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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差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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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体育休闲消费已成为大众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为了了解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情况,对湖南省各市州

城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的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同阶层居民在消费态度、消费动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消费场所、消

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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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居民越来越关注自身生活质量,

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体育休闲已越来越成为提升生活品质、滋养精神、改善福利、沟通人际关系、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途径.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当前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的现

状及规律,引导城市居民对体育休闲消费的认识,构建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笔者对湖南省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休

闲消费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问卷经专家效度和重测信度检验, 符合社会学研究的问卷调查要求. 采用比例分层随机抽样

与整群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抽样.根据各市(州)、县(市、区)、社区的人口密集程度确定样本量, 在样本确定时对各市

(州)、县(市、区)、社区等进行分层并确定抽查比例. 对确定样本中的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常德市、岳阳

市、邵阳市、郴州市、娄底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 18~ 65 岁的城市居民 (不包括学生群体) 发放问卷

2 000份, 回收问卷 1 712 份, 回收率为 85. 6% .其中有效问卷 1 631 份,有效率为 81. 6% .调查数据使用 spss17. 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因为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湖南省不同阶层的体育休闲消费特点, 所以采用申亮[ 1] 社会阶层量表, 按受教育程度、月平

均收入、职业 3 个不同指标分别由低到高分 7 个层次赋予 1~ 7 分分值, 按 3 项总分情况将社会成员划分为 5 个阶层: 上层

18~ 21 分;中上层 15~ 17 分;中层 11~ 14分; 中下层 8~ 10 分;下层 1~ 7 分. 在此次有效的调查群体中: 下层居民 173 人,

占 10. 6% ;中下层 428 人, 所占比例为 26. 2% ;中层居民 565,占 34. 6% ; 中上层居民 331 人,占 20. 3% ; 上层居民 134人, 占

8. 2% .

1 体育休闲消费态度
表 1 列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态度调查结果.

表 1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态度一览表 人( % )

体育休闲消费态度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非常值得 16( 9. 2) 28( 6. 5) 104( 18. 4) 60( 18. 1) 43( 32. 1)、

值得 45( 26. 0) 156( 36. 4) 248( 43. 9) 196( 59. 2) 78( 58. 2)

一般 87( 50. 3) 185( 43. 9) 199( 35. 2) 75( 22. 7) 13( 9. 7)

不值得 25( 14. 5) 59( 13. 8) 14( 2. 5) 0 0

对表 1 结果进行 X 2 检验,得 X 2 = 259. 725, P = 0. 000( P < 0. 05) , 说明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休闲消费态度

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经济条件是开展一切文体活动的基础, 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休闲体育消费能力[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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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层居民收入较高所以十分重视个人的生活质量, 而低阶层的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后已经没有太多

经费去进行休闲消费.当然, 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高阶层的居民中文化水平相对较高, 对体育休闲有较深入的认识.

2 体育休闲消费动机
表 2 列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动机调查结果.

表 2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动机一览表(多选) 人次( % )

体育休闲消费动机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强身健体 93( 53. 8) 258( 60. 3) 359( 63. 5) 195( 58. 9) 65( 48. 5)

休闲娱乐 40( 23. 1) 155( 36. 2) 267( 47. 3) 170( 51. 4) 93( 69. 4)

健美减肥 31( 17. 9) 86( 20. 1) 147( 26. 0) 74( 22. 4) 31( 23. 1)

治病保健 47( 27. 2) 79( 18. 5) 103( 18. 2) 52( 15. 7) 21( 15. 7)

与人交往 23( 13. 3) 73( 17. 1) 126( 11. 4) 74( 22. 4) 38( 28. 4)

满足兴趣 18( 10. 4) 67( 15. 7) 94( 22. 3) 83( 25. 1) 40( 29. 9)

其他 5( 2. 9) 12( 2. 8) 9( 1. 6) 6( 0. 9) 2( 1. 5)

消费动机是诱发和维持人们进行体育消费以达到个人对体育需求目的的内在动力, 体育消费行为则是这种内在过程

的结果[3] .对城市不同阶层居民消费动机采用进行 X 2 检验,得 X 2 = 10. 119, P= 0. 041( P< 0. 05) , 说明湖南省城市不同阶

层居民体育消费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表 2 显示, 湖南省城市下层和中下层居民体育休闲的主要动机为强身健体, 而中层以

上居民随着收入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参与体育休闲消费已由强身健体较多地转向注重体育的休闲娱乐性与社会交往.

3 体育休闲消费场所

表 3 列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主要体育休闲消费场所调查结果.

表 3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主要体育休闲消费场所一览表 人( % )

体育休闲消费场地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高档健身场所 0 0 11( 2. 0) 23( 6. 9) 32( 23. 9)

中低档健身场所 8( 4. 6) 32( 7. 5) 231( 40. 9) 129( 39. 0) 20( 14. 9)

单位福利性场所 23( 13. 3) 75( 17. 5) 132( 23. 4) 73( 22. 1) 25( 18. 7)

公园社区广场 96( 55. 5) 182( 42. 5) 93( 16. 5) 65( 19. 6) 19( 14. 2)

学校对外开放的
体育场馆

26( 15. 0) 86( 20. 1) 76( 13. 5) 26( 7. 9) 21( 15. 7)

自家庭院或室内 13( 7. 5) 33( 7. 7) 13( 2. 3) 10( 3. 0) 9( 6. 7)

其他 7( 4. 0) 20( 4. 5) 9( 1. 6) 5( 1. 5) 8( 6. 0)

体育活动场地作为一种物化的体育环境, 它是城市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基本条件之一.良好的体育环境对促进居民从

事体育消费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它能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 从而激发居民产生体育消费的欲望, 并使他们在体育消费的

过程中身心得到愉悦,精神上受到良好的物化作用[ 4] .对表 3 结果进行 X 2 检验, 得 X 2 = 0. 000, P = 1. 000(P > 0. 05) , 说明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消费场地选择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湖南省除了省会城市长沙外, 其他城市缺乏

场地设施较好的收费体育休闲场所,造成了各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场所主要集中于公园社区广场、学校对外开放的体育

场馆和中低档健身场所.

4 体育休闲消费水平

表 4 列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调查结果.

表 4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一览表 人( % )

体育消费水平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100元以下 142( 82. 1) 283( 66. 4) 245( 43. 4) 102( 30. 8) 36( 26. 9)

101~ 500元 31( 17. 9) 128( 30. 0) 143( 25. 3) 79( 23. 9) 28( 20. 9)

501~ 1 000元 0 17( 4. 0) 123( 21. 8) 83( 25. 1) 41( 30. 4)

1 000元以上 0 0( 0) 54( 9. 6) 67( 20. 2) 29( 21. 6)

对表 4 结果进行 X 2 检验,得 X 2 = 0. 000, P = 1. 000( P > 0. 05) , 说明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表 5 显示, 湖南省城市大部分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仍处在较低层次. 这可能由于现代城市居民在教

育、医疗以及住房方面的投入加大, 从而限制了休闲性消费.中层以上居民体育休闲消费水平较低,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可选

择的休闲方式较多,另一方面也可以是由于缺乏健康的休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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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育休闲消费结构
表 5 列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结构调查结果.

表 5 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一览表(多选) 人次( % )

体育消费结构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运动服装 126( 72. 8) 357( 83. 4) 471( 83. 3) 284( 85. 8) 113( 84. 3)

体育健身器材 18( 10. 4) 56( 13. 1) 81( 14. 3) 97( 29. 3) 38( 28. 4)

观看体育比赛 12( 6. 9) 31( 7. 2) 67( 11. 9) 132( 39. 9) 54( 40. 3)

参加健身培训 11( 6. 4) 47( 11. 0) 170( 30. 1) 143( 43. 2) 68( 50. 7)

体育彩票 13( 7. 5) 30( 7. 0) 61( 10. 8) 56( 16. 9) 17( 12. 7)

体育旅游 2( 1. 2) 7( 1. 6) 28( 5. 0) 27( 8. 2) 34( 25. 4)

体育报刊和杂志 13( 7. 5) 26( 6. 1) 49( 8. 7) 80( 24. 2) 36( 26. 9)

其他 6( 3. 5) 9( 2. 1) 16( 2. 8) 19( 5. 7) 15( 11. 2)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多种消费资料和劳务的构成或比例关系, 可以用各项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

所占比重来表示.它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5] . 对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体育

休闲消费结构采用 X 2 检验, 得 X 2 = 0. 000, P = 1. 000( P > 0. 05) , 说明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表 5 显示, 湖南省各阶层城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以实物性消费为主, 购买体育服装支出频数最高, 这符

合我国居民消费心理与观念,而且体育服装在功能上与同类物质产品有一定的替代性[ 6] . 中层以上的居民参与性消费与信

息性消费开始增加,说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实物性体育休闲消费的比例在逐渐增大.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说明:湖南省城市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休闲消费态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居民的体育消费观念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不同阶层居民体育消费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 下层和中下层居民体育休闲的主要动机为强身健

体,而中层以上居民由强身健体较多地转向注重体育的休闲娱乐性与社会交往; 不同阶层居民体育消费场地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各阶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场所主要集中于公园社区广场、学校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和中低档健身场所; 不同阶层居

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湖南省城市大部分居民年体育休闲消费水平仍处在较低层次; 不同阶层居民年

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湖南省各阶层城市居民体育休闲消费结构以实物性消费为主, 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非实物性体育休闲消费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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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ifferences in Sport Recreati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 Hunan Province

M A Zhi jun, SH I H ong

( Colleg e of Spo rts Science, Jisho u U niversit y, Jishou 416000, H unan China)

Abstract: Sports recreat ion consum pt 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m ass living consum pt ion. In order to

study sports r ecreat ion co nsum pt ion of ur ban residents fr om each st ratum, 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 iga

t ion o n current status of spo rts recreat ion consumptio n of urban residents f rom each st ratum in H una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 ist in consumpt io n at t itude, consumption mo tive,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exist in consum pt ion place, consum pt ion level and consumpt ion st ructure.

Key words: st ratum; ur ban residents; spo rts recreat ion consump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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