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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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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２００５年福建省３城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取得的２０～５９岁 成 年 人 资 料，按 是 否 锻 炼 者、是 否

体育人口、坚持锻炼时间等标准将其分为多种类别，对影响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人口特征、阶层、行为特

征、体质等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逻辑回归类别分析和初步探索。发现成年国民是否锻炼主要与受教育

程度和阶层等１１个变量有关；成年有锻炼习惯 的 国 民 是 否 属 于 体 育 人 口 与 工 作 时 间、年 龄 和 性 别 等９
个变量有关；随着坚持锻炼时间的延长，所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少，在比较坚持锻炼３～５年与５年以上

的锻炼者２种类别概率时，只剩下年龄和体质总评分数因素有较显著的作用。并运用社 会 心 理 学 原 理

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初步的解释，认为资本和社会地位是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变量，这不仅因为高资

本和社会地位人群有更加强烈的提高人力资本和扩大社会网络资本需求，并具有较高的体育认知水平；
也因为不同阶层在使用体育 公 共 资 源 的 机 会 方 面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导 致 其 控 制 体 育 资 源 的 效 能 感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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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和维持体 育 锻 炼 行 为 的 原 因 应 该 是 心 理 学 研 究 的 重

要内容，目前这一 领 域 的 主 要 理 论 模 型 包 括 健 康 信 念 模 型、计

划行为理 论、转 换 理 论 模 型 以 及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等［１］。研 究 发

现，体育人口的每 一 结 构 由 于 受 诸 多 社 会 因 素 影 响，呈 现 出 明

显的时代特征：性 别 结 构 男 性 高 于 女 性；地 域 结 构 城 市 高 于 农

村、东部高于西 部；年 龄 结 构 呈 现 两 端 高 中 间 低 的“马 鞍 型”等

等。国内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城乡差异 以 及 教 育 程 度 等

人口特征是影响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 因 素［２］。另 一 方 面，

鉴于体育锻炼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体育具有重要的 交 际 功

能，而社会心理学 研 究 表 明，人 们 总 是 倾 向 于 和 那 些 与 自 己 同

质因素较多的人交往，社会差别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异 质 性 则

构成人际交往的 障 碍，因 此，近 年 来 陆 续 有 人 提 出 有 理 由 认 为

阶层也是影响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一个重要社会心理 因 素，并

开展了许多实证式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３－７］。最后，在 Ｗ＆Ｇ
提出的与参加有 监 督 的 锻 炼 计 划 相 关 的 因 素 表 中，行 为 因 素、

认知或人格变量以 及 环 境 因 素 等 都 是 影 响 国 民 体 育 锻 炼 行 为

的重要因素［８］。鉴于 国 内 综 合 考 察 以 上 诸 多 因 素 对 国 民 体 育

锻炼行为综合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对于澄清相关 研 究 结

论有较大的意义。

１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２００５年福建 省 福 州、厦 门、三 明３城 市 国

民体质监测中取得的２０～５９岁成年人资料开展数据分析。

１．１　因变量

首先根据频度条件为每周０次与非０次分为是否锻炼者２
种类别；根据频度条件为每周３次，时间条件 为３０ｍｉｎ以 上，强

度条件是中等程度以上的我国体育人口统计条件，将其 中 的 锻

炼者分为锻炼但 非 体 育 人 口、体 育 人 口 等２种 锻 炼 类 别；根 据

锻炼者对坚持锻炼时间题项的回答分为５种坚持锻 炼 类 别；并

将以上３个类别变量即是否锻炼、是否体育人口和坚 持 锻 炼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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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

１．２　自变量

阶层。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 结 构 功 能 主 义 的

阶层分类和社会 分 层 标 准，以 职 业 分 类 为 基 础，初 步 将３城 市

成年国民合并划分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 业 单 位 负 责

人阶层［９］（包含“社 科 院 标 准”中 的 国 家 与 社 会 管 理 者、经 理 人

员、私营企业主，以 下 简 称 单 位 负 责 人 阶 层）；专 业 技 术 人 员 阶

层；办事人员和 有 关 人 员 阶 层（以 下 简 称 办 事 人 员 阶 层）；个 体

从业人员阶层；商 业、服 务 业 人 员 阶 层；生 产、运 输 设 备 操 作 人

员及有关 人 员 阶 层（以 下 简 称 产 业 工 人 阶 层）；失 业 阶 层；农、

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阶层（以下简称农业劳动 者 阶 层）等

８类阶层人员共７　３６３个样本进行分析。

其他自变量包括 体 质 总 评 分 数（系 根 据２００５年 全 国 国 民

体质监测软件制 定 的 体 质 评 分 标 准 计 算 得 到）、性 别、年 龄、地

市、城乡种类、受教育 程 度、吸 烟 状 况、烟 龄、工 作 时 间、坐 位 活

动时间、睡眠质量、睡 眠 时 间，（步 行 时 间 变 量 由 于 可 能 存 在 调

查人员不明操作 定 义 而 误 填 的 极 大 可 能 性，因 此，不 列 入 分 析

范围）。除了年龄、体质总评分数以外，其他控制 变 项 均 属 于 虚

拟变量。各变量的 操 作 性 定 义 详 见 第 二 次 全 国 国 民 体 质 监 测

报告。

１．３　统计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 计 分 析 软 件 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逻 辑 回 归 功

能，进行类别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参与锻炼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是否锻炼对社 会 人 口 特 征、行 为 特 点、体 质 状 况 和 阶 层

地位的回归分析 中，选 用 向 前 逐 步 引 入 法，以 便 选 择 有 主 要 作

用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１），第１步自变量受教

育程度入选，方程分类能力达６９．９％；第２步自变量阶层入选，

方程分类能力 达７０．９％；其 他 依 次 是 工 作 时 间、总 评 分 数、年

龄、城乡种类、吸 烟 状 况、性 别、地 市、睡 眠 质 量 和 坐 位 活 动 时

间，全部１１个变量可以使方程分类能力达７３．６％，方程有效性

经检验（Ｐ＜０．００１）。这 说 明 福 建 成 年 国 民 是 否 锻 炼 主 要 与 受

教育程度和阶层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阶层地位 越 高，锻 炼 的

可能性越大。

表１　对是否锻炼的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结果

Ｓｔｅｐ
变化值 模型结果 预测的正

确率／％
变　量　　　

卡方结果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卡方结果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１　 １４７１．６７９　 ５　 ０．０００ １４７１．６７９　 ５　 ０．０００ ６９．９ 受教育程度

２　 ３０３．５０７　 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５．１８７　 １２　 ０．０００ ７０．９ 阶层

３　 １１９．３５６　 ５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４．５４３　 １７　 ０．０００ ７１．８ 工作时间

４　 ５１．７２０　 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２６３　 １８　 ０．０００ ７１．８ 总评分数

５　 ６６．１７４　 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４３７　 １９　 ０．０００ ７２．３ 年龄

６　 ３７．３０８　 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４９．７４５　 ２１　 ０．０００ ７２．９ 城乡种类

７　 ４２．０５６　 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１．８０１　 ２６　 ０．０００ ７３．３ 吸烟状况

８　 ２３．８９７　 １　 ０．０００ ２１１５．６９８　 ２７　 ０．０００ ７３．３ 性别

９　 ２３．０１２　 ２　 ０．０００ ２１３８．７１０　 ２９　 ０．０００ ７３．３ 地市

１０　 １５．１１３　 ２　 ０．００１　 ２１５３．８２３　 ３１　 ０．０００ ７３．５ 睡眠质量

１１　 １２．２１９　 ４　 ０．０１６　 ２１６６．０４２　 ３５　 ０．０００ ７３．６ 坐位活动时间

　附图说明：ａ　Ｎｏ　ｍ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ｒ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ｂ　Ｅｎｄ　ｂｌｏｃｋ：１。

２．２　成年国民成为体育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成年国民锻炼者为研究对象，在表２国民 锻 炼 类 别 对 社

会人口特征、行为特点、体质状况和阶层地位的回 归 分 析 中，选

用向前逐步引入 法，以 便 选 择 有 主 要 作 用 的 影 响 因 素；我 们 从

回归 分 析 结 果 中 可 以 发 现，第１步 自 变 量 工 作 时 间 入 选；第２
步自变量年龄入 选；其 他 依 次 是 总 评 分 数、性 别、地 市、吸 烟 状

况、城乡种类、睡眠 质 量、阶 层，全 部９个 变 量 使 方 程 分 类 能 力

从最初 的７１．４％增 长 到７２．７％，方 程 有 效 性 经 检 验（Ｐ＜０．

００），这说明成年 国 民 锻 炼 者 是 否 能 够 进 一 步 成 为 体 育 人 口 主

要与工作时间和年龄有关。相 对 每 周 工 作５０ｈ以 上 的 锻 炼 人

群，工作３５～５０ｈ的锻炼人 群 成 为 体 育 人 口 的 可 能 性 更 小，但

不工作或工作２０～３５ｈ人群成为体育人口的可能性更大，且有

显著性差异；一般而言，３０～３９岁年龄组的体育人口率最低，２０

～２４岁和５５～５９岁年 龄 组 的 体 育 人 口 率 最 高，不 同 年 龄 组 呈

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

２．３　国民坚持锻炼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成年国民锻炼者为研究对象，在表３坚持 锻 炼 类 别 对 社

会人口特征、行为特点和阶层地位的回归分析中，以坚持锻炼５
年以上的锻炼者 为 参 考 类 别，发 现 年 龄、体 质 总 评 分 数、性 别、

地市、睡眠质量和 工 作 时 间 都 是 属 于 可 以 鉴 别 的 因 素，但 随 着

坚持锻炼时间的延长，这些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少。

３　研究结果与讨论

１）经过对所有 可 能 影 响 体 育 锻 炼 行 为 的 因 素 进 行 综 合 考

察后发现，受教育程度和阶层是是否参加体育锻炼的首 要 影 响

因素，但锻炼者是 否 能 够 进 一 步 成 为 体 育 人 口，则 主 要 受 到 工

作时间和年龄的影响。另外，影响锻炼坚持性的重 要 因 素 则 是

年龄和体质评分数。

２）应该把健身锻炼的资本保障和扩展功能作 为 宣 传 重 点，

有效提高社会的体育锻炼率和体育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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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锻炼人口是否属于体育人口的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结果

Ｓｔｅｐ
变化值 模型结果 预测的正

确率／％
变　量　　　

卡方结果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卡方结果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１　 １２８．４９８　 ５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４９８　 ５　 ０．０００ ７１．４％ 工作时间

２　 ４０．５９４　 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９２　 ６　 ０．０００ ７１．３％ 年龄

３　 ３８．５９５　 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６８７　 ７　 ０．０００ ７１．８％ 总评分数

４　 １５．４１８　 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３．１０５　 ８　 ０．０００ ７１．６％ 性别

５　 １７．２５７　 ２　 ０．０００ ２４０．３６２　 １０　 ０．０００ ７１．７％ 地市

６　 １９．２５２　 ５　 ０．００２　 ２５９．６１４　 １５　 ０．０００ ７２．０％ 吸烟状况

７　 １０．４８２　 ２　 ０．００５　 ２７０．０９６　 １７　 ０．０００ ７２．１％ 城乡种类

８　 ７．８４７　 ２　 ０．０２０　 ２７７．９４２　 １９　 ０．０００ ７２．２％ 睡眠质量

９　 １４．８２７　 ７　 ０．０３８　 ２９２．７７０　 ２６　 ０．０００ ７２．７％ 阶层

　附图说明：ａ　Ｎｏ　ｍ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ｒ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ｂ　Ｅｎｄ　ｂｌｏｃｋ１

表３　对国民坚持锻炼时间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结果

项　目 ６月以下 ６～１２月 １～３年 ３～５年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截距 ６．４９４　 ４．４４８　 ４．５０５　 ０．６８８
地市 －０．１８９　 ０．８２８＊＊＊（０．０５９） －０．２４１　 ０．７８６＊＊＊（０．０７５） －０．０１８　 ０．９８２（０．０６０） －０．０９４　 ０．９１０（０．０８０）

性别 ０．７１４　 ２．０４１＊＊＊（０．１１２） ０．４０１　 １．４９４＊＊（０．１３７） ０．２９９　 １．３４８＊＊（０．１１２） ０．０９７　 １．１０２（０．１５１）

城乡种类 －０．０７４　 ０．９２９（０．０７５） ０．０２２　 １．０２２（０．０９４） ０．０９７　 １．１０２（０．０７８） －０．１１８　 ０．８８９（０．１００）

受教育程 ０．０６１　 １．０６３（０．０５９） ０．０１４　 １．０１４（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９８５（０．０５８） ０．０６９　 １．０７２（０．０７７）

工作时间 －０．０３６　 ０．９６５（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９６３（０．０４３） －０．０９４　 ０．９１０＊＊（０．０３５）－０．０７７　 ０．９２６（０．０４６）

睡眠时间 －０．０６２　 ０．９４０（０．１２３） ０．２５１　 １．２８６（０．１５６） －０．０９０　 ０．９１４（０．１２４） ０．２０５　 １．２２８（０．１６５）

睡眠质量 －０．５１６　 ０．５９７＊＊＊（０．０８１） －０．２２０　 ０．８０３＊（０．１０２） －０．１２４　 ０．８８３（０．０８２） －０．１５６　 ０．８５６（０．１０９）

坐位活动 ０．１０２　 １．１０８（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９６８（０．０６７） ０．０１０　 １．０１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　 １．０１３（０．０７３）

吸烟状况 －０．０３６　 ０．９６４（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　 １．００８（０．０８８） －０．０７５　 ０．９２８（０．０７１） ０．０７９　 １．０８２（０．０７８）

烟龄 ０．０２１　 １．０２１（０．０５７） －０．０９５　 ０．９１０（０．０７５） －０．０５９　 ０．９４３（０．０５８） －０．０７７　 ０．９２６（０．０６９）

年龄 －０．０９６　 ０．９０９＊＊＊（０．０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９３５＊＊＊（０．００７） －０．０５８　 ０．９４３＊＊＊（０．００６）－０．０２２　 ０．９７９＊＊（０．００８）

总评分数 －０．０９６　 ０．９０８＊＊＊（０．０１０） －０．０９０　 ０．９１４＊＊＊（０．０１３） －０．０７３　 ０．９２９＊＊＊（０．０１１）－０．０３３　 ０．９６８＊（０．０１４）

单位负责人阶层 ０．３１５　 １．３７０（０．２４２） －０．５６８　 ０．５６６（０．２９９） －０．００７　 ０．９９３（０．２４６） ０．１３４　 １．１４３（０．３１４）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０．２２７　 １．２５５（０．２３５） ０．０７１　 １．０７４（０．２７２） －０．０２７　 ０．９７３（０．２３９） ０．０１７　 １．０１７（０．３０９）

办事人员阶层 ０．２４９　 １．２８３（０．２３４） －０．２３３　 ０．７９３（０．２７７） －０．１０７　 ０．８９８（０．２４１） ０．１０４　 １．１１０（０．３０７）

个体从业人员阶层 ０．３８７　 １．４７３（０．２５１） －０．２９９　 ０．７４２（０．３０３） ０．２４５　 １．２７８（０．２５３） －０．１２９　 ０．８７９（０．３４７）

商业服务业阶层 ０．１１５　 １．１２２（０．２４９） －０．０９３　 ０．９１１（０．２８７） －０．０２８　 ０．９７２（０．２５４） ０．２０４　 １．２２６（０．３２６）

产业工人阶层 ０．１５５　 １．１６８（０．２３５） －０．４８１　 ０．６１８（０．２８４） ０．１６１　 １．１７４（０．２３１） ０．２２６　 １．２５４（０．２９７）

失业阶层 ０．１０４　 １．１０９（０．２８２） －０．５３７　 ０．５８５（０．３４３） －０．１３０　 ０．８７８（０．２７３） ０．１０３　 １．１０９（０．３４３）

农业劳动者阶层 ０（ｂ） ０ ０（ｂ） ０ ０（ｂ） ０ ０（ｂ） ０
可决系数 ０．１４８

总人数 ３　９７４

　附图说明：因变量坚持锻炼时间的参考类别为：坚持锻炼５年以上。

　　对于成年国民 是 否 选 择 锻 炼 主 要 与 受 教 育 程 度 因 素 有 关

的研究结论，可能 的 解 释 包 括：一 是 教 育 本 身 可 以 有 效 改 善 和

建立对体育锻炼的正确认知，另外高教育程度者也有更 多 的 机

会接触传媒，接受其影响，从而提高了对体育锻炼 的 认 知，促 进

选择锻炼行为；二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 价 值 越 高，因

此加强身体素质，以便更长时间及更有效率地发挥其人 力 资 本

效益的要求就越 高，从 而 促 进 选 择 锻 炼 行 为；三 是 由 于 体 育 的

交际功能，因此，参 加 体 育 锻 炼 行 为 有 利 于 扩 大 自 己 的 社 会 关

系网络，这与教育 程 度 高 者 的 自 身 发 展 思 路 相 一 致，从 而 促 进

其锻炼行为的发生。另外，我们发现工作时间较短 甚 至 不 工 作

人群比工作时 间 长 的 人 群 更 有 可 能 成 为 体 育 人 口，而３０～３９

岁年龄组的体育人口率最低，这些说明努力获取经济积 累 的 工

作人群更不可能把体育锻炼当作是自己稳定的生活方式。这２

个因素表面上是客观条件限制，实质上表达了大众对体 育 锻 炼

的不完整观念，体 育 锻 炼 被 理 解 为 是 一 种 休 闲 方 式，而 不 是 一

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以往研究也发现［１０］，适当的体育健身活动

有可能保持良好 的 身 体 状 况，既 可 减 少 医 疗 费 用，还 能 保 持 家

庭社会地位稳定，保证家庭不再返回更低层次。健 身 锻 炼 起 到

了维护现有资 源 的 重 要 作 用。调 查 也 发 现［１１－１２］，一 方 面“反 哺

式”养 老 方 式 使 被 养 者 出 于 尽 可 能 减 少 子 女 负 担，尤 其 是 减 小

日益加重的医疗费用负担之目的，坚持力所能及的体育 健 身 锻

炼 ；另一方面，良好的健身 效 果 使 得 被 养 老 者 更 趋 坚 持 经 常 的

锻炼活动。体育 健 身 锻 炼 与 居 民 养 老 互 动 作 用 非 常 明 显。这

些都表明了资本 是 一 个 影 响 体 育 锻 炼 行 为 的 重 要 变 量，因 此，

积极拓展和提倡体 育 锻 炼 扩 展 社 会 网 络 资 本 和 维 持 现 有 资 本

的功能将有助于 改 善 现 状。未 来 应 该 以 健 身 锻 炼 的 资 本 保 障

和扩展功能为重点，尤其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工作较忙 的 人 群

加强宣传，才能有效提高社会的体育锻炼率和体育人口率。

第５期 徐建清：成年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体育与运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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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着力改善和提高体育服务的公平性。受 教 育 程 度、收 入

和职业常常被同 时 用 于 阶 层 划 分，从 这 一 点 来 看，是 否 参 加 体

育锻 炼 的２个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都 应 当 被 认 为 是 社 会 地 位 这 个 变

量在起作用。这反映出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参加 体 育 锻 炼 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当作是阶层划分的指标。社会 学 认 为，阶 层

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表现为不同阶层 的 成 员

在社会经济结构 中 占 据 不 同 的 位 置。这 些 高 低 不 等 的 阶 层 结

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 会 成 员 在 占 有 社 会 资 源 的 不 平 等［１３］。在

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不同阶层在使用许多体育资源的机 会 方 面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采用公共财政为高阶层人群提供的 场 地 器

材使用、宣传接触、竞 赛 组 织 等 方 面 比 例 更 大、效 率 更 高，也 更

加频繁。虽然近年 来 实 施 了 一 些 农 村 健 身 工 程 和 健 身 设 施 进

社区的计划，但 相 对 其 服 务 的 庞 大 人 口 而 言，比 例 却 相 当 低。

这些工程本应包含许多后续的设施维护、专业指导和竞 赛 组 织

等软件服务，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大大简化了，因 此，有 效 推 行

平等的体育公共 福 利 政 策，提 供 分 配 合 理 的 公 共 体 育 资 源，对

于促进广大农业劳 动 者 和 失 业 阶 层 提 高 锻 炼 的 参 与 率 将 是 非

常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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