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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消费市场近年来经历了较快速度的发展，一派
欣欣向荣。但体育消费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发生机制仍然
处于半黑箱状态。面对新的消费模式、新的体育理念、新的运
动项目，新生代群体呈现出的若干新特点，只有读懂了这一消
费群体，才能把握住体育产业发展的未来［1］。鉴于已有较多的
学术考察偏向于数据的解读，认为体育消费不足是经济不良、
认识不足等现象层面研究，本文将借助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着
重探讨发生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特征。

1 行为经济学概要

1. 1 行为经济学概述
2002年和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均授予行为经济学领

域的研究者。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为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融

合，表现为：一是个体并非总如“经济人”一样，在做决策时基
于理性的、精确的计算，大多数是靠直觉思维系统来做选择的
“社会人”，常常容易发生偏见导致错误的认知；二是社会人的
决策包含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中既包含理性，也包含非理
性，或者利己但不理性的因素，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包括心理预
期、情景因素、心理账户、禀赋效应等。

1. 2 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分析体育消费行为的可行性
当前，行为经济学被广泛作为研究经济行为与现象的理

论框架，用来解释现实发生的经济现象。用来分析体育消费行
为同样适宜。

首先，发生体育消费的主体是人，而行为经济学正是对个
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其次，体育消费发生
时的背景离不开周围环境和个体心理活动，其行为充满了不
确定性。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客观现实有很大的相似度，
可以很好解释现实经济行为的发生机理。最后，体育消费作为
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领域，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体育消费人群
的心理作用进行探讨，依据实际现象进行预测，有助于设计政
策和改进营销策略来鼓励个体长期远景的消费行为。

2 心理预期和体育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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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心理预期
人们并不仅仅对刺激事件做出反应。他们还对事件做出

解释，而且对这些事件的信息也加以组织，从而形成什么引起
什么的信念……相依性经验形成的是预期或信念［2］。诚如班杜
拉所说，社会人在发生某种特定的行为时，引起这种行为的不
是“刺激事件”，而是对这些“刺激事件”在脑海里打磨之后形
成的自己独有的“因果信念，是非对错”，从而在发生相似行
为，或者想去行动时，总会在心里建立起对未来某种结果带有
一定的“心理预期”。在所有的制度化的（如课堂要求的对体育
服装消费投入）、习惯性的（如饭后散步的行为）、甚至是向往
美好的行为选择中（如对健身房买“私教”的消费行为），都会
以特定的心理预期为基础。

本文所指的心理预期将以行为经济学中的 “选择的参考
点依赖”和“选择的幸福基础”2个观点来阐述体育行为发生的
动机和发生机制。

2. 2 选择的参考点依赖
参考点与基本的感知和判断原理是相容的，我们的感知器

官是与变化或者差异的估值合拍的，而不与绝对量的估值合
拍。当我们对诸如亮度、响度或者温度这些属性做出反应时，以
往和现在经历的环境将会形成一个适应水平或者参考点，而对
刺激的感受也将与这个参考点有关［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参
考点这一概念提出了规范性的表述，我们可以学习到：个体对
选择结果的识别是以参考点为依据的，影响人们决策的不是最
终结果水平，而是最终结果与参考点之间的变化和差距。

2.2.1 不同目标对未来发展期望的参考点依赖
在个体的决策过程中，人们的期望禀赋通常当做参考点。

通过表 1［4］，基于同等主身份（大学生）和不同次身份（专业不
一）的体育消费动机对比。可看出，某甲省高等学校体育专业
学生对于专业需求和职业发展的动机百分比占了绝大多数的
比例，作为对比的一方则是精神娱乐和社会交往占了较高的
比重。从调查结果看，专业需求为体育专业学生的首要动机，
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运动技能和专业提高最为重视，造成了体
育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消费动机处于较高水平。体育专业学
生长期从事各项体育运动，比普通学生花更多时间和机会进
行体育锻炼，因而，他们参加健身娱乐活动的动机较低，产生
的消费也较少［4］。

基于行为经济学看来，因为两类大学生基于自身专业的
不同，进行体育消费时对未来发展的期望不一样。故于此，所
选取的参考点不一样，所导致的体育消费动机肯定相差甚异。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参考点依赖的主要是自身的专业发展诉求
和职业规划，而非体育专业的大学生选择的参考点依赖于对
自身美好健体的向往、社会周围赞许的目光以及放松身心的
手段。2者对最终目标的不一致，心里预期的境地自然相差甚
远。最后的消费水平有差异的缘由自然不言而喻。

表 1 广西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体育消费动机调查表

2.2.2 不同阶层进行体育消费的参考点依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

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
国家与社会管理、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
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5］。

各社会阶层进行体育消费时展现出参差不一的参考点依
赖，如表 2［6］和表 3所示的大阶层人群的体育消费水平，位于
上层人群的平均值分别是中下层和下层人群的 21倍、348倍
还剩之有余。我国体育消费的上层人群或者掌握大量的社会
资源、经济资源。经理人员阶层除了因为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
源外，还与拥有大量社会资源有关。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
务业员工阶层以及产业工人阶层与办事人员阶层的经济收入
相差不大，甚至有时办事人员阶层相比略低，而就对比体育消
费，办事人员阶层却远超过其他 3种阶层，重要原因之一在于
办事人员比上述 3个阶层掌握更多社会资源。

这表明，不同阶层人群对体育的投资参照的点不仅依赖
于自己的消费水平，更是将参考点的设置处于自身在社会情
景中所拥有的资源储备，资源的多少影响着心理预期中参考
点投入水平的高低，从而影响体育消费水平的经济波动。

表 2 不同阶层人群体育消费水平（元）

表 3 不同阶层人群体育消费结构（单位：%）

2. 3 选择的幸福基础

消费动机百分比
排名

32.7
1

专业
需求

24.8
2

职业
发展

社会
交往

20.7
3

审美
追求

13.1
4

健身
娱乐

攀比 其它

7.9
5

0.6
6

0.1
7

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总体

21.3
28.4
35.8
16.7
38.6
52.4
47.1
68.2
82.3
92.1
58.4

社会阶层 体育实物消费

44.3
42.6
31.4
51.2
27.2
33.7
38.3
21.9
9.3
0

31.5

体育劳务消费 体育信息消费

34.4
29.0
32.8
32.1
34.2
13.1
14.6
19.9
8.4
7.9
10.1

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2 567
2 982
2 156
1 283
942
612
712
739
204
13

社会阶层 浙江

2 053
2 321
1 894
842
673
113
213
221
68
2

湖南 陕西

1 642
1 872
1 132
631
531
132
211
219
22
2

平均

2 088
2 392
1 727
919
718
285
394
396
9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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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人们，在选择时总会有自己的心理预期，选择结
果都会偏向于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换言之，个体的选择就是能
使其达到最大幸福的选择。卡尼曼（Kahneman，1997）认为效用
的内涵可分为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决策效用是个体决定时
的选择架构环境。体验效用指由某一选择而带来的快乐体验，
与幸福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讨论，最后的消费水平与个体依据参考点依赖
形成的心理预期有关，这与个体决策前期欲求达成的“决策效
果”相对应，而个体后期是否能持续稳定地进行消费或者投
资，还与结果产生时感受到的幸福感有关，即“体验效用”。因
体育活动消费具有的特殊效用在影响着个体者的选择。陈善
平［7］对体育消费认知决策所建构的模型中发现，体育消费满意
度→体育消费意愿的路径系数为:β=0.38，T=10.51，这说明体
育消费需要和满意度对体育消费意愿的影响比经济基础的作
用要大。因此，促进体育消费意愿的关键是激发体育消费需要
和提高体育消费满意度［8］。

决策时，除了自身一定想达成体育效果的满意度之外（也
可以说是人们对当前与过去的自我比较），还涉及人与人之间
的幸福感比较。如表 4［8］所示，个体会将其他人的体育消费结
果状况视为一种参考点，从而影响自己的体验效用。另外，体
育产品和服务也被当成一种符号来消费。它是消费和消费者
的符号，象征着幸福，通过象征来购买幸福，蕴示着多种多样
的意涵。吴鲁平［9］教授曾指出许多青年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的
使用价值和功能，而是它的符号价值。

表 4 广州市男、女大学生体育消费价值观调查排序一览表

3 情景因素与体育消费行为

决策环境是进行体育消费行为时首要关注的问题，环境
决定了决策者去看待问题的方式。从行为经济学的层面来看，
环境便是情景，指的是周围的外部环境给决策行为带来的影
响，不限于环境本身。心理账户、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和现状偏
好等观点可以用来分析，处于情景中的社会人是如何调整自
己的体育消费选择，从而影响消费结果。

3. 1 心理账户与体育消费行为
除了钱包这种实际账户外，人们会把在现实中客观等价

的支出或收益在心理上划分到不同的账户中，根据资金的来
源、资金的所在和资金的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分类，这种现
象被称为“心理账户”［10］。简单来说，人们会按照钱从何而来或
者用在什么地方的方法，把钱分开放置。而且，随着钱所属的
范畴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消费倾向。

3.1.1 消费预算

1994年，希斯和泽尔发现，消费者有为不同的支出设置心
理预算的倾向，并且消费时严格控制该项目的支出不超过账
户预算。

据国家统计局［11］调查显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5 712
元，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 4 814元，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
为 1 723元，这说明在消费个体心理中，对不同的支出有一定的
比例设置。体育在生活中属于教育、娱乐的支出项目，合计总消
费仅仅只占总消费的 0.109 7。而体育在这三大类中所占额度之
低就可想而知。这也在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得到反映，全国妇联
和中国理财网面向全国大中型城市的 11所大学调查［12］表明，
每月女大学生的消费总额在 300元以下的占 9.22%，1 300元
以上的占 4.8%。马斯洛行为主义的观点解释，个体只有满足
了基本温饱的消费设置，才可能会考虑到体育这种情感、自尊
和自我实现层面的需求，从而进行可接受的体育消费预算。而
又因每个人的经济基础水平不一致，所以每个人的体育心理
消费预算账户不一致。

3.1.2 消费支付方式
2006年，夏佛尔和泰勒研究表明，在购买和消费暂时分离

的商品交易中，人们会建构多种框架的心理账户，奢侈品的购
买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消费。因此，当消费
很早以前购买的“高档产品”时，通常被编码为“免费”的或者
是储蓄，但如果消费方式不是按原意愿进行时，对该产品的消
费预算就会发挥作用［10］。

换言之，预先的支付可使人们对购买与消费的感受分开。
这在体育消费领域屡见不鲜，支付的分离常常让消费个体产
生“一次支付永久免费”的认知错觉，从而出现消费不足的现
象和陷入过度消费的误区。例如，当前很多健身俱乐部不是按
次收取，而是实行一次性收取费用。这种消费模式将消费者的
支付和使用分开来，使得顾客在健身房并不会地直观地感受
到自己是在消费，作为“社会人消费者”会认为是在频繁地使
用健身房，是很合算的。反而，每次去健身都收费则不能与消
费者的这种心理感受相匹配。因此，服务性的体育商家，可以
采用会费制度，同时把会费制度中平均花费与按次需要缴纳
的费用对比来宣传，更多的消费者会被吸引。正是因为接受服
务时没有明显钱财的失去感，这可以带给消费者更愉快的消
费体验。

3. 2 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和体育消费行为
人们不愿意放弃现状下的资产的事实被称做 “禀赋效

应”，即投资者偏好于坚持他们已有的东西而不愿意与别人进
行交易以换得更好的替代品。因为放弃一项资产的痛苦程度
大于得到一项资产的喜悦程度，所以个体行为者为了得到资
产的“支付意愿”要小于因为放弃资产的“接受意愿”［13］。

例如，某一运动器械标价 700元，但消费者只愿意出价
500元，于是，消费者决定不买了，店主劝说消费者免费试用 1
个月，但是在试用过程中发生了“禀赋效用”，1个月之后，消费
者不想归还物品，决定出价 700元买下运动器械。在试用一段
时间结束之后，该产品已像是家里的一部分财产，此时消费者
会不自觉地把它看作自己禀赋的一部分，于是促使他不愿归
还而买下该体育商品。

重视商品的实际效用,购买物美价廉的体育商品
商品的价格高低

根据审美需求 ,选择体育消费品
受朋友或同学的影响,趋于大众化
只看重品牌 ,追求时尚

1
2
3
4
5

问题
男生
排序

1
3
2
5
4

女生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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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损失厌恶发挥了作用。损失厌恶是指由等量损
失带来的沮丧程度要大于由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这样写到：“情况从好变坏时，我们会痛
苦；情况从坏变好时，我们会高兴；但相对而言，痛苦的程度更
大。”

这说明，对已经涉及到的体育消费行为时，与未拥有某件
物品的人相比，拥有的人估价更高，禀赋效应就是不愿意放弃
自己的现在所有的物品，即人们是否拥有某件物品将影响他
对物品的估价，又因为损失厌恶的影响，人们不愿意放弃已经
拥有了的东西，这种痛苦大于不支付的快乐，于是有了体育消
费行为。

4 结论

体育消费行为的经济现象取决于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心理
预期和所处的情景因素影响。

个体的心理预期决定了其选择模式和行为特征，选择时
总会在心理上设置一个参考点作为依赖途径，当决策后果大
于参考点时，即视为获益，反之则视为损失。不同阶层、不同目
标的人在心理预期中对决策后果有价值判断，构成各种现实
经济变量，在当事人心理上形成镜像，构成当事人决策的参
照，其中，幸福是其经验来源之一。
情境因素包含心理账户、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等。个体的

心理账户不同，对每一种类设置的消费预算也不同，其最终的
对于体育消费水平和结构也就不一样，其中消费的方式也会
对其最终经济变量有影响。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是相关联的
现象，个体在未获得前和拥有后的估价非对称，因为损失厌恶
的缘故，个体会不愿意放弃而进行体育消费。

在促进体育消费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不同的年龄段、群
体和阶层的心理预期，找准参考点，用适当的方式使其决策效
用和体验效用最大化，运用心理账户的消费预算和恰当的消
费方式，充分利用禀赋效用和损失厌恶的特性，使其个体在进

行体育活动选择方式、体育支出比重、体育效用回馈、体育理
念建构方面得到一定的多样提升，使其体育消费可以稳定、持
续的增长，使体育产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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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受试者的体重、脂肪含量、BMI均有所下降，可以
看出有效运动干预可以有效地减少肥胖青少年体重以及脂肪
含量，达到减肥效果，对肥胖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具有明显促进
作用。

胸围、腰围、臀围、大臂围、大腿围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虽
然没有达到最佳标准，但可以得出，运动干预对改善肥胖青少
年身体形态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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