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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层情景下谈体育消费

李扶生,何元春,赵秋爽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通过不同的体育消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

间的必然联系。分析了影响体育消费的相关因素, 我国体育消费呈现出阶层分化趋势,为了满足人们的

体育消费的欲望,合理调节体育资源,满足多层次的体育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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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分层的理论基础

社会分层是人类历史发展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不同社

会阶段, 社会分层的标准是不同的。经过30年持续的经济改

革,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发生了巨

变,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传统阶层的衰落,一些阶层

出现瓦解和重组, 新兴阶层的产生,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重大变化等等, 一种新型社会结构逐渐形成。[ 1]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

究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的《十大社

会阶层说》。《十大社会阶层说》以职业结构为主线、以人们占

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为标准, 认为我国经过

30年的社会转型变迁, 当前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占 0. 46% )、经理人员阶层 (占

0. 50% )、私营企业主阶层(占 0. 5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占6. 80% )、办事人员阶层(占3. 41% )、个体工商户阶层(占

10. 14%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 6. 35% )、产业工人阶层

(占13. 77% )、农业劳动者阶层(占 53. 11% )、城乡无业失业

半失业者阶层(占 4. 78% )。[ 2]该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已分化

为十大阶层, 凡是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份都已具

备,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

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3]

2　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的相互关系

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社会分层对于体育消费的

影响是微弱的, 这一阶段,国家把体育事业作为向人民群众

无偿提供的福利事业。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90 年代中期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 随着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和社

会阶层结构分化的加剧, 使得社会分层对于家庭体育消费的

影响日益凸显, 社会阶层不同,体育消费态度、消费行为也存

在差异:有的人总是去公园、广场等收费低廉的大众体育消

费场所; 有的人总是去高档俱乐部或会所打高尔夫或保龄

球; 有的人运动时只要是穿件运动衣就能凑合,而有些人非

品牌不穿。从表面上看, 这也许是与个人的兴趣、偏好有关,

甚至是从方便出发的一种选择性倾向 ,但背后却体现着极其

强烈的阶层分化[ 4]。尤其是收入的层级化, 即有没有一定的

经济支持, 成为能否消费这种“闲暇”的必要条件。因此, 随着

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体育消费的阶层化现象日趋明显,

在一定程度上, 体育消费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对消

费地点和消费价格的选择受到阶层意识的支配。[ 5]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研究体育消费,有利于了解和掌握

不同阶层人群的体育态度; 有利于了解体育人口的阶层结

构; 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层发展体育人口;

有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有利于了解中国社

会阶层的分化和演进, 并以此作为预测中国群众体育改革和

发展的根据之一, 服务于政策制定和进一步推进大众体育的

发展。

3　体育消费的社会分层理论依据

研究体育消费大体有四种基本的视角:第一种为消费经

济学的视角, 关注的是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在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研究消费者心理

和行为, 目的是为体育企业决策服务。第三种为消费文化学

的视角, 探讨体育消费的精神价值。第四种为消费社会学的

视角, 关注的是体育消费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差异。按照费瑟

斯通的看法, 第五种视角“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社会学观

点”。[ 6]所以, 本文以消费社会学为理论依据来研究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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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消费的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消费并非“独立”的,要准确解

释消费行为, 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社会阶

层中去理解。[ 7]一方面, 社会分层结构制约了人们消费模式

的选择。因为“我”是什么人, 所以“我”会怎样消费。另一方

面, 现代消费也具有消解和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功能,即我

们消费的内容与方式, 诉说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我们想

要成为怎样的人, 这是现代消费社会学对现代消费与社会分

层结构关系理解的总体精神。[8]

一般说来, 社会上层成员的体育消费更加侧重于满足精

神方面的需要, 更加关注于通过体育消费行为显示出其阶层

应有的特征。而社会下层正好相反, 他们的消费核心是为了

满足治病防病、健身娱乐需求, 通过体育消费体现他们的阶

层归属的愿望则相对较弱。因此, 不同阶层对体育消费的项

目选择、场所选择都不相同,社会上层主要从事能体现身份、

满足社交的个性化体育消费, 如保龄球、高尔夫球、赛车等活

动成为上层人士的体育消费时尚; 社会中层通常具有较强的

健康意识和观念, 经常从事简单实用健身锻炼方式, 诸如跑

步、游泳、打球、跳健身操等;而社会下层健身运动观念淡薄,

积极性不高。另外, 社会阶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往往是通过

社会规范、群体认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交往方式等因素表

现出来的, 即不同地位群体的人属于不同的生活圈子。特定

圈子里的人, 通过特定的生活方式限制外人进入, 以此作为

自己与他人区分或者群体内部认同的标志。

4　影响体育消费的相关因素
4. 1　社会阶层

根据社会分层原理,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情景下的人们对

体育消费的需求有所不同, 社会地位越高的人,他们所从事

的体育锻炼层次越高, 对环境、体育用品等的要求越高, 体育

消费的费用也就较高; 相反,社会地位越低的人们要求也相

对较低。在社会分层里, 社会上层包涵了高层领导干部、大企

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主。高收入层和社会

地位较高的人同属社会上层, 他们在体育消费水平上也是最

高的, 二者有必然的联系,呈正相关性。[5]

4. 2　收入水平

由于体育消费是一种有效消费, 而有效消费必须具有支

付能力。只有消费欲望而没有支付能力是不可能形成有效消

费的。通常情况下, 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对体育产品的消

费量就越大; 反之,人们可支配收入越少, 对体育产品的消费

量就越小。

4. 3　余暇时间

体育消费是一种特殊消费, 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尽管

人们的闲暇时间并不属于经济范畴, 但它不仅对体育消费的

产生具有决定作用, 而且直接影响体育消费量的变化。当人

们的闲暇时间减少时, 体育消费就相应减少; 而当人们的余

暇时间增加时, 体育消费就相应增加。因而体育消费同闲暇

时间的关系呈正向变化。

4. 4　兴趣爱好

兴趣影响着消费者对某种事物、产品或服务的爱好程

度。消费者对某种事物、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喜好程度越高, 消

费者就会选择越高的消费。[9]生活中有些消费者愿意花大量

的金钱,如买下全部乔丹系列的篮球鞋, 有些平时省吃俭用

节约钱用来购买体育彩票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对他们崇拜的

明星或体育彩票的爱好程度较高的原因造成的。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人们对参与体育

锻炼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不同阶层的

体育消费理念也将越来越分明。

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通过不同的

体育消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社

会地位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的人所从事的体育产品消费也就

越高, 反之则很低。当前,我国大多数老百姓所从事的是消费

水平较低的大众化体育消费,高消费人群总体上还很少, 中

档消费在不断上升, 但它们之间不存在社会从属关系。[ 10]

研究体育消费分层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

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更好地倡导消费公平,实现和谐消

费[ 11] ,更有利地促进全民健身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

5. 2　建议

( 1)提高处于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体育消费。目前

我国社会还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两极分化结构,即除了

少数处于上层的富裕者之外,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下层。

而居中的中间阶层, 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

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不足, 两极分化是我国目前社会

阶层的基本事实。[ 12]而处于中间阶层又是体育消费的主体,

所以, 要提早下层居民生活水平,使之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

维护他们体育锻炼的权力。

( 2)合理调节体育资源,满足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要鼓

励中低档次体育设施和体育场馆建设, 扩大对群众的开放,

努力实现体育资源社会共享, 避免资源的浪费。制定合理的

体育消费价格吸引众多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者。同时还要提

高体育消费品的质量, 强化体育劳务的管理和服务意识, 给

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 带动体育消费。由于我国经济

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 由此造成城乡居民之间的体育消

费状况差异很大, 体育消费市场要立足于大中城市, 逐步开

发周边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体育消费市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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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体育活动时间长, 用于体育用品消费方面的支出较大,

反之, 则较小。

2. 4. 7　参与体育运动项目、场地器材、个人对体育赛事、体

育用品的喜好等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体育用品消费　调查显

示: 相对普及、技术易于掌握、容易参与的运动项目是高校大

学生喜欢参与的项目, 这些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无法满足

学生锻炼身体的需要, 从而也影响着他们的体育用品消费,

更不用说一些有一定技术、场地、器材的项目 (游泳、网球)等

受场馆、器材的限制, 会制约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项目和

时间, 同时影响着大学生体育用品消费。莆田虽然作为篮球

城市和田径之乡, 学生对于这个方面的体育消费有一定的潜

意识, 但在莆田大型的体育赛事却举办较少, 学校组织的篮

球或者足球赛事虽然有学生观看, 但还是会影响大学生对体

育用品的消费。调查显示, 有少部分的人对体育用品的消费

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心情。随着体育用品的时尚化, 越来

越多的人把一些体育用品当成了一种时尚标志,如有人把大

型的运动比赛纪念物当成了一种时尚物品。体育运动用品的

花样逐渐潮流化,运动服装的款式新颖、个性鲜明, 颜色亮

丽, 正反映出当代大学生青春活跃、热情奔放的特点,也成为

个人对体育用品喜好的一部分。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 1)莆田学院大学生对中低档体育用品需求量较大, 需

要的种类比较少, 以鞋类和运动服装为主。

( 2)莆田学院的大学生对体育用品消费的品牌有41. 0%

以国内为主,还有38. 4%大学生不注重品牌, 追求品牌产品

倾向问题不明显。

( 3)不同性别、家庭收入的大学生体育用品消费差异较

大。男生体育用品消费水平高于女生; 大学生体育用品消费

水平与其经济收入和支出有显著相关。

( 4)影响莆田学院大学生体育用品消费的主要因素有经

济水平、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家庭朋友、体育品牌形象以及地

域文化差异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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