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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对象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江西省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与江西农业大

学 5 所高校 2004—2006 级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为调查对象。  

  2、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通过互联网查找有关体育消费的文献资料，运用体育产业相关理论对所

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  

  （2）调查法：向调查对象发放调查表 600 份，收回 537 份，占 89.5%，其中有效问卷

527 份，有效率为 98.14%；男生为 293 人，女生 234 人。同时还对 5所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以便获得第一手信息资料，弥补问卷调查之不足。  

  （3） 数理统计法：运用 Excel 对所有问卷结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分析  

  体育消费动机是指推动人们去从事体育活动，以满足身心需要的意图、愿望、信念等，

或者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目标而发出的一种内驱力或冲动。[1]如表 1 所示：江西大学生体育

消费的动机主要是健康、娱乐、塑造形体、追求时尚、社交手段和从众心理的要求等 6项。

对比男女大学生的消费动机可以看出，由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青春后期的生理与心理状态

的差异，其体育消费动机也不同。男生把体育锻炼作为重要的娱乐手段之一，这主要是由于

国外精彩的篮球、足球联赛带来的强大视觉冲击激发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符合男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而女生更愿意把对体育的消费花费在塑造

形体方面，这是当代社会大众形体观念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大众形体观念与科学的健康观日

益加剧的矛盾以及对女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追求时尚方面女大学生的选择比例高于男大

学生，可以看出许多女大学生把体育消费看成是一种消费时尚，提高了对体育消费的定位水

平，加强了体育消费的文化功能。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研究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状况不同，

[2]健康选项均不是江西省高校男女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大学阶段是人们自我培养的关

键时期，也是增强身体素质的关键阶段，大学阶段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大学生科学文化学习与

日后工作状态的关键因素。目前，大学生出现亚健康状态已相当普遍，[3]亚健康的存在已

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大学生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生体育消费中

的健康意识，建立科学的体育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  

表 1  江西省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调查统计一览表  

选项    总比例（%）    男生（%）    女生（%）  

健康    26.4    27.6    24.8  

娱乐    25    37.2    9.8  

塑造形体    28.8    15    46.2  

追求时尚    10.8    7.8    14.5 

社交手段    4.6    7.2    1.1  

从众心理    4.4    5.1    3.4  

  2、大学生体育消费内容分析  

  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前提，人类只有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前提下才会产生其



它方面的需求。按照恩格斯的需求分类，体育消费是属于发展和享受需要的一部分。在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时期，往往以实物性体育消费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务性体育消费的比重

会不断增大。现阶段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以实物性体育消费为主，劳务性体育消费所占比重

较低，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意识会逐步由物质产品的消费转向以

发展和完善自我、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体育劳务消费上。从表 2可以看出，在运动装备的消

费方面，男女生的选择比例都比较高，几乎没有差异。主要是因为这些体育消费品具有可替

代性，运动服既可以作为参加体育活动的服装，又可以代替普通衣物穿着，可以满足学生的

多种需求，因而深受学生的喜爱。在“健身俱乐部”这一选择项上，女生明显高于男生，可能

主要是因为性别不同喜好项目不同的原因。女生比较喜欢健美操、形体训练及小球类项目，

而男生则更喜欢篮球、足球等对抗性较强的体育项目。  

表 2  江西省大学生体育消费内容调查统计一览表  

性别    运动装备    健身器材    体育书籍、音像    比赛、表演    健身俱乐部    体育技能培

训    其他  

男    40.37    20.33    14.22    11.65    5.51    4.27    3.65  

女    39.94    13.92    10.12    8.95    17.32    8.45    1.9  

  3、不同教育程度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分析  

  通过对江西省不同教育程度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进行调查，他们之间的消费水平没有显

著性差异。结果表明：本科生与研究生月均体育消费金额均集中在 50—200元之间，分别占

总人数的 65.8% 与 64.6%。（见表 3）  

表 3  江西省不同教育程度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调查统计一览表  

月均体育  

消费金额    研究生    本科生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50元以下    4    5.3    20    5.7  

50元—100元    27    35.5    130    37.6 

101元—200元    23    30.3    94    27.0  

201元—300元    15    19.7    79    22.7  

300元以上    7    9.2    25    7.2  

 

  4、大学生体育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显示，制约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经济能力有限、缺乏体育场(馆)设

施、消费价格高。74.23%的学生把经济能力有限作为制约其体育消费的首要因素，因为对

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经济来源基本上依赖于家庭，部分是靠助学金、奖学金、勤工俭学所

得，除支付必要的生活费外，所剩很少，这就制约了其体育消费行为。69.48%的学生认为，

缺乏体育设施是制约其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原因是近几年高校扩招，在校生人数迅速

增加，从而造成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严重不足，没有给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这

是制约大学生体育消费不可忽视的因素。58.97%的学生认为，目前市场上体育消费品价格

偏高，包括服装、鞋袜帽、体育器材等，社会经营性体育场(馆)的体育比赛门票太贵，经济

上无法承受。16.49%的学生认为学习任务重，没有时间、精力去进行体育消费，还有个别

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体育消费。（见表 4）  

表 4  江西省大学生体育消费影响因素调查统计一览表  

    经济能力有限    学习任务重    对体育不感兴趣    缺乏体育设施    消费价格高    没必要消

费    其他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男生    420    83.3    66    13.1    34    6.8    346    68.6    322    63.9    14    2.8    22    4.4  

女生    300    64.4    94    20.1    26    5.6    328    70.4    250    53.6    8    1.7    10    2.2  

合计    720    74.2    160    16.5    60    6.2    674    69.5    572    59.0    22    2.3    32    3.3  

 

  5、大学生体育消费场所分析  

  通过调查，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依次是：学校免费场地占 34.35%，学校收费场

地占 23.91%，群众性体育场所为 19.15%，社会上纯营利性场所占 12.46%，某些单位福利性

场地占 8.61%，其他占 1.52%。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运动场以校园为主，主要的体育消费

也发生在校园内。相对于不同年级，高年级学生选择学校免费、收费场地，低年级学生选免

费场地者远多于选收费场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过两三年的大学生活，高年级学生

的体育消费意识较浓厚。关于高校部分体育场地(主要是小球、健身场地)收费问题，认为较

合理不算贵者占 57.71% (其中高年级学生选此项者比例大于低年级学生)，42.29%的大学生

觉得收费不合理又贵。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赞同校园体育场地有偿使用，同时也反映了相当一

部分学生不理解学校场地为什么要收费。其主要原因是：学校体育经费普遍欠缺，所收费用

可以改善场地设施、完善管理体系，共建的体育场地也要给投资者以回报；高校体育场地普

遍较少，活动者又众多，矛盾十分突出。适当收费便于体育场地的管理、可以保证大学生的

消费质量。  

  三、 结论与建议 

1、 体育消费意识、观念已普遍被大学生所接受，体育消费已构成其生活消费的一部分，但

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仍处于初期阶段。  

  2、 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经济能力有限、缺乏体育场(馆)设施、消

费价格高。  

  3、 大学生体育消费场所主要是学校运动场地，大多数学生赞同学校体育场所适当收费。

高校要完善体育场地的管理体系。  

  4、 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支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具有一定差异，而不同教

育程度的大学生差异不明显，男生消费总额多于女生。因此，吸引、促使更多女学生参与体

育运动是高校体育要解决的问题。  

  5、 建议高校体育教育应引导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让大学生在个人健康与运动休闲方面

有适当的投资。学校应营造与校园环境相吻合的体育氛围，增加高校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

同时,可加大体育设施对大学生有偿开放的力度，使“花钱买健康”成为大学生们的共识，引

导他们科学的体育价值观，正确地进行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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