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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问卷调查、计量分析等方法研究城市居民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及与决

定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显示：除体育消费活动的主观影响因素外，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构是影响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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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their research subject on urban residents in Zhejiang,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deciding factors of various sports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eciding factors, and revealed that besides subjec-

tive affecting factors of spor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he disposable income,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and age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various sports consump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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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在生活压力剧增的社会生活中，体育消费不仅能锻炼

身体、愉悦身心，还能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1]。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决定因

素是什么？认清其决定因素，对于促进我国体育消费

的快速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浙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

象，对影响其体育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研究在科学设计问卷调查表的基础上进行问卷

调查，首先依据杭、宁、台三城市行政区域划分标准，

确定调查对象的行政区域；其次，从选取的行政区域

列表中随机抽取 10 个城市社区；最后，以附近地大学

生为调查员，在社区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380

份，收回 364 份，占 95.78%，其中有效问卷 350 份，

有效率为 97.22%。有效问卷中男性 190 份，女性 160

份。年龄段 25 岁以下 42 人，25~34 岁 181 人，35~44

岁 85 人，45 岁以上 42 人。年收入 2 万以下 45 人，2

万以上 5 万以下 222 人，5 万以上 8 万以下 60 人，8

万以上 23 人。先对城市居民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决定

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

模型，以揭示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及与各种

决定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1  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 
本课题研究中体育实物消费主要包括运动服装

(如衣、裤、鞋、帽等)、小型健身器材(如拉力器、哑

铃等)、体育运动器材(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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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健品、运动饮料、体育邮票等实物消费支出；

由于运动服、鞋、帽等具有生活、体育运动两方面的

用途，故体育实物消费是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形式；

体育信息消费主要包括订购体育报刊杂志、书籍等以

获取体育信息、体育知识和购买体育比赛门票，观看

体育比赛、表演、展览以及购买体育音像制品等所进

行的体育消费，对比体育实物消费，城市居民在这方

面消费明显不足。体育参与型消费主要指人们购买的

各种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参与型体育消费，如为参加各

种体育活动、体育健身训练、体育健康医疗等所支付

的费用。相对而言，目前城市居民这类体育消费活动

发展较快[2]。 

在分析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时，

在李法伟[3]、许云霞[4]、梁松等[5]研究的基础上，本研

究分别选择以下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客观因素有可支

配收入、体育消费品价格、体育消费品质量、闲暇时

间、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主观

因素有体育消费的兴趣爱好、锻炼身体的动机、培养

特长、人际关系的需要、丰富业余生活、受朋友影响

和邀约、追求时尚。在分析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行

为决定因素时，选择以下解释变量：兴趣爱好、消费

品价格、消费品质量、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消费

品获得的便利性、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及年

龄(由于体育信息消费比重最小，故将分析重点放在体

育实物消费与体育参与型消费上)。在分析居民体育参

与型消费影响因素时，客观解释变量有可支配收入、

体育消费品质量、年龄结构、消费场所设施、闲暇时

间、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获得的便利性、性别、婚姻

状况及受教育程度；主观解释变量有培养兴趣爱好、

锻炼身体、培养特长、人际关系的需要、丰富业余生

活、受朋友影响和邀约及追求时尚。值得注意的是，

在体育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相对于以前学者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增加了居民性别、婚姻状况、年

龄及受教育程度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的分析。 

在分析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过程中，为

确定各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采用段鹏等[6]的分

析方法，将每个影响因素采用 5 分制进行划分。首先，

给定原假设 H0，该因素是影响某类体育消费支出的决

定因素；其次，根据以下规则赋值，本研究“完全同

意”赋值 5 分、“比较同意”赋值 4 分、“不置可否”

赋值 3 分、“反对”赋值 2 分、“完全反对”赋值 1 分；

最后，计算出调查对象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每个决

定因素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各影响因素的平均得

分可以反映该因素的重要程度，平均得分越高，则特

定体育消费行为对该因素的依赖性越强；而各影响因

素得分的标准差则体现调查对象对该影响因素重要程

度看法的集中程度，标准差越低表示调查对象的看法

越趋于一致，标准差越高则表示调查对象的看法差别

越大。根据以上分析思路，运用 Eviews6.0 软件计算调

查问卷数据，得出结果见表 1、2、3。 

 

表 1  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x ±s) 

主观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客观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兴趣爱好 4.32±0.77 1 可支配收入 3.40±0.90 4 

锻炼身体 4.29±0.73 2 体育消费品价格 3.43±0.81 3 

培养特长 3.42±0.96 5 体育消费品质量 4.04±0.76 1 

人际关系 3.61±0.95 4 闲暇时间 3.47±0.83 2 

丰富业余生活 3.82±0.73 3 性别 2.82±0.97 8 

朋友影响和邀约 3.28±0.90 6 婚姻状况 2.83±1.09 7 

追求时尚 3.04±0.97 7 年龄结构 3.28±0.98 5 

   受教育程度 2.98±0.95 6 

 

表 2  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x ±s) 

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兴趣爱好 4.35±0.77 1 获得消费品便利性 3.69±0.75 4 

消费品价格 3.46±0.83 6 受教育程度 3.32±0.94 10 

消费品质量 3.82±0.66 2 性别 3.41±0.79 7 

可支配收入 3.33±0.82 9 婚姻状况 3.48±0.92 5 

闲暇时间 3.37±0.85 8 年龄结构 3.72±0.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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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x ±s) 
主观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客观因素 分值 重要性 

兴趣爱好 4.43±0.69 1 消费场所设施 3.79±0.73 2 
锻炼身体 4.29±0.75 2 可支配收入 3.40±0.84 4 
培养特长 3.38±1.02 5 体育消费品质量 4.01±0.68 1 
人际关系 3.51±0.92 4 年龄结构 3.15±0.85 7 
丰富业余生活 3.66±0.81 3 闲暇时间 3.27±0.85 6 
朋友影响和邀约 3.12±0.82 6 消费品价格 3.35±0.85 5 
追求时尚 2.96±0.98 7 消费品便利性 3.62±0.72 3 
   性别 2.89±0.98 10 
   婚姻状况 3.03±0.95 9 
   受教育程度 3.09±0.89 8 

 

表 1 显示，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的主观影响因

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兴趣爱好、锻炼身体、丰富

业余生活、人际关系交流、培养特长、受朋友影响和

邀约、追求时尚；其客观影响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

为：体育消费品质量、闲暇时间、体育消费品价格、

可支配收入、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

别。表 2 显示，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重

要程度排序为：兴趣爱好、消费品质量和效果、年龄

结构、获得此类消费品的便利性、婚姻状况、消费品

价格、性别、闲暇时间、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

表 3 显示，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的主观影响因素

重要程度的排序为：兴趣爱好、锻炼身体、丰富业余

生活、人际交流、培养特长、朋友影响和邀约、追求

时尚；其客观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排序为：消费品质

量和效果、体育消费场所设施、此消费品便利性、可

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闲暇时间、年龄结构、受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 

 

2  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 
对于每类体育消费行为，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方

法来研究各因素的不同影响。 

2.1  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中，将居民的年体育实物

消费支出(EX1)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居民的年可支配收

入(INCOME)、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

构作为解释变量。为将定性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定义

如下虚拟变量： 

 

⎩
⎨
⎧

=
，该居民为女性

，该居民为男性

0
1

DS    
⎩
⎨
⎧

=
，该居民未婚

，该居民已婚

0
1

DM  

⎪⎩

⎪
⎨
⎧

=
教育程度，该居民接受中学以下

教育程度，该居民接受大学以上

0
1

DE  

⎪⎩

⎪
⎨
⎧

=
，该居民在其他年龄段

岁以下年龄段，该居民在

0
251

DY1  

⎩
⎨
⎧

=
，该居民在其他年龄段

岁年龄段，该居民在

0
35~251

DY2  

⎩
⎨
⎧

=
，该居民在其他年龄段

岁年龄段，该居民在

0
45~351

DY3  

引入模型的变量确定后，需要确定计量模型的形

式。鉴于截面数据模型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故对 EX1

和 INCOME 取自然对数(取自然对数的目的主要是消

除模型的异方差性)，得 ln EX1、ln INCOME。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ln EX1i=β0+β1ln INCOME)i+β2DS+β3DM+ 

β4DE+β5DY1+β6DY2+β7DY3+εi         (1) 

其中：βi，(i=0，1，2……，7)为待估参数。利用收集

的样本数据，对模型(1)运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7]，结

果见表 4。 

从模型(1)的分析回归结果可知：1)F 检验 P<0.10、

卡方检验 P>0.10，说明该模型设定为线性形式可以接

受，且该模型是同方差模型。2)Adj·R2 为 0.32，说明

引入的解释变量能解释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

32%，鉴于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故模型可

以接受。3)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 1.06，

即当城市居民收入增加 1%时，其体育实物消费支出

增加 1.06%，说明当前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的热情

较高。4)虚拟变量 DE 较显著，说明居民的受教育程

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系数为

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体育实物消费支出越大。

但受教育程度影响实物消费支出的效应在统计上不显

著(P>0.10)，这与体育实物消费的大众化有关。5)年龄

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不同年龄段居民

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回归结果，

“25~35 岁”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最多，其次是“25 岁

以下”居民，再次是“35~45 岁”居民。该分析结果

与前一部分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一致。相比较，居民

可支配收入、年龄对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重要性较大，

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变量的重要性较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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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计量模型回归结果中表现为可支配收入、年龄结 构变量显著，而重要性程度较弱的变量不显著。 

 

表 4  各类体育消费支出决定模型的回归结果
1) 

截距量  InINCOME DS  DM 
模型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1) -4.73 (-17.51) 0.00 1.06 (9.87) 0.00       

(2) -4.75 (-14.28) 0.00 0.94 (6.75) 0.00 -0.17 (-1.06) 0.29 -0.32 (-1.37) 0.17 

(3) -4.74 (-12.57) 0.00 0.87 (7.05) 0.00 0.17 (1.30) 0.19 -0.32 (-1.88) 0.06 

DE  DY1 DY2  DY3 
模型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估计 t 值 P 值 

(1) 0.18 (1.39) 0.17  0.72 (2.93) 0.00  0.77 (3.22) 0.00 0.46 (1.85) 0.07 

(2)    -0.59 (-1.98) 0.05 -0.47 (-2.53) 0.01    

(3) 0.24 (1.68) 0.09  0.59 (1.72) 0.09 0.93 (3.16) 0.00 0.62 (2.07) 0.04 

分析回归结果  模型异方差检验    
模型 

Adj.R2 F 值 P 值 BG-stat P 值        

(1) 0.32 25.01 0.00  6.09 0.30        

(2) 0.27 12.26 0.00  1.18 0.95        

(3) 0.28 12.81 0.00 11.12 0.13        

     1)在显著性水平 a=0.10 下进行假设检验，且剔除不显著解释变量后得到的结果。 
 

2.2  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与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决定模型相同，引入居民体

育信息消费支出(EX2)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居民可支

配收入(INCOME)、虚拟变量 DS、DM、DE、DY1、DY2

和 DY3 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收集的是截面数据，直

接建模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先对定量变量取自然对

数(以减弱模型的异方差)。 

结合以上分析，对于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建

立如下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ln(EX2)i=β0+β1 ln (INCOME)i+β2DS+β3DM+ 

β4DE+β5DY1+β6DY2+β7DY3+εi         (2) 

利用调查的样本数据，运用 OLS 方法估计模型(2)，

回归结果见表 4。 

分析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1)F 检验 P<0.10、

卡方检验 P>0.10，说明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形式可以接

受，同时该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此外，

Adj·R2=0.27，说明诸解释变量能解释居民体育信息

消费支出的 27%，因而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该模型可以接受；2)可支配收入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

体育信息消费支出。体育信息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

0.94，当可支配收入增加 1%时，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

消费支出增加 0.94%；3)性别对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

支出有一定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的体育

信息消费支出少，但在统计上不显著；4)婚姻状况一

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已婚居

民较未婚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少。但影响不显著；

5)年龄对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影响显著。一方面，“35~45

岁”和“45 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25 岁及以下”和

“25~35 岁”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较其它两

年龄居民低。“25 岁及以下”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

最少。该计量模型分析结果与前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相一致，年龄结构变量较重要，在模型中也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 

2.3  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选择城市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EX3)作为

被解释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虚拟变量

DS、DM、DE、DY1、DY2 和 DY3 作为解释变量。建立

以下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ln(EX3)i=β0+β1ln(INCOME)i+β2DS+β3DM+ 

β4DE+β5DY1+β6DY2+β7DY3+εi         (3) 

其中：EX3 为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其余变量、参数

定义与模型(1)、(2)相同。运用 OLS 估计模型(3)，回归

结果见表 4。 

回归结果显示：1)F 检验、BG 检验显示该对数线

性回归模型可以接受；Adj·R2=0.28 说明引入的解释

变量能解释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的 28%，由

于现实中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影响因素众多，故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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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能力的角度看，该模型也可以接受。2)居民体育参

与型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 0.87。平均而言，居民可

支配收入每增加 1%，参与型消费支出增加 0.87%。可

支配收入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的参与型消费支出；

3)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参与型消费支出，男

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有更多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但

差别不显著；4)婚姻状况影响城市居民的参与型消费

支出。未婚居民比已婚居民有更多的体育参与型消费

支出，影响显著；5)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

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其用于体育参与型消费的支出显著增加；6)年龄对城

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为

复杂。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

费支出间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45 岁以上”

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最低，其次是“25 岁以下”

居民，而 4 个年龄中，“25~35 岁”城市居民的体育参

与型消费支出最高。该现象与实际情况相一致，体育

参与型消费品价格、参与型消费行为的多元目标等是

导致该结果的主要原因。 

 

3  结论 
1)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各类体育消费支出的重

要因素。可支配收入影响体育消费支出，但对各类体

育消费的影响程度不相同。当前城市居民主要进行的

是一些传统的体育消费项目(体育实物消费)，较少注

重体育精神消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居

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滞后[8]。 

2)性别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但该

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就体育信息消费而言，女性居

民比男性居民会有更多的消费支出；就体育参与型消

费行为而言，男性平均消费支出高于女性。 

3)年龄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且该

效应在统计上显著。就体育实物消费而言，不同年龄

结构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支出间存在显著差异：平

均来说，45 岁以上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相对最少，其

次是 35~45 岁，而 25~35 实物消费支出最多。就体育

信息消费而言，35~45 和 45 岁以上城市居民消费支出

较多，而 25~35 岁城市居民消费较少，25 岁以下消费

最少，且不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体育参与型

消费支出而言，45 岁以上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最小，

其次是 25 岁以下城市居民，25~35 岁城市居民的消费

支出最大。这与不同年龄城市居民的支付能力有关。 

4)受教育程度是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重要影

响因素，对不同的消费类型，其影响不同。就实物体

育消费支出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消费支出越

大。但该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不影响城

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参与

型消费支出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该类消

费支出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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