观心理因素的相关关系。
(1)背景因素问题。性别、就读年级、专业、每月的

服装消费支出、每月服装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家庭消

费观等。
(2)客观因素问题。服装破损、服装沾污、服装变

形、起毛起球、服装变色、服装不合体等。
(3)主观因素问题。服装过时、难以搭配、来自他

人的消极评价、与他人撞衫、不喜欢等。
(4)其他。问卷还涉及到被调查者对服装回收再

利用的态度与建议,包括对淘汰衣物采取的措施,对服

装再利用的建议与看法等。

1.2.2 市场调查

以线上传播调查问卷为主要途径,通过大学生用

户信息交流密集的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社交

软件发布调查问卷内容并邀请填写。调查范围以山东

省青岛市为中心,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兼有海外

大学生参与。
调研共发放问卷106份,有效回收86份,回收率

为81.1%。

2 数据分析

2.1 服装淘汰因素总体分析

用spss软件对6项客观因素和5项主观因素等

11项因素与大学生服装(外衣)淘汰频率做相关分析,
与服装淘汰率相关性比较显著的5个因素见表1。受

试验样本容量和试验过程误差的影响,各指标呈现出

的与服装淘汰相关性并不显著,选取相关性较显著的5
项指标(服装月消费金额、撞衫、起毛起球、过时、难以

搭配)做曲线回归分析。取显著水平为0.05,得出回归

关系式与回归关系图。
表1 与服装淘汰率相关性比较显著的5个因素

因 素 服装淘汰率与较显著相关因素的相关系数

撞 衫 0.276
服装月消费金额 0.238

起毛起球 0.233
过 时 0.202

难以搭配 0.197

2.2 主要指标与服装淘汰频率的回归分析

2.2.1 撞衫对服装淘汰频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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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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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外衣淘汰频率受撞衫影响趋势图

回归关系式:y=1.501+0.047x2+0.456x。
通过图1中的数据分析表明,出现撞衫的频率越

高,服装淘汰频率也随之越高,但影响程度到一定数值

将趋于稳定,不再继续升高。这显示当被调查者发现

撞衫时,在心理上得不到独特和个性的强调,服装已经

有淘汰趋势了,而当撞衫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服装将

彻底被淘汰,再升高时服装已被淘汰,撞衫不再造成重

要影响。

2.2.2 月消费对服装淘汰频率的影响分析

回归关系式:y=1.317-0.063x2+0.564x。
通过图2中的数据分析表明,月服装消费金额越

高,服装淘汰频率也随之升高,但当消费金额达到一定

数目后,淘汰频率将不再持续升高,趋向稳定。这显示

被调查者月服装消费金额越多,代表消费能力越强,因
此越倾向于短期内淘汰服装,而金额高到一定程度,淘
汰频率固定,不再影响服装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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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外衣淘汰频率受服装月消费金额影响趋势图

2.2.3 起毛起球对服装淘汰频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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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外衣淘汰频率受起毛起球影响趋势图

回归关系式:y=1.842+0.032x2+0.016x。
通过图3中的数据分析表明,起毛起球越严重,服

装越倾向于淘汰,且会随着严重程度上升,淘汰频率持

续升高。起毛起球作为物理因素,严重影响被调查者

外衣穿着体验以及美观度,且越严重影响程度越大,服
装也就越会被淘汰。

2.2.4 流行过时对服装淘汰频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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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外衣淘汰频率受过时影响趋势图

回归关系式:y=1.249-0.062x2+0.542x。
通过图4中的数据分析表明,认为过时会导致淘

汰的倾向越高,服装淘汰频率就越高。但只要人们主

观意识中认为服装过时就需要淘汰,那么无论淘汰的

倾向是非常倾向还是一般倾向,最终都会导致服装淘

汰。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的服装选择较多,尤其

大学生更在意个性的表达,所以即使并不确定过时是

否会影响自己淘汰,在时尚潮流的推动下仍会作出更

倾向淘汰的选择。

2.2.5 难以搭配对服装淘汰频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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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外衣淘汰频率受难以搭配影响趋势图

回归关系式:y=1.893+0.015x2+0.059x。
通过图5中的数据分析表明,越倾向于因为难以

搭配淘汰服装的被调查者其外衣淘汰频率越高。因为

越难以搭配的服装可穿着使用概率越低,导致淘汰囤

积的概率也就越大。

2.2.6 小结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服装月消费金额、撞衫、起
毛起球、过时、难以搭配会影响大学生服装(外衣)淘汰

频率。其中月消费越高的试验者,对服装的质感或潮

流程度追求较高,更加倾向于认为服装是消耗品,并随

着自身和环境的变化经常更换。
撞衫、过时、难以搭配以及起毛起球等因素相较于

服装破损、沾污、变形、变色、不合体、来自他人的消极

评价、不喜欢对大学生服装淘汰影响更大。

2.3 有关淘汰服装回收利用态度问题的分析

特卖囤 积
（不再穿着）

人数
89

19

特赠/捐赠

66

再利用

23

图6 服装淘汰去向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结果(图6)可见,绝大多数大学生的

废旧服装都是囤积最后丢弃,废旧服装的利用率不高,
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而较多大学生不囤积服装的方式

是转赠或捐赠,相当于服装二次使用进入新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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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回收再利用作为新兴绿色回收方式,仅为小部分

大学生所熟知使用。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当今大学生的服装消费中,服
装月消费金额、撞衫、起毛起球、过时、难以搭配会影响

大学生服装(外衣)淘汰频率。其中月消费越高的试验

者,对服装的质感或潮流程度追求较高,自然更加倾向

于认为服装是消耗品,并随着自身和环境的变化经常

更换。

3.2 旧衣回收建议

(1)建立健全旧衣回收体制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小区内设

立旧衣回收站,在调查问卷数据中显示仍有一半左右

的大学生未见过旧衣回收站。这表明旧衣回收站的宣

传力度以及数量不够,建议在各地大学校园内设立旧

衣回收站点,发挥大学生群体优势,扩大宣传、增设站

点,完善废旧衣物的分类分拣体系[3],提高回收综合利

用效率。同时,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宣传线上回收旧

衣物服务,使旧衣得到更快更便利的回收利用。
(2)推广建立旧衣交易市场

联合学校校医院、安保部门,通过对旧衣物的安全

卫生检查后,在大学校园内定期举办跳蚤市场类二手

交易活动,为大学生旧衣交易提供官方正式场所并维

持商品买卖秩序。加强对“闲鱼”等大学生常用线上交

易二手服装应用软件的监管制度,如要求卖方提供对

衣物质量及卫生条件的证明等,保证大学生群体交易

安全。
(3)推广旧衣回收再加工产品

主推旧衣回收再加工产品的工厂可向大学生提供

产品参观体验等机会,在学生群体中推广回收再加工

产品,重点在卫生性、美观性等大学生特别关注的方面

进行宣传,呼吁大学生群体购买再加工产品,促进旧衣

绿色循环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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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andReuseofWasteClothesBasedontheAnalysis
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CollegeStudents'ClothingElimination

ZHUANGMei-ling,ZHAOLing,BIYan-qiang,ZHANGJia-yi
(SchoolofTextileandGarment,Qingdao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Abstract:Intheglobaltrendoflow-carbon,greenandecology,startingfromthediscussion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contem-

porarycollegestudents'clothingelimination,theclothingreusestrategybasedontheconceptofgreenconsumptionwasputforward.

Basedonthe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thereasonsfortheeliminationofcontemporarycollegestudents'clothingandthedirection

ofelimination,thesocialbackground,economicconsumptionability,dressconcept,professionalbackground,clothingtypeandsome

physicalindicatorssuchasdamage,discolorationandcontaminationwereselectedtodesignaquestionnaire.Thedatawereanalyzedby
spsssoftware,andthecorrelationandregressionrelationshipbetweencollegestudents'clothingeliminationandrelevantindicators

wasestablished.Combinedwiththeanalysisofclothingeliminationandtherecyclingofwasteclothes,arecyclingschemeforcollege

studentswa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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