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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指导，采用问卷调查，对山东省 8 个城市居民的体育消

费行为进行了连续 2 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影响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因素，据此提出促进市民体育行为与消

费行为结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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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的转变，闲暇时间的增多，体

育消费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衡

量一个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

了解我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现状和规律，对山东省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8 个大中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进行

了连续 2 年的调查研究，力求找出我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

为的变化趋势，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措施，培育、规范体育消

费市场，促进体育产业及体育市场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以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济南、青岛、

烟台、潍坊、菏泽、泰安、聊城、济宁的男女市民为研究对象，

在典型城区根据随机抽样原则抽取部分市民组成研究样本。

2000 年共发放居民调查问卷 1 532 份，回收 1 487 份，有

效问卷 1 129 份，有效率 74%。2001 年发放 1 623 份，回收 1
391 份，有效问卷 1 217 份，有效率 75%。问卷发放前进行了

信度、效度检验，所有统计处理工作由专业统计人员用 SPSS
软件完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实物性

体育消费是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的生活需要，

反映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指标。体育作为商品是属于

满足人们高层次的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消费品，其消费动机和

消费能力与体育市场的完善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存在着互

相制约的关系。体育消费一般分为 3 类，即实物性消费：购

买各种运动器材、运动装备、体育游戏类物品、运动服装等；

观赏性消费：订购体育报刊、书籍、杂志，收听、收看体育新

闻、观赏比赛等；参与性消费：参与商业性健身俱乐部活动、

体育旅游、体育医疗、体育培训等。调查显示，体育消费已成

为我省多数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一部分，并渐成增长之势。

在 3 项消费中，实物性消费占 57.12%，可见实物性消费仍是

我省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选择，因为这类消费兼有体育活动

和日常生活两方面的效用，较多居民选择购买体育用品后自

我锻炼。体育竞赛市场不发达，高水平体育竞赛少并集中在

大城市，居民观赏体育比赛更多是通过电视节目，因而观赏

性消费只占 11.72%。参与性消费比重较大，占 31. 18%，并

呈逐年增长之势，尤其是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城市增长

明显，反映出这些城市较为浓厚的体育氛围和假日活动中体

育消费的经济效益，也反映出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娱乐需

求和健身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应看到，西部经济欠发达

的城市与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体育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

距，西部城市增长缓慢。总体来看，我省居民体育消费水平

不高，体育消费逐渐增加但增幅较小；体育消费市场不发达，

体育服务的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较低，制约了居民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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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虽已显示出市场潜力，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详见表 1）。

表 1 居民 2000 ～ 2001 年人均年体育消费结构

城市
调查数 /人

2000 年 2001 年

实物性消费 /万元

2000 年 2001 年

观赏性消费 /万元

2000 年 2001 年

参与性消费 /万元

2000 年 2001 年

人均 /元

2000 年 2001 年

济南 231 246 2.03 2.69 0.32 0.36 0.86 1.08 139 168
青岛 203 239 2.17 2.84 0.38 0.52 0.86 1.06 163 185
烟台 137 150 0.83 1 .05 0 .11 0 .18 0 .72 0 .93 121 144
潍坊 132 108 0.71 0 .82 0 .18 0 .19 0 .42 0 .43 99 132
泰安 110 126 0.62 0 .66 0 .13 0 .34 0 .23 0 .61 98 127
菏泽 98 113 0.29 0 .33 0 .08 0 .13 0 .18 0 .55 56 89
济宁 117 120 0.32 0 .59 0 .14 0 .16 0 .34 0 .35 68 92
聊城 101 115 0.25 0 .46 0 .16 0 .15 0 .32 0 .41 72 97
合计 1 129 1 217 7.22 9 .89 1 .50 2 .03 3 .93 5 .40 816 1 034

% 57.12 57 .13 11 .87 11 .72 31 .09 31 .18

2 体育消费动机的多元性和实用性

体育消费动机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占调查

数的 87%以上的消费者都把体育消费作为生活消费的一部

分，体育消费的数量和结构随收入增加而变化。人们为“欣

赏比赛”、“休闲娱乐”、“健美”、“家庭娱乐”、“人际交往”而进

行体育消费的比例较大（分别占 26.87%、36.40%、27.69%、

40.18%、24.9%），说明体育活动的娱乐性、健身的实际效用

和体育活动的情感满足是促使人们进行体育消费的直接动

机。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识、行为习惯的转变，促使居民

的健康投资理念在明显增强，2000 年居民体育消费占生活

消费额为 3.5%，2001 年为 4.7%。在日常文化生活消费中，

体育消费排第 3 位，在节假日活动中，体育活动排在旅游之

后，居第 2 位，且体育消费的意愿明显高于平时，显示了假日

活动中体育消费增长的趋势。同时，随着体育市场的逐步建

立，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变化，时尚、新颖的体育

活动越来越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活动场所和选择余地，

健身房、康乐中心、体育用品悄然走进寻常百姓。青春、健

美、娱乐、长寿成了当今时尚，它反映了社会消费的变化和发

展，反映了人们对健康、文明、科学生活方式的追求。

3 体育消费选择的层次性和多样性

体育消费选择是体育消费品市场和个人认知活动互动

的结果。因年龄、性别、文化层次、收入、爱好等的不同，其体

育消费选择表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从表 2 可看出，东部城

市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量在 101 ～ 200 元和 201 ～ 300 元的人

数占 60%左右，西部城市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在 100 元以下

和 101 ～ 200 元的人数占 65%左右，反映出我省居民体育消

费位于中等价位和低价位水平，与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表 4 则显示了同一年龄段居民的消费选择

具有相似性，体育消费选择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个人爱好和周

围人群的影响。主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经济收入、体育消费

品的质量和效果、个人体验等，其体育消费行为表现出明显

的心理差异和行为差异，但这种消费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随收入的增加和时代的发展，体育消费的数量和层次也

会逐渐提升，同时因为很多体育活动具有较为鲜明的时尚性

和地区特征，有些项目如保龄球、台球、乒乓球等在一段时间

内风行一时，过后又陷于萧条，而探险性体育旅游、滑雪、水

上运动等项目在目前又很受欢迎，这就需要体育市场经营者

随时调整服务项目，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

表 2 居民 2000 ～ 2001 年体育消费量 人

地区
调查数

2000 年 2001 年

100 元以下

2000 年 2001 年

101 ～ 200 元

2000 年 2001 年

201 ～ 300 元

2000 年 2001 年

301 ～ 400 元

2000 年 2001 年

400 元以上

2000 年 2001 年

济南 231 246 38 29 91 102 69 77 19 20 14 18
青岛 203 239 19 22 86 99 78 85 14 26 6 12
烟台 137 150 17 18 63 62 42 54 12 11 3 5
潍坊 132 108 18 13 71 55 36 33 5 3 2 4
泰安 110 126 21 22 52 57 28 36 6 7 3 4
菏泽 98 113 38 34 44 51 12 17 4 6 1 5
济宁 117 120 41 36 53 62 18 16 3 4 2 2
聊城 101 115 32 34 49 50 14 19 3 7 3 5
合计 1 129 1 217 224 208 509 538 297 337 66 79 34 55

% 19.84 17 .1 45 .08 44 .21 26 .31 27 .69 5 .85 6 .49 3 .01 4 .52

4 影响体育消费行为的因素

体育消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现象，其消费行为要受到

传统文化、消费环境和消费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

很大的弹性，主要的影响因素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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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体育消费行为的因素

因 素 第 1 位选择 /人次 %
收入水平 679 55.79

个人

因素

无兴趣

不懂锻炼方法

没时间

134
309
87

11.23
25 .39
7 .15

客观

环境

因素

体育设施不配套

无场地

高水平体育比赛少

437
368
423

38.87
30 .24
34 .76

社会

文化

因素

体育商业服务好

家庭和周围人群影响

新闻媒体影响

社区体育活动氛围

439
682
537
633

36.07
56 .04
44 .13
52 .01

（1）收入水平。经济学认为，按消费资料满足人们需要

的程度和层次，消费可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

体育消费就是生活消费之外的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它是人

们生活质量变化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标志。体育消费

是生活消费的一部分，一般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呈正比例变

化。从表 1 可看出，我省居民收入虽有增长，但居民生活仍

处于温饱水平，因收入水平低而影响居民体育消费选择的占

55.79%，且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济南与菏泽人均年体育消

费量相差 26 元左右。在那些已达温饱程度的人群中，花钱

买健康的观念虽正在被接受，但要完全接受并付诸实践还有

一段距离，在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中，人们对体育消费的实

际承受能力还颇为有限。收入水平低下，购买力不足，使居

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也影响了体育市场的发展。收入水

平仍是制约我省居民体育消费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个人因素。个人的体育行为习惯与其在以往体育活

动中的体验和文化心理有关，反映了消费者个体对体育活动

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在消费活动中，体育消费者对体育

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评价，体

现其消费行为的特点。在传统文化模式和“量入为出”消费

心理的影响下，部分消费者对体育消费还不能认同。调查看

出，东部城市体育人口占调查数的 46. 7%，但仅有 25. 2%的

人曾经到经营型体育场馆进行体育消费。西部城市的体育

人口占调查数的 21.2%，仅有 7. 8%的人曾经到经营型体育

场馆进行体育消费。一般来说，文化程度和职业与体育消费

量有着直接关系，文化程度较高和有稳定职业的人群对体育

活动有着积极的态度，体育消费量也较高。

（3）客观环境因素。方便的体育场地设施和场地是人们

参与体育活动和体育消费的诱因。调查表明，在经济、文化

较发达的东部 4 城市，居民体育消费量明显偏高。但总体来

说，城市体育健身器材的消费需求，也处于一个中等价位和

低价位水平。人们对观赏体育比赛的需求程度高而实际消

费水平低，中小城市高水平体育比赛少，也制约了人们的体

育消费。作为体育消费的卖方市场，只有提供完善的服务，

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时，体育消费才能实现。

（4）社会文化因素。个人所处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和

思维方式对个体的行为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家庭传

统结构和伦理观念，使大多数人的体育消费活动极易受家庭

和周围人群的影响，是人们进行体育消费的重要信息来源，

家庭消费是目前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形式。同时，在城市生

活中，新闻媒体的导向和社区体育活动的氛围对个体的体育

消费活动起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节日消费中，体育娱乐和

野外体育活动逐渐形成时尚，如一旦形成习惯性、稳定性的

消费模式，就会形成巨大的节日体育消费市场。

5 对策和建议

（1）大力发展城市社区体育，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城市

社区文化。各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社会体育的关注和领导，鼓

励社会、个人投资社会体育，形成公共体育场所与居民区的

合理布局，为居民创造更多的休闲体育活动场所，建立社区

体育服务网络。加强宣传，引导合理的体育消费行为，鼓励

居民预期体育消费，促进居民体育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有机结

合，形成经济与社会体育的良性循环发展。

（2）积极开发、培育体育消费市场，提高体育消费品的质

量和数量，使体育消费品个性化，多层次，有特色，满足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群体的体育消费需求。同时，发展

体育市场也要充分考虑本地民俗特点和地区性，在竞赛、健

身娱乐、体育培训市场等方面重点发展我省的传统优势项

目，如武术等，形成特色。加强体育与旅游业的结合，大力扶

持发展野外体育产业，丰富假日经济的内容，不断提高居民

家庭的体育消费水平。

（3）制定体育健身休闲娱乐市场的阶段性开发战略，加

大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扶持力度，把体育作为一项产业来对

待，引进现代营销理念，建立适应市场变化需求的运行机制，

建议在体育院校设立社会体育专业，培养社会体育的经营和

管理人才。健全相关法规，规范体育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

的利益。树立起体育消费观，借教育、文化、旅游的合力，推

动体育消费结构升级，丰富体育的文化内涵，增加体育消费

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使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合理

化、经常化、习惯化、终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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