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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厦门市各阶层人士进行问卷调查 ,对体育经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实地了解 ,分析厦

门市体育消费现状。在 1998年厦门市家庭年均收入为 25 662元 ,年均体育消费为 754. 95元。在
体育消费种类上以体育物质产品消费为主 ,占消费总额的 65. 76%。 激发体育消费的因素主要

有:为了身体的健康、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价格较高、没时间等。法人体
育消费额达 1 000万元 ( 1998年 ) ,目前正呈良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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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investig ate the spo r ts consumption in xiamen, a tota l of 2000 questionnaire

have been sent out with 1921 taken back. In 1998, the average family income per year is RM B

25662, while the average spo rt s consumption is RMB 754. 95. The expenditure on spo r ts pr od-

ucts is about the 65. 76% o f wh ole expense. The main facto rs for stimulating expenditure a re

for hea lth, per sona l inte rests and hobbies. High prices and lack of time hamper people from

consumption in Xiamen. Legal per son spo r ts consumption occupies a quite per centag e and reach-

es 1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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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对厦门市群众体育消费进行调查有助于了解经济较发

达地区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行为以及体育消费在人们生活

中所处的位置 ,由此可以对体育消费市场与经济水平同步发

展提出对策 ,还对经济建设正在追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广

大内陆地区体育市场的开发有着示范和借鉴作用 ,在策略上

对扩大体育市场、促进国民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国家经济建
设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 1　研究对象

发出问卷 2 000份 ,收回有效问卷 1 827份 ,回收率

91. 35% (男性 935人 ,占 51. 18% ;女性 892人 ,占 48. 82% )。
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 18～ 29岁 ( 22. 17% ) , 30～ 39岁

( 30. 82% ) , 40～ 49岁 ( 32. 89% ) , 50岁以上 ( 14. 12% )。职业

分布: 国内企业员工 ( 18. 83% ) ,外企员工 ( 8. 81% ) ,事业单

位员工 ( 18. 94%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16. 09% ) ,农、渔民
( 9. 36% ) ,个体劳动者 ( 7. 5% ) ,其他人员 ( 18. 61% )。问卷对

象结构与厦门市社会职业人口结构接近 ,问卷结果具代表

性。

2. 2　研究方法

2. 2. 1　咨询法

向国内有关专家咨询国内、外体育消费市场目前所处的
状况和特点 ,向体育经营企业了解其经营现状。

2. 2. 2　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外有关体育消费市场的文献报道 ,研究其发

展趋势。

2. 2. 3　问卷调查法

按社会职业结构特点向厦门市各阶层人士随机发出问

卷进行调查。

2. 2. 4　统计分析法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和相关分析 ,找出影响和促进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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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有关因素。

3　调查结果及分析讨论

3. 1　经济收入与体育消费

本研究调查对象 1998年家庭平均年收入为 25 662元 ,

家庭年体育消费平均为 754. 95元 ,占家庭年均收入的

2. 94%。 个人月均收入为 962. 43元 ,个人月平均体育消费

26. 91元。同期的广州市家庭年均体育消费 1 288. 1元 ,占年

收入的 2. 62% ,深圳市年均体育消费 2 507. 4元 ,占年收入

的 4. 12%。 安徽省合肥、蚌埠、铜陵等市在 1995年平均家庭

体育消费为 696. 6元 ,占年收入的 6. 8% [1]。 可见 ,体育消费

绝对值的大小与各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 ,但体育

消费与经济收入之比值与当地的经济收入没有正比关系 ,这

可能是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消费心理、消费习惯等有关。

3. 2　不同家庭收入与体育消费

根据厦门市家庭收入频点集中的特点 ,将家庭月收入分

为 4个群体: 1 500元以内 /月、 1 500～ 2 500元 /月、 2 500～
3 500元 /月、 3 500元以上 /月。

表 1　厦门市居民家庭月平均收入与体育消费相关一览表 (元 )

1 500元以下 1 500～ 2 500元 2 500～ 3 500元 3 500元以上

收入 847. 58 2 091. 81 3 000. 5 5 121. 8

消费 24. 56 59. 62 86. 78 148. 83

　　将 4个收入群的月平均收入与体育消费做相关分析

r = 0. 98, 经检验有显著意义。 家庭经济收入对体育消费有
着显著影响。

表 2　厦门市 7类工作人员家庭月平均收入

与月平均体育消费统计一览表

国内企业 外企 事业单位国家机关 个体 农、渔民 其它

收入 2 285. 84 2 040. 31 2 352. 38 2 604. 78 2 319. 83 2 056. 01 1 384. 44

消费 65. 54 57. 26 74. 10 76. 09 50. 92 31. 31 23. 05

　　将其收入与体育消费作线性相关分析 ,在T= 0. 05的显

著水平下 , r = 0. 85 ,有显著意义。单位性质和收入对体育消
费有直接影响。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有稳定且较高收

入 ,他们是体育消费的主力军。

3. 3　体育消费分类情况

调查显示 ,家庭体育物质产品消费年均 496. 475元 ,占

年总消费额的 65. 62% ,其中 ,运动服、鞋、帽等 191. 47元 ,占

25. 36% (与年总消费额相比 ,下同 ) ,体育用品及健身器材等

185. 03元 ( 24. 51% ) ,健身锻炼体育场 (馆 )消费 119. 97元

( 15. 89% )。

家庭体育劳务产品消费年均 189. 675元 ( 25. 14% ) ,其

中 ,观看体育比赛门票 63. 40元 ( 8. 4% ) ,体育远足、旅游

42. 845元 ( 5. 68% ) ,体育培训 30. 14元 ( 4. 0% ) ,体质检查

53. 29元 ( 7. 06% )。

体育精神产品消费 (购买体育书籍、报刊、资料等 ) 68. 84

元 ( 9. 12% )。
从以上数据可见 ,体育物质产品消费是体育消费的主要

部分。
近几年来 ,健身器材逐渐走进百姓家庭 ,在厦门市 1 000

元以上的健身器材每 100户 19. 6件 , 500～ 1 000元的器材

每 100户 20. 23件 , 200～ 500元的器材每 100户 30. 6件 ,

200元以下的每 100户 131. 64件。

对市场上销售的健身器材的评价: 52. 27%的人认为价

格太高 , 29. 89%的人认为功能少、实用性差 , 18. 5%的人认

为质量差 ,有 27. 92%的人对市场上健身器材不甚了解。 可

见 ,目前健身器材市场是喜忧并存 ,喜的是市场潜力大 ,忧的

是价格、质量和实用性等是制约体育健身器材市场进一步发

展的重要因素。
厦门市民在体育场 (馆 )健身的消费排在运动服装、体育

用品和健身器材消费之后。在日本、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 ,近

年来人们在体育场 (馆 )健身的消费远远高于在运动服装、体
育用品和健身器材等方面的消费。 在日本 ,健身方面的消费

占体育消费总额的 65%左右 ,德国在健身方面的消费占总额

的 62%左右 ,美国在健身方面的消费占总额的 50%左右。据

文献资料报道 ,在国内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健身消费在年

体育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 ,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其体育服装和用品在年体育消费总额中占的比例就越高 [2 ]。

因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民健身的深入 ,

尤其是科学健身意识的加强 ,未来健身场 (馆 )极具发展潜

力。

3. 4　激发体育消费的因素

表 3　激发厦门市民体育消费的因素统计一览表 (% )

为了身
体健康

个人
兴趣

大众传
媒影响

体育明
星影响

工作
需要

家庭
影响

学校
影响

其它

40. 24 34. 43 3. 93 2. 28 3. 36 7. 89 5. 41 2. 45

　　由表 3可以看出 ,促使消费者进行体育消费的首要因素

是“为了身体健康” ,其次是 “个人兴趣爱好” ,而其它几项因

素对体育消费的激发作用都不显著。 可见 ,大多数消费者进

行体育消费是出于自身的原因。如果提高和培养人们自身的
健康意识和体育兴趣 ,尤其是用法规的形式对国民体质做出

要求 ,则对体育消费市场的扩大具有巨大作用的。

3. 5　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

表 4　影响厦门市民体育消费的因素统计一览表 (% )

没有
时间

经济条
件不好

不感
兴趣

体育服务
条件差

体育消费
价格太高

体育服务
场所项目少

其它

24. 06 16. 14 5. 89 11. 05 26. 42 12. 81 3. 64

　　由表 4可以看到 ,尽管厦门市居民的家庭月均收入已达

到 2 138. 5元 ,在全国已属较高收入的地区 ,但对于体育消费

来说 ,价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没有时间”已成了影
响体育消费的第 2大因素。 对上班族而言 ,所有的业余生活

和消遣均安排在 8 h工作之外。 问卷调查发现 ,参加体育活

动在业余生活中被排列在图书报刊、电影录像、音乐之后居

第 4位。可见 ,人们并非真的没有时间 ,而是参加体育活动在

人们心目中处于较后和次要的位置。

3. 6　余暇时间与体育活动次数

3. 6. 1　余暇时间

厦门市被调查者每日有 1 h者占 27. 11% ,每日有 1～ 3

h者占 39. 89% ,每日有 3～ 5 h者占 33. 0% ,平均每人每天

余暇时间为 2. 69 h。

3. 6. 2体育活动次数

厦门市被调查者从不参加体育锻炼者占 6. 91% ,每月 1

～ 3次者占 43. 58% ,每周 1～ 2次者占 25. 74% ,每周 3～ 4

次者占 8. 67% ,天天练者占 15. 11% ,平均每人每天 0. 28

次。 可见 ,厦门市被调查者余暇时间并不少 ( 2. 69 h /天 ) ,而

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相对较少 ( 0. 28次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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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体育活动场所与价格

厦门市被调查者参加体育活动时去的最多的场所分别

是公共场所 ( 36. 77% ) ,自家庭院 ( 23. 85% ) ,单位场所

( 18. 65% ) ,收费场馆 ( 12. 52% )。 每人每年参加体育活动平
均为 102. 2次 ,其中 ,去收费场所的次数平均为 8. 58次

( 8. 4% )。

参加体育活动时能承受的门票价格平均为 7. 62元 /h /

人次 ,而厦门市各类体育收费场所门票价格平均为 25. 56元

/h /人次 (高尔夫球场除外 )。 人们对体育消费的承受能力与

体育场所门票实际价格差距悬殊 ,这是制约人们去收费体育

场所参加体育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据不完全统计 ,厦门市有一定规模的各类收费体育活动

场所约 35家 ,年营业额总计约 1. 2亿元人民币。厦门人在选
择去收费体育场 (馆 )活动时 , 29. 82%人首选保龄球馆 , 15.

54%的人首选游泳场 (馆 ) , 11. 69%的人首选羽毛球馆 ,

7. 04%的人首选乒乓球馆 , 4. 85%的人首选健美健身房。 在
上述场 (馆 )中 ,以游泳场 (馆 )的门票价格最为便宜 ,最接近

人们的承受能力 (平均 8. 52元 /h /人 )。 位居首选的保龄球

馆 ,厦门市共有 11家 ,在人们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其门票价格

平均为 21. 82元 /每局 ,最便宜时段仅为 8元 /局。此价格低于
同时间段内的羽毛球馆 ( 30元 /h)、乒乓球馆 ( 25元 /h)、网球

场 ( 60元 /h)等场 (馆 )的价格。 由于价格、时尚和场 (馆 )多等

原因 ,促使保龄球馆成了厦门人首选的消费健身场所。

3. 8　年龄与体育活动和消费

将 4个不同年龄组的人 ( 29岁以下组、 30～ 39岁组、 40
～ 49岁组、 50岁以上组 )分别与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进行线

性分析发现 ,在因素主次上没有显著差异。 参加体育活动的
主要原因排序: 1.强身健体 ; 2.消遣娱乐 ; 3.健美。 将 4个年

龄组的人与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种类分别进行线性分析 ,

也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在激发体育消费的因素上 , 4个年龄

组都是将“为了身体健康”排第 1,“个人兴趣爱好”排第 2,没

有显著差异。 在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上排第 1是“体育消费

价格太高” ,第 2是“没时间” ,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不同
年龄对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对激
发体育消费的因素以及对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均没有显著

影响。

3. 9　法人体育消费与公款体育消费

3. 9. 1　法人体育消费

法人体育消费主要表现在企事业法人对体育竞赛表演

的举办经营权和对体育团体、运动队或运动服的冠名权上。
厦门市近几年举行的较大型的国内、国际比赛其经营、举办
权都有买者。 在厦门市法人体育消费每年总计约在 1 000万

元人民币左右。法人体育消费是体育团体、体育组织、运动队
等筹划资金走向市场的发展方向 ,是未来体育消费的重要发

展趋势。

3. 9. 2　公款体育消费

公款体育消费的主要表现是 ,在进行体育消费时以公款

付账。 公款消费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所有的体育消费种类 ,但

以场 (馆 )健身消费为主要内容。公款消费主要是单位为职员
健身娱乐提供场所、单位为某一比赛租用训练或比赛的场

地、单位接待客户或关系户、单位高层干部健身等等。公款体
育消费在体育消费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 1　结论

1.体育消费与家庭收入呈正比关系 ,国家机关与事业单

位人员由于其稳定且较高的收入使其家庭成为体育消费市

场上的“排头兵”。
2. 体育消费中以体育物质产品消费为主 ,运动服装、体

育用品是消费的主要部分。

3. 激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和个人

兴趣爱好 ,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体育消费价格太高、
没时间和经济条件不好等。

4. 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时绝大部分是去免费场所 ,收费

的健身场所由于其价格、环境、健身项目等因素影响了人们
的消费愿望。

5. 体育活动在人们的业余生活中排在图书报刊、电影
录像、音乐之后 ,年龄对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消费没有显著

影响。

6. 人们去收费健身场所活动时以保龄球馆和游泳场为

最多。

4. 2　对策建议

1. 大力发展社区体育。 根据生活小区建设规模建立相
应的体育场 (馆 ) ,从根本上可以解决“没时间”、路途耗时等

影响体育消费的消极因素。体育场 (馆 )建在居民小区可以改

变工作日下班后人们不便体育消费的现象。各小区的体育场
(馆 )还可以降低体育场 (馆 )少带来的高价格消费 ,变只适应

少数人、少场馆、少人次、高消费的现象为能适应大多数人、
多场馆、多人次、低消费的大好局面 ,从而扩大了体育消费市

场。

2. 不定期培训体育场 (馆 )工作人员 ,使其成为经营管

理、专项技术、运动保健的多面手。用经营管理去提高服务质
量 ,用专项技术去指导消费者可以培养和提高消费者对某项

运动的兴趣 ,用运动保健去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科学健

身、运动处方、体质检查等需要 ;积极给予科学咨询和指导 ,

可以有力地把消费者吸引到健身场馆里来 ,变无序的、缺少

科学性的体育活动为有序的、科学、有效的体育健身活动。
3. 大力拓展法人体育消费市场 ,这是未来体育事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 法人体育消费是建立在高水平 ,有影响的运

动队、运动员基础上。 体育部门根据自身优势和当地传统着
力培养有影响、有卖点的高水平运动队。有影响、有卖点、有
娱乐、刺激的运动比赛应争取多开 ,多上电视 ,能经常被电视

直播的比赛才是法人体育消费的吸引点。
4. 宣传和培养国民的康体、健身意识。 目前 ,国民对参

加体育活动有益健康大多只是个感性上的模糊概念 ,而对缺

乏体育活动给人带来的种种不利还不十分清楚。市场上大量
的减肥、抗衰老、延年益寿等保健品药从宣传上使人们对药
物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而对真正于身体有保持活力、增强免
疫能力、延缓衰老等作用的体育活动却没有足够的热情。 认

识上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地位 ,宣传

和培养人们的健康意识是增强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积极性的

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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