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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因素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 7 个主因子。

采用结构方程构建模型对这 7 个影响主因子与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多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身体健

康、经济条件、社区与企业体育因子对农民工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工作与生活压

力因子则对锻炼行为有显著负效应。文化与生活方式、心理与生存压力、体育态度与能力尚未成

为农民工体育锻炼的主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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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flecting the exercise affecting factors 
and exercise behaviors of peas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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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exercise affecting factors of peas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ex-

tracted 7 primary factors by means of factor analysis, performed a multi-relation analysis on these 7 primary factors 

and exercise behaviors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s to build a model,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such 

sports factors as physical health, economic condition as well as community and enterpris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ercise behaviors of peasant workers, while such a factor as working and living pressur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xercise behaviors; cultural and life style, mental and survival pressure, sports attitude and ability, 

have not become primary factors that affect physical exercise of peas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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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下文简称“珠三角”)作为中国 活

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吸引了众多外来的劳力。大量本省

的农村劳动力和省外的劳动力向珠三角城镇转移，使

全省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2007 珠三角地区 9

个地级以上市中除江门和肇庆市外，其余 7 个市的城

镇人口比重均超过 80%[1]。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促

进了珠三角人口结构的城乡一体化，这意味着农村人

口从统计上成为城镇人口。但是，城市农民工是指具

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

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传

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下所产生的一类弱势群体[2]。关于

这一弱势群体的体育行为，吕树庭[3]在其《流动人口：

社会体育的新课题》研究中列举了关于流动人口社会

体育问题的 8 大挑战，涉及到城市农民工的工作与生

存、文化素质、文化冲击、流动困扰、企业效益等。

近年来对城市农民工社会体育的研究涉及到农民工的

社会支持、农民工的责任主体、农民工体育制约、农

民工身体健康与体育行为调查等领域[4-8]，反映了近年

来对农民工的城市体育问题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但研

究方法多以现状调查分析与理论分析为主，实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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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比较缺乏。本研究以珠三角农民工为主体，从

较为广阔的个体与社会背景上对影响体育锻炼的因素

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SEM)建立指标与潜变量，潜

变量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探讨珠三角农民工体育

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的关系，以多因子结构关

系对体育锻炼行为进行综合分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珠三角农民工群体，全部调查对象均

为农村户口。从事的工种分布各个行业，但以电子产

品加工、机械制造、珠宝首饰工艺品加工、建筑为主，

占 87.5％。男女性别比例各为 57.2%和 42.8%。年龄

为 20~40 岁的占 85%。小学至大学学历结构基本呈正

态分布。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1.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问卷由 32 个指标构成，涉及对体育的认知、生活

状况、文化状况、体育知识与技能、企业体育组织与

管理、体育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调查

农民工每周参与运动的次数、每次锻炼的时间。问卷

设计过程，走访了北京、广州、深圳的部分专家、学

者，征询了专家对调查内容与调查指标的意见。同时，

在深圳、珠海、中山、佛山等城市邀请 26 位不同类型

工厂企业的厂长举行座谈会，了解企业对农民工体育

的理解和支持现状，以及企业农民工体育的开展与管

理现状。 

以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位于珠三角的深圳、

广州、珠海、东莞、中山、佛山等 24 家工厂的农民工

2 405 人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对调查对象分批集体培

训、集体填答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 2 405 份，回

收 2 23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 09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符合社会调查统

计的标准与要求。 

2)统计处理。 

(1)因子分析：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提取影响体育锻炼的主因子。 

(2)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SPSS 公司的 AMOS17.0

软件进行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的结构模型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很多其他统计方式不具备的

优点：一是它可以依据不同理论观点提出变量关系，

对数据进行拟合，检验已有假设，并可以结合数据反

映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已有理论。二是它可

以同时考察多个变量，为多变量的综合研究提供重要

支持。三是它可以从多个观测值出发，估计潜在变量，

通过建立基于观测值的潜在变量关系模型，提高数据

分析结果的正确性[9-10]。 

 

2   结果与分析 

2.1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的提取 

依据因素分析理论，对问卷的初测数据进行因素

分析的适应性考察。首先对全部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

析。经 KMO 检验(KMO＝0.946)和 Bartlett’s 球性检验

(P<0.000)，表明 32 个指标之间不是独立的，可以进行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初始因子，根据

碎石检验准则，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 7 个公共因子。

为了使因子变量具有可解释性，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变换，根据旋转的因子载荷

矩阵中各主因子轴中因子载荷较高的指标进行因子命

名。项目的因子载荷越高表示项目与公共因子的联系

越多，反之则表明与公共因子的联系越少。本问卷指

标的共同度达到 0.5 以上，7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

达到 53.01%。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第 1 主因子中，有较大载荷的包含提供体育文化

信息服务、体质测量服务、体育场地设备、组织体育

比赛及管理等，体现了社区与企业体育组织与管理的

属性，将因子 1 命名为“社区和企业体育因子”。 

第 2 主因子中，工作时间、工作程度、生存空间

和生活预期 4 项指标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农民工工

作时间、工作的强度以及与外界交流的空间和机会对

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命名为“工作和生活压力因

子”。 

第 3 主因子中，体育知识水平、体育认知水平、

体育运动技能、参加体育动机、组织比赛和体育活动

能力 5 项指标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体育的认知水平

以及体育运动技能的掌握水平对农民工体育锻炼行为

的影响，命名为“体育态度和能力因子。” 

第 4 主因子中，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自身的文

化素质和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 3 项指标的载荷

值较高，反映了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对农民工体育锻

炼行为的影响，命名为“文化与生活方式因子”。 

第 5 主因子中，心理压力、生存压力、患病担忧

等 3 项指标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农

民工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命名为“心理和生存压力

因子”。 

第 6 主因子中，收入与消费水平、消费需求指向

于生存必需品、生活预期 3 项指标的载荷值较高，反

映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购买力对体育锻炼行为

的影响，命名为“经济条件因子”。 

第 7 主因子中，追求健康、身体健康、身体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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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育兴趣 4 项指标的载荷值较高，反映了农民工对

自身身体健康的关注和追求对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影

响，命名为“身体健康因子”。 

 

表 1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因子载荷 

指标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因子 6 因子 7

1 提供体育文化信息服务 0.682 0.386 0.119 0.029 0.036 -0.047 -0.022

2 提供国民体质测量服务 0.650 -0.092 0.135 0.095 0.087 0.080 0.048

3 提供体育场地设备 0.641 0.034 0.073 0.114 -0.119 0.002 0.282

4 体育知识普及宣传服务 0.625 0.113 0.116 0.225 -0.008 -0.077 0.168

5 提供企业间比赛及组织管理服务 0.615 0.202 0.075 0.054 0.074 0.138 -0.100

6 社会公共大众化体育设施支持程度 0.606 0.067 0.107 -0.036 0.040 0.343 -0.046

7 提供体育健身组织管理 0.590 0.134 0.173 0.187 -0.035 -0.028 0.119

8 体育经费支持 0.580 0.049 0.001 0.149 -0.029 0.123 0.281

9 政府政策支持引导 0.579 -0.140 0.174 -0.015 0.126 0.375 -0.122

10 提供体育健康指导和咨询服务 0.575 0.245 0.189 -0.089 0.092 0.174 -0.167

11 工作时间 0.233 0.775 0.090 -0.028 0.024 0.008 0.113

12 工作程度 0.144 0.754 0.198 0.027 -0.028 0.086 0.037

13 生存空间大小 0.113 0.617 0.097 0.138 0.172 0.063 -0.150

14 生活预期 0.109 0.551 0.123 0.150 0.152 0.387 -0.111

15 体育知识水平 0.149 0.207 0.660 0.080 0.104 0.047 -0.004

16 体育认知水平 0.203 -0.056 0.657 -0.025 0.134 -0.082 -0.061

17 体育运动技能 0.019 0.255 0.599 0.233 0.050 0.034 0.144

18 参加体育动机 0.223 -0.101 0.582 0.087 0.098 0.134 0.056

19 组织比赛和体育活动能力 0.199 0.214 0.577 0.107 0.074 0.122 0.081

20 体育兴趣 0.061 0.346 0.510 -0.093 -0.082 0.034 0.315

21 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 0.102 0.078 0.099 0.776 0.084 0.097 0.059

22 自身的文化素质 0.219 -0.076 0.015 0.732 0.014 0.193 0.128

23 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 0.116 0.211 0.182 0.648 0.107 0.090 -0.037

24 心理压力 0.154 -0.003 0.097 0.047 0.742 0.065 0.152

25 生存压力 0.007 0.026 0.039 0.193 0.727 0.057 0.104

26 病患担忧 -0.086 0.222 0.233 -0.108 0.539 0.068 0.185

27 朋友影响 -0.054 0.386 0.382 0.146 0.416 0.025 -0.075

28 收入与消费水平 0.178 0.078 0.079 0.200 0.059 0.775 0.122

29 消费需求指向于生存必需品 0.207 0.256 0.039 0.209 0.081 0.631 0.131

30 追求健康 0.094 -0.180 0.133 -0.017 0.123 0.243 0.622

31 身体疲劳 0.088 0.181 0.017 0.075 0.245 -0.025 0.580

32 身体健康 0.100 -0.261 0.129 0.295 0.223 -0.015 0.451

 特征值 7.087 2.541 2.231 1.649 1.307 1.132 1.017

 方差贡献率/% 22.140 7.940 6.970 5.150 4.080 3.530 3.170

 累计方差贡献率/% 22.140 30.080 37.050 42.210 46.290 49.830 53.010

 

通过因子分析，我们提取了 7 个影响珠三角农民

工体育锻炼行为的主因子。由于因子分析结果的解释

依赖于专业知识、经验及主观判断，不同的研究者可

能对因子分析结果具有不同的“合理”解释。例如，

关于本研究的第 1 主因子为“社区与企业体育”，该因

子包括企业提供体育文化信息服务、提供企业间比赛

及组织管理服务、社会公共大众化体育设施支持程度、

政府政策支持引导等方面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但是，

这些因素究竟是反映了农民工对企业体育环境的主观

倾向与期待呢？还是对他们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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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呢？在没有进行与实证结合之前，对这个问

题的解释具有不定性：既可以解释为“目前农民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体育锻炼活动方面的政策引导比

较缺乏、农民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短缺、保障农民

工参与体育的各种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等”；也可以解释

“由于农民工的体育消费能力较低，农民工更多地参

与企业或社区组织的企业型体育活动，企业提供的体

质健康测试、健康咨询、场地设备、政策引导等，对

引导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再

如：影响农民工参与锻炼的第 7 主因子为“身体健康

因子”。追求健康是人生的重要目标或本能，虽然为生

存所迫或博取财富可能阶段性地牺牲身体健康的现象

时有发生，但作为影响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而言，“身

体健康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远远低于其它因子的贡献

率，从一般逻辑上不易解释，也需要通过结构模型的

方法进一步分析。 

2.2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

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1)初始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为了使模型简化，将第 1 主因子的 10 个指标分为

4 类，分别是服务供给、政策保障、经费支持、组织

比赛。此外，“身体健康因子”反映了为追求身体健康

而进行体育锻炼，而其中的“身体疲劳”指标与其它

3 个指标的含义具有明显的相反性质，在建构方程没

有将其纳入，由此得到结构方程初始模型(图 1)。模型

中的 T2 为农民工每周参与运动的次数，T3 为每次锻炼

的时间，用来测量农民工的体育锻炼行为；Z 代表测

量指标，e 代表测量误差。如：Z1~Z4 为测量“社区与

企业体育”主因子的指标；e1~e4 为指标测量误差，其

余类推。 

 

 
 

图 1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关系的初始模型 

 

通过构建影响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 7 个主因子

与体育锻炼行为关系的模型，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这 7 个主因子是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提取出来具有

代表性并影响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然而，这

些因子到底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实际体育锻炼行为的影

响有多大？不同因子对体育锻炼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作

用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不同因子之间对比，究竟是

哪一类因子对体育锻炼产生的影响效应 大？本研究

将通过结构方程(SEM)模型来探讨这些问题。 

根据结构方程对模型拟合参数的判断，χ2/df 为

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当χ2/df 在 2.0~5.0 时，模型可

以接受；RMSEA 低于 0.1 表示好的拟合，低于 0.05

表示非常好的拟合；TLI(NNFI)和 CFI 的 优标准为

0.9~1，较大的数对应于较好的拟合。但在实际情况中



 
68 体育学刊 第 18 卷 

 

可具体分析。经运算，初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为：

χ2/df=3.19，RMSEA=0.049，TLI(NNFI)=0.849，CFI=0.857。

初始模型数据拟合一般。 

2)初始模型的修正。 

依据结构模型修改的模型限制原则，初始模型去

掉模型中不具有显著意义的路径关系。通过模型修正，

得到新的结构模型(图 2)。新的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

数为：χ2/df=3.34，RMSEA=0.045，TLI(NNFI) 

=0.853，CFI=0.860，模型拟合指数比初始模型稍好，

模型具有一般的可接受性。使模型在现实性和解释性

方面得以提高。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见表 2。其参数反映模型修正后各个路径、载荷系数

在 95%的置信度下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表 2  修改后的结构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锻炼行为 路径 影响因子 Estimate C.R. P 

体育锻炼 ← 工作和生活压力 -0.187 -2.787 0.005 

体育锻炼 ← 经济条件  0.265 2.097 0.046 

体育锻炼 ← 身体健康  0.260 3.402 0.000 

体育锻炼 ← 社区和企业体育  0.306 3.070 0.002 

 

 
 

图 2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 

锻炼行为关系的修改模型 

 

2.3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

结构模型的解释 

1)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的剔除。 

在模型的修改中，删除了路径系数不显著性的路

径，剔除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心理和生存压力”、

“体育态度和能力”3 个因子。这表明：当没有考虑

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时，7 个因子被认为是影响体育

锻炼参与的主因子，而当采用结构方程对这 7 个因素

同时估算与农民工的实际体育锻炼行为时，文化与生

活方式、心理与生存压力、体育态度与能力 3 个因子

的重要性降低了，与体育锻炼无显著的直接效应。 

关于文化和生活方式因子，调查显示：珠三角农

民工初中学历的占 54.6%，受教育程度较低，但他们

对“文化素质”影响体育锻炼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

为文化素质对其参与体育有非常重要和重要影响的占

51%，认为不重要和不大重要的只占 17%，说明珠三

角农民工认识到文化素质对体育参与的重要性。但是，

高认知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背离，这种背

离可能与工作压力及低收入等有关。因此，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与他们的

实际体育锻炼行为并无直接的影响效应，在结构方程

中该因子被剔除。 

关于心理与生存压力因子，通过珠三角农民工

SCL-90 测定值与全国常模比较显示：总分、阳性项目

数及躯体化(1.40±0.40)、焦虑(1.41±0.39)、敌对(1.51

±0.47)、恐怖(1.36±0.40)、偏执(1.45±0.42)、精神病

性(1.41±0.37)因子分高于常模，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或<0.05)，说明农民工消极、悲观、苦闷等情

绪较多，而积极、乐观、愉快等情绪较少，农民工属

心理障碍高发群体。从生存压力来看，农民工的生存

状况总是与欠薪、职业病、安全事故、受歧视等联系。

社会心理因素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性可

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即在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下的

积极调节或以消极的方式被动应对。本研究结果显示：

珠三角农民工的心理与生存压力因子与体育锻炼之间

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该群体在心理与生存压力的状



 
第 1 期 戴霞：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69  

 

态下以消极的方式被动应对，同时也提示，该群体对

社会心理与生存压力缺乏应有的调节能力，尚无建立

以体育锻炼减缓心理与生存压力的联系。 

关于体育态度与能力与锻炼行为的关系，在以往

简单相关关系中，研究结果呈一定的相关性，但近年

来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时，一些研究结果反映体育认

知、态度与锻炼行为之间相关程度不高[10]。这可能与

体育动机转化为锻炼行为需要一定的条件及诱因有

关。本研究的结果为：在珠三角农民工群体中，体育

态度与能力因子对体育锻炼行为无显著的直接影响效

应。 

2)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

分析。 

从图 2 可以看到，社区与企业体育、工作和生活、

身体健康、经济条件 4 个因子对体育锻炼的参与具有

显著的直接效应。但这种影响效应具有非同质性：社

区和企业体育因子、身体健康因子、经济条件因子对

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工作和生活因子对体

育锻炼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社区和企业体育因子对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的

直接效应系数为 0.3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和企业体育因子提高 1 个单位，珠三角农民工锻

炼行为可提升 0.31 个单位。从实证的角度而言，社区

和企业体育因子与体育锻炼存在直接的显著效应，反

映了社区和企业对体育的有效组织对珠三角农民的体

育锻炼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换言之，参加企业、

社区体育活动的珠三角农民工，在体育锻炼的频度及

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坚持性特征。由于农民工受收入与

消费、生活圈等限制，不可能参与消费较高的体育锻

炼，而就近、便利、免费、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有

组织的企业或社区体育，对农民工参与体育有积极的

影响作用。调查显示：农民工非常希望和希望企业组

织体育活动的分别占 27%和 54%，无所谓的仅为 19%。 

身体健康因子对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的直接效

应系数为 0.26，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身体

健康因子提高 1 个单位，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提升

0.26 个单位。本研究的结果为：在珠三角农民工这个

群体中，身体健康对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效应，说明对身体健康的追求，对该群体的体育锻炼

参与和坚持性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关于经济条件因子，一般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居

民对体育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为：经

济条件因子对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系数

为 0.27，说明经济条件对体育锻炼参与具有显著的影

响作用。调查表明，农民工运动服装的购买目的并非

只为参加体育运动，大多数将运动衣当日常衣服穿着。

这说明在体育消费方面，农民工崇尚节俭及多用途原

则，体育消费开支与生活日用相兼顾。因此，提高农

民工的收入水平，引导体育消费开支，将有助于提高

农民工的对体育锻炼的实际参与程度。 

关于工作和生活因子，本研究的结果为：该因子

对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产生直接的负效应，其路径

系数为-0.19，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作与

生活压力每提高 1 个单位，珠三角农民工参与体育锻

炼减少 0.19 个单位。在本研究 初提取的 7 个影响珠

三角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因子中，实证研究有 3

个因子与体育锻炼无显著效应，工作和生活因子是唯

一的对体育锻炼产生显著负效应的因子。此因子包括

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生存空间以及生活预期等方面，

其中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因子载荷很高(0.746、

0.716)。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是农民工工作的基本

特点与生存状态。大强度的工作负荷使得农民工在下

班后处于身心疲劳状态，难以将时间分配于参与体育

活动。此结果说明，工作和生活压力是导致珠三角农

民工较少参与体育锻炼的 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以上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珠三角农民工体

育锻炼行为的特征：增进身体健康是体育锻炼 普遍

的共同认知。其他两个起主要影响作用的“经济收入”

与“社区和企业体育”因子，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

可控性较低。故农民工的体育锻炼受从属、被动、非

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文化和生活方式、心理和生存

压力、体育态度和能力尚未成为农民工体育锻炼的主

要影响因子。 

3)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标准化比

较。 

在因子分析中，主要依据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大小

来判定变量的重要性。本研究中，影响农民工体育锻

炼行为的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社区和体育因子

(22.15%)、工作和生活因子(7.94%)、体育态度和能力

因子(6.97%)、文化和生活方式因子(5.15%)、心理和生

存压力因子(4.08%)、经济条件因子(3.54%)、身体健康

因子(3.18%)。但这种依据因子方差贡献率的大小来判

别因子影响作用大小的方法，存在两个方面的不确定

性：一是因子的解释具有不同的方向性，因子分析无

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当没有同时进行多因子与锻炼

行为关系估算时，因子贡献率仅说明了因子的重要性，

但不能证实该因子与锻炼行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

本研究对影响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进行

标准化比较。 

通过 AMOS17.0 以 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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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ood)进行模型参数估计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将各变

量原始变量转换为 Z 分数后输出标准化系数。通过标

准化系数可以比较不同变量间的标准化系数[9]，并对各

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从表 3 中看到，依据标准化系数对各因子的排序，

对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大小的因素是：第 1 位

是身体健康(0.536)；第 2 位是经济条件(0.397)；第 3

位是社区和企业体育(0.392)；第 4 是位是工作和生活

压力(-0.312)。前 3 位因子均为正效应，而第 4 位为负

效应。 

 
表 3  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的标准化系数 

锻炼行为 路径 因子 Estimate

体育锻炼 ← 工作与生活压力 -0.312 

体育锻炼 ← 经济条件 0.397 

体育锻炼 ← 身体健康 0.536 

体育锻炼 ← 社区与企业体育 0.392 

 

通过 SEM 的估算，排序的结果更为客观合理和更

具说服力。首先，将因子的影响效应区分为直接的正

效应和直接的负效应。对因子的解释的确定性具有因

子分析不可替代的优势。其次，通过 SEM 的估算改变

了因子分析的排序：影响珠三角农民工锻炼行为的前

3 位主因子为身体健康因子、经济条件因子、社区和

企业体育因子，起负性效应的则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因

子。身体健康因子和经济条件因子在与体育锻炼行为

的实证联系中大大地提高了其重要性，更为符合珠三

角农民工参与锻炼的特征。 

 

3  结论 
1)当没有考虑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时，珠三角农

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是社区和企业体育因子、工

作和生活压力因子、体育态度和能力因子、文化和生

活方式因子、心理和生存压力因子、经济条件因子及

身体健康因子。 

2)当考虑珠三角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体

育锻炼行为关系时，身体健康因子、经济条件因子、

社区和企业体育因子对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显著的正效

应，而工作和生活因子对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工作和生活压力是导致珠三角农民工较少参与体育锻

炼的 主要和 直接的原因。文化和生活方式、心理

和生存压力、体育态度和能力尚未成为农民工体育锻

炼的主要影响因子。 

3)通过各因子标准化比较，依体育锻炼影响主因

子对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的重要程度的排序为：身体健

康因子、经济条件、社区和企业体育、起负效应的工

作和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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