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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少年

体育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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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 ,对我国 12 个城市 3 000 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特征进行了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在我国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中实物性消费和劳务性消费占主要成分 ,同时也出现了一定比例

的博弈性消费 ,体育消费居日常消费金额排序第 4 位 ;我国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在实物性体育消费方面与 13 - 17 岁

城市青少年无明显差异 ,劳务性消费高于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 ,并在比赛门票、体育培训消费方面存在显著性差

异 ;在博弈性消费方面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略高于 18 - 25 岁的青少年 ,二者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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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ed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analysis , this paper re2
searches deep inside into the spor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different ages of juveniles in various of cities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terials consumption and the service consumption are still two par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s con2
sumption structure component , and the sports consumption has ranked fourth in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of juveniles in citi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terials consumption and gaming consumption between juveniles whose ages range from 18 to 25

and from 13 to 17 , but in the competition tickets and Sports training courses of service consumption ,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juveniles ages range from 18 to 25 spe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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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居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4 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

数已由 1994 年的 49189 %下降到 3717 %[1 ] 。随着城

市居民消费类型由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向发展型和

享受型消费转移 ,我国城市青少年的消费结构和体

育消费结构都将随之改变。而体育消费结构又是消

费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我国城市青

少年体育消费结构的分析能揭示出我国城市青少年

体育消费的水平、质量和消费意识。为了进一步揭

示我国城市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的现

状、特点和差异 ,笔者拟就我国城市不同年龄段青少

年体育消费结构现状特点和差异等进行探讨和研

究 ,以便更好地引导青少年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和消

费行为 ,同时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制定有效的

调控政策和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学习、生活、工作在我国 12 个大、中、小城市

的 13 —25 岁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1. 2 研究方法

采用逻辑推理、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

法 ,所有数据均通过 SPSS13. 0 进行处理分析。

11211 调查地点的选择

我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分别属于地理

位置上的 6 个大区。为了兼顾样本在 6 大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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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以及每一大区中所含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目

多少 ,同时考虑到各省调研员的具体情况 ,最终确定

抽取北京、重庆、长春、西安、西宁、南京、广州、成都、

宝鸡、承德、青岛、宁波 12 个城市作为调查城市。

11212 抽样方法及样本量的确定

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法 ,以地域、城市、年龄、

性别作为分层标准进行分层抽样。根据课题组研究

时间、经费、调研能力等实际情况 ,确定样本量为 3

000 人 ,约占我国城市青少年总人口 (7 817 万人) [2 ]

的十万分之四 ,符合社会学研究统计要求。各城市

样本分布情况见图 1。共发放调查问卷 3 000 份 ,回

收 2 653 份 ,回收率为 88. 4 % ,其中有效问卷 2 094

份 ,有效率 78. 9 %。在 2 094 名调查对象中 ,男性

968 人 ,占 46. 2 % ,女性 1 126 人 ,占 53. 8 %。其中

13 —17 岁的青少年有 1 078 名 ,占总调查对象的 51.

5 % , 18 - 25 岁青少年共有 1 016 名 ,占总调查对象

的 48. 5 %。

图 1 　各城市样本分布图

11213 问卷的效度和信度

项目分析的结果表明 ,《体育消费结构问卷》的

所有 20 个项目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而且该问卷的

KMO 值为 0. 847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分析 ,

并经正交旋转 ,从 12 个项目中共抽取出了 3 个主因

子 ,累积能够解释总方差的 79. 25 %。采用 Cron2
bach’s alpha 系数分别检验了该问卷本身的内在信

度和它的各个构成因素的内在信度 ,结果表明 ,《体

育消费结构问卷》自身的 alpha 系数达到了 0. 803 2 ,

而 3 因子的 alpha 系数保持在 0. 724 - 0. 903 之间 ,

平均为 0. 863 (见表 1) 。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 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现状的调查研究

2. 1. 1 我国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

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 (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3 ]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

不断提高 ,城市青少年的零用钱不断增加 ,可支配消

费金额也随之增长 ,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消费结构

和体育消费结构以及消费行为。

表 1 　体育消费结构信度分析

消费类型 样本量 影响子因素数量 信度值

实物性消费 2 094 5 0. 724

劳务性消费 2 094 5 0. 883

博弈性消费 2 094 2 0. 903

2. 1. 1. 1 我国城市青少年零用钱来源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青少年零用钱主要来

源排在前 4 位的是父母提供、压岁钱、其他长辈提供

和打工获得 ,其选择百分率依次为 54. 76 %、17.

20 %、12. 03 %和 6. 37 % ;另外还有奖学金、贷款和其

它途径等 ,其选择百分率分别为 4. 73 %、2. 42 %和

2. 48 %。13 - 25 岁年龄段的城市青少年绝大多数处

于求学过程中 ,自身缺少经济来源 ,日常学习和生活

花销主要依靠父母和其他长辈提供 ,父母提供经济

支持是城市青少年零用钱的最主要来源。另外 ,春

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数量也在逐年提高 ,特别

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压岁钱”已成为一笔可观的数

目。还有一部分学习比较轻松或家庭经济条件较困

难的青少年 ,通过打工、向学校或社会申请贷款以及

争取奖学金等方式 ,获取一定数量的收入和经济支

持作为零用钱的补充。

2. 1. 1. 2 我国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青少年月消费平均为

529. 40 元 ,消费金额列在前 5 位的消费内容分别是

正常伙食、日用品 (含学习用品) 、电话费、体育消费

和朋友聚会 ,其中体育消费为 50. 78 元居第 4 位 ,占

月消费总金额的 9. 60 %。其他主要消费内容还有

零食、上网和杂志消费等 (见表 2) 。13 - 25 岁的城

市青少年大都为独生子女 ,正常伙食和日用品 (含学

习用品) 是其基本消费内容 ,也是消费的最主要部

分。近年来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通

讯业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在城市里拥有手机的青少

年也越来越多 ,他们常常会利用闲暇时间通过电话

和短信进行交流沟通或朋友聚会 ,因此电话消费和

朋友聚会消费也成为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另外 ,随着城市青少年健康意识的不断

增强和科学消费观念的普及 ,体育消费已成为城市

青少年增进交往、追逐时尚和愉悦身心的重要手段 ,

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投入已成为近年来城市青少年

消费结构变化中的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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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现状

消费内容 零食 杂志 上网 朋友聚会 体育消费 正常伙食
日用品

(含学习用品)
电话费 其它

平均消

费金额 (元)
46. 60 37. 78 41. 72 50. 29 50. 78 143. 17 62. 87 55. 00 40. 83

百分比 ( %) 8. 81 7. 14 7. 89 9. 51 9. 60 27. 06 11. 88 10. 40 7. 72

2. 1. 2 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消费者在体育消费过程中 ,

所消费的各类消费资料包括实物性消费、劳务性消

费和博弈性消费等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体育消费结构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其变化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收入状况、体育消

费环境状况、体育消费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但变化

的总体方向总是随着由生存需要到安全需要再到发

展、享受需要这样的顺序发展的 ,这也是居民消费结

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本研究将体育消费分为实物性消费、劳务性消

费和博弈性消费三部分。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

青少年平均年体育消费总金额为 487. 53 元 ,其中实

物性消费 345. 36 元、劳务性消费 112. 07 元和博弈

性消费 30. 10 元 ,分别占体育消费总金额的 70.

84 %、22. 99 %和 6. 17 %(见表 3) 。

表 3 　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

消费

内容

实物性消费

运动服 运动鞋 运动器械 体育报刊 体育音像制品

劳务性消费

比赛门票体育培训体育俱乐部消费性锻炼

博弈性消费

体彩 足彩
其它 合计

消费金

额 (元)
108. 60 126. 50 51. 79 24. 09 34. 38 20. 68 28. 82 21. 68 25. 93 15. 47 14. 63 14. 96 487. 53

百分比

( %)
22. 28 25. 95 10. 62 4. 94 7. 05 4. 24 5. 91 4. 45 5. 32 3. 17 3. 00 3. 07 100

2. 1. 2. 1 我国城市青少年实物性体育消费

研究结果表明 ,运动服、运动鞋消费是城市青少

年实物性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分别占体育消费总

额的 22. 28 %和 25. 95 % ,几乎占到体育消费总额的

一半 ,这是因为运动鞋和运动服具有生活耐用品及

体育用品的双重功能所致 ,反映出我国城市青少年

体育消费整体水平和质量仍处在较低层次 ;运动器

械占到了体育消费总额的 10. 62 % ;体育报刊、体育

音像制品是日常体育信息的重要载体 ,由于这两项

消费品的价格较低 ,且青少年人年均消费金额达到

了 24. 09 元和 34. 38 元 ,分别占到体育消费总额的

4. 94 %和 7. 05 % ,说明我国城市青少年对体育信息

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

2. 1. 2. 2 我国城市青少年劳务性体育消费

在劳务性消费中 ,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体育培

训消费、消费性锻炼和体育俱乐部消费 ,这说明现阶

段作为城市青少年主要集聚地的各级学校 ,随着教

育部在学校实施“阳光体育运动”开展 ,为青少年举

办的各类体育培训班和体育俱乐部的建立 ,以及消

费性体育场所的改善和开放 ,都为城市青少年体育

消费提供了良好的消费环境 ,对提高我国体育的劳

务性消费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 1. 2. 3 我国城市青少年博弈性体育消费

研究结果表明 ,博弈性体育消费占到我国城市

青少年体育消费总额的 6. 17 % ,这反映出我国城市

青少年已经出现通过购买体育彩票的方式投资国家

体育事业发展 ,并试图获取中奖回报的投机性消费

心理和行为。特别是 13 - 17 岁的未成年青少年 ,他

们的博弈性消费还略高于 18 - 25 岁的青少年。因

此 ,应提醒我们对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需加以教育

和正确引导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综上所述 ,现阶段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仍

以实物性消费为主 ,劳务性消费为辅 ,其中对体育信

息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 ,同时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

博弈性消费。反映出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整体

水平和质量仍处在较低层次 ,但随着全国亿万青少

年“阳光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临近和国家对体育宣传的加强 ,体育消费环境的

日益完善、高水平运动竞赛项目的不断增多 ,都将吸

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这也预示着我

国城市青少年的劳务性体育消费水平将会出现大幅

度提高的态势。

2. 2 我国城市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比较

通过平均数中值加权法计算得出 , 我国 13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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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体育消费总金额约为 477. 06

元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体育消费总金额约

为 497. 99 元 ,18 - 25 岁城市青年平均年体育消费总

额稍高于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

图 2 　我国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少年体育各类型体育消费金额

13 - 17 岁和 18 - 25 岁青少年平均年实物性体

育消费分别为 343. 62 元和 347. 09 元 ,具体表现为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在运动鞋消费金额所占百分

率略高于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 3. 40 % ( P > 0. 05) ,

无显著性差异 ,在运动服、运动器械、体育报刊、体育

音像制品等方面均差别不大。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劳务性体育消费

89. 37 元 ,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劳务性消费

140. 83 元 ,在比赛门票、体育培训、体育俱乐部、消

费性锻炼方面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消费金

额均略高于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 ,尤其在比赛门

票、体育培训两方面二者差距较大 ,均存在非常显著

差异 ( P < 0. 01) 。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和 13 - 17 岁城市平均年

青少年博弈性消费金额相差较小 ,分别为 30. 67 元

和 29. 55 元 ,两者不存在显差异 ( P > 0. 05) (见图 2

- 图 3 ;表 4 - 表 5) 。

综上所述 ,我国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体

育消费总额略高于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 ,且 13 - 17

岁和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在实物性体育消费方面

无明显差异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平均年劳务性消

费高于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 ,并在比赛门票、体

育培训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在博弈性消费方面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略高于 18 - 25 岁的青少年 ,二者

无显著性差异。以上现状说明 ,我国城市青少年随

着年龄的增长 ,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 ,余暇时间的增

多 ,对体育消费的认识程度和参与意识也会逐步提

高。他们不再以追求满足物质需求为最主要目的 ,

而是更多地转向通过观赏体育比赛愉悦身心和通过

参加体育培训提高自身体育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

发展 ,以满足更高层次体育需求。但从消费金额的

差距仍然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 ,社会经验日渐

丰富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的消费目的更加明确 ,

消费更具有理性 ,同时也反映出学校和社会都有责

任加强青少年体育消费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引导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体育消费观。从体育消费

结构比较的结果看 ,18 - 25 岁的城市青少年其体育

消费意识和健身意识略高于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

年 ,体育消费结构也从单一的实物性体育消费向更

高层次和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图 3 　我国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图

3 结论与建议

(1)我国城市青少年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性消费

为主 ,体育消费占日常总消费金额的 9. 60 % ,居第 4

位。(2)在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结构中 ,实物性

消费和劳务性消费是最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出现

了一定比例的博弈性消费。体育消费整体水平和质

量仍处在较低层次。(3)我国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

平均年体育消费总额略高于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 ;

18 - 25 岁城市青少年在实物性体育消费方面与 13

- 17 岁城市青少年无明显差异 ,平均年劳务性消费

高于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 ,并在比赛门票、体育

培训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博弈性消费方面 13 -

17 岁的城市青少年略高于 18 - 25 岁的青少年 ,二者

无显著性差异。(4)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根据

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 ,不断加强体育

消费意识教育和运动能力的培养 ,引导青少年树立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体

育消费观 ,使我国城市青少年的体育消费结构更加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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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年龄段体育消费结构比较表

年龄段
实物性消费

运动服 运动鞋 运动器械 体育报刊 体育音像制品

劳务性消费

比赛门票体育培训体育俱乐部消费性锻炼

博弈性消费

体彩 足彩
其它 合计

13217 岁消费

金额 (元)
106. 47 132. 06 49. 78 24. 47 30. 84 18. 857 25. 57 20. 75 24. 19 15. 9 14. 77 13. 4 477. 06

百分比

( %)
22. 32 27. 68 10. 43 5. 13 6. 46 3. 95 5. 36 4. 35 5. 07 3. 33 3. 10 2. 81 100

18225 岁消费

金额 (元)
110. 73 120. 93 53. 81 23. 71 37. 91 22. 5 32. 06 22. 6 27. 67 15. 05 14. 5 16. 52 497. 99

百分比

( %)
22. 24 24. 28 10. 80 4. 76 7. 61 4. 52 6. 44 4. 54 5. 56 3. 02 2. 91 3. 32 100

表 5 　不同年龄段体育消费结构差异显著性比较表

方差检验 运动服 运动鞋 运动器械 体育报刊
体育音

像制品
比赛门票 体育培训

体育俱

乐 　部

消费性

锻 　炼
体彩 足彩 其它

F 0. 690 1. 375 3. 065 0. 279 0. 035 6. 794 12. 293 1. 321 3. 737 0. 678 0. 004 5. 101
Sig. 0. 406 0. 241 0. 080 0. 597 0. 851 0. 009 0. 000 0. 251 0. 053 0. 410 0. 949 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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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康社会居民体育生活方式多元化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心理学类、生理学类、社会学类 3 个一级

指标 ,身体机能、身体形态、运动素质、情绪类、自我

概念类、认知功能类、体育运动时间、体育消费、体育

活动场所、体育运动次数、组织化程度等 11 个二级

指标 ,以及肺活量、立定跳远 (男) 、跳绳 (女) 、克托莱

指数、心境状态、自信 (男) 、自尊 (女) 、注意力 (男) 、

记忆力 (女) 、运动持续时间、实物性体育消费、固定

活动场所、每周运动次数、社区组织等男、女各 11 个

相对应的三级指标。

(3)体育生活方式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更好地贯

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并作为评价群众体育

的一个重要参量 ,推动体育人口的增加。评价指标

体系可以规范体育生活方式 ,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体

育生活方式 ,为人们体育生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开

拓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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