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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研究 

柴红年 

(绍兴文理学院体育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体育消费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同进也是普及全民体育意识的重要途径。小康农村体育消费的研究有利于体育消费品市场在农村的开拓和发

展壮大。从观看比赛消费、运动服装消费、运动器材消费、体育报刊消费、参与活动的消费以及总体体育消费等方

面对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情况进行描述,并分析了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提出了提高体育消费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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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农村体育工作,是我国小康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工作,需要对

农村体育发展现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农村居民的体育认识、体育消费现状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对农村体育的未来有一个科学

的预期。 

据浙江省农调队调查, 2003 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4286.70 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人均 1637.04 元,

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重)为 38.2%,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注重精神生活消费,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农村居民生活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农村体育工作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浙

江农村是我国小康农村发展的典范,其体育状况的研究对于我国新形势下农村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消费是反映体育现

状的一个指标,对浙江小康农村的体育消费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全面建设小康农村进程中的浙江农村体育现状,对于发

展我国小康农村体育、构建全面健身服务体系具有奠基性作用。 

1 体育消费概述 

一定量的体育消费支出,是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体育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还是体育消费品市

场得以开拓和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是满足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普及农民体育意识,提高农村居民身体素质和体育运动水平的重要途径。浙江农村是我

国农村发展的先锋和典型,已经步入全民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对浙江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研究,不仅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小康

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现状,而且有利于浙江农村体育消费品市场的开发,为活跃农村体育氛围、丰富农村居民的生活、提高体育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方面的个人消费支出,是个人生活消费中属于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

分。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为了追求个体的发展和享受所引发的适应更高层次需要所作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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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择,是一种在对体育功能作用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新型消费类型。也是个人在完成正常的工作和必要的家务劳动后的闲暇时

间里的个人消费行为。 

体育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体育消费,则包括一切和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和关系的个人消费行为,也就是说,

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所得到的各种效用,或者说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所得到的各种价值和使用价值,均和“体育”有关。如为参

加体育活动或观赏运动竞赛表演而需要外出旅行所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购买食品饮料等费用。狭义的体育消费,主要指那些

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即消费者在参与体育活动与体育消费直接有关的实物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如买票观看体

育比赛、体育表演、参加武术、健美、气功、健身等学习班的学费,个人购置的运动器材、健身器材、运动服装等。本文所研究

的体育消费是狭义层面的含义,包括观看比赛消费、运动服装消费、运动器材消费、体育报刊消费、参与活动的消费以及总体体

育消费等内容。 

2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文献资料法查阅了有关农村体育和体育消费的相关资料,通过对浙江省绍兴、萧山、慈溪、诸暨、

义乌、温州、湖州等市县 32 个农村的 607 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真实数据,并运用 SPSS 统计软件

进行了统计分析。 

3 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现状 

经调查,在 2003 年,小康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27.3%的小康农村家庭没有体育消费,10.3%的在 100 元以下,10.7%的介于

100.0- 200.0 元之间, 200.0- 500.0 元之间的占 23.9%,500.0- 1000.0 元之间的占 11.5%, 16.3%的小康农村家庭在 1000 元以

上。2003 年小康农村的总体体育消费平均为 630.01 元,在结构方面表现为:购买运动服装鞋帽,平均 397.50 元;购买体育器材,

平均 104.68元;去场馆参加活动,平均 54.19元;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平均 37.28元;订购体育图书,平均 36.36元。从体育消费结

构看,由多到少依次为“体育服装消费”、“体育器材消费”、“参与型体育消费”、“观赏型体育消费”和“体育图书消费”,表明

物质性体育消费在目前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中占绝对地位,约 85%,非物质性体育消费比例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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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农村居民家庭 2003 年运动服装消费统计, 30.9%的家庭没有购买运动服装,消费额在 100 元以下的占 17.4%,介于

100.0～ 200.0 元之间的占 15.7%,200 元以上的占 35.9%,平均消费金额为 397.50 元。在体育器材消费方面,2003 年有 57.6%小

康农村居民家庭没有购买体育器材, 16.7%的家庭体育器材消费在 50元以下, 10.3%的家庭介于 50.0- 100.0元之间,15.2%的家

庭购置了 100 元以上的体育器材,总体体育器材平均消费为 104.68 元。体育报刊图书消费方面,有 62.9%的小康家庭没有购买过

体育类报刊图书, 20.4%的家庭体育报刊图书消费在 50元以下, 16.7%的家庭购买了 50元以上的体育类报刊图书,总体平均消费

为 36.36元。 

小康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依然以非经营性的体育场所为主, 2003 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中有 20.3%的人曾到经营性

体育场馆去进行过体育消费,但消费金额较低,12.8%的调查对象的体育场馆消费在 100 元以下, 7.5%在 100 元以上,总体平均消

费为 307.14元。 

对小康农村家庭 2003年观赏性体育消费调查显示, 81.2%的家庭没有到收费体育场馆观看比赛, 8.8%的家庭消费在 50元以

下, 7.7%的在 50.0～ 200.0 元之间, 2.3%的在 200 元以上。在到体育场馆观看了比赛的家庭中,平均消费为 37.28 元。对经营

性体育娱乐场馆的门票,小康农村居民目前能承受的价格 5 元以下(包括 5 元)占 43.0%,5～ 10 元的占 28.7%,10 元以上的占

28.7%。与 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的承受能力(10元以下的占 75%,10元以上的占 25%)相比,略有提高。但相对来说还比较低。 

从对运动服装品性选择方面来看,小康农村居民在购买运动服装时,绝大部分还是注重服装的初级品性,其中 47.7%的人注重

实用性,35.6%的人注重耐用性。14.9%的小康农村居民对运动服装名牌性的关注和 1.8%的农村居民对奇特性的注重说明小康农村

居民体育消费观念正在逐步转变。 

在家庭拥有运动器材的数量方面, 35.8%的家庭没有体育器材,18.4%的家庭只有 1种,20.9%的家庭有 2种,3种及 3种以上的

家庭占 24.8%。而在运动器材品性的选择上,46.3%的首要选择功效性, 44.8%的人注重耐用性,仅有 7.4%关注运动器材的名牌性。

说明在运动器材方面小康农村居民依然注重运动器材的实用功能。 

4 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特点 

通过对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有以下几个特点: 

4.1物质型体育消费比例远远大于非物质型体育消费 

物质型体育消费包括运动服装鞋帽消费、体育器材消费和体育图书消费,占总消费的 84.4%,非物质型体育消费包括到场馆活

动消费和观看比赛门票消费,占总消费的 15.6%。二者相差甚远。 

4.2体育消费水平与文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的关系 

小康农村居民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全年平均体育消费 1887.13元,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732.67元,而初中小学和识字不

多的人群全年平均体育消费相差不大,分别为 488.02 元和 495.61 元。以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为三个文化程度等级标准,文

化程度越高,体育消费水平也越高。 

4.3与 2001年全国群众体育消费的比较 

与 2001 年全国群众体育调查中的体育消费相比较,除了参与型体育消费外,小康农村居民的各项体育消费均高于 2001 年全

国的体育消费水平。到经营性体育场馆人数比例、运动服装消费、观看比赛门票消费和总体消费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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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消费和体育图书消费有了明显提高,到场馆参与活动的消费水平稍微下降。具体数据比较见表 1。 

 

5 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体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消费,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恩格尔系数普遍降低、人们的基本

物质生活需要较容易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把这类消费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

也受社会文化背景、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体育社会化程度低、体育消费意识薄弱和体育消费供给不足的影响。 

5.1文化程度因素 

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了文化程度是影响体育消费的一个因素。文化程度通过对小

康农村居民的健康观念和体育消费意识的影响,从而影响其体育消费行为,对体育消费水平具有间接作用。 

5.2经济因素 

2003 年被调查的小康农村居民个人平均收入达到 12921.76 元,而且高收入群体(大于 8000 元)占 56%,家庭平均收入为

31570.25元。与 2001年全国农村体育调查结果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虽然有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低,但是大

部分小康农村居民已经步入小康水平。小康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40.8%,食物性消费已经不再是主要消费,娱乐消费和体育消

费有可能成为小康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这也符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现代生活方式发展变化规律,从而为体育

消费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经济因素对小康农村体育消费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成为制约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发展的

关键因素。 

5.3体育社会化程度 

体育社会化对于体育主体的主动体育消费有直接的影响。体育社会化程度高,人民参与体育锻炼主动意识增强,对于体育物

质和体育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体育消费的增长。在小康农村中,体育场地和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人们参与体育

活动的主动性不足,体育环境还不令人满意,体育人口仅有 8%,体育社会化程度还相当低,直接影响了小康农村的体育消费水平。 

5.4体育消费意识 

目前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康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还没有根本

转变,在消费结构方面一贯表现为重实用和耐用,这是在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里小农思想的浸润下所形成和决定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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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讲究勤俭持家,重视积累,一切以实用和耐用为目的。传统的消费观念、消费意识在小康农村居民的生活中还具有惯性作用。

因此在生活消费中,往往只注重各种实物消费,轻视或忽视各种劳务或服务消费,在对运动服装和运动器材的品性选择方面都有

表现,因而造成体有消费水平的低下。二是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价值观念还比较低级,还没有深刻全面地认识到体育消费的社会

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与我国国民的教育水准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对体育消费的认识、体育消费

意识的薄弱无疑成为制约我国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小康农村居民还没有普遍地、深刻地、全面地认识到体

育消费的作用和意义,也没有看到体育消费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影响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5.5体育消费的供给 

体育消费供给影响体育消费水平。小康农村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可供人们从事各种类型的体育消费的体育场馆设施及各种体

育实物消费资料和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收费的体育场馆是小康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最少选择,农村组织体育活动较少,

几乎没有高级别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服装和器材供给少而且低档。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

增长。 

因此,制约浙江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体育社会化程度低、体育消费意识薄弱和体育消费供给不足,经济因素

的影响相对较弱,文化程度对于体育消费具有间接影响。 

6 发展小康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措施 

6.1提高小康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建立合理的健康观念 

文化素质塑造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从而影响人的各种行为。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合理的健康观念非

常重要。只有小康农村居民把体育作为达到健康的必要手段时,小康农村的体育消费才可以得到发展。 

6.2加强体育组织管理,提高体育社会化程度 

针对小康农村体育组织管理薄弱的现象,应该加强小康农村政府对体育的组织和管理。政府应该提供各种有利条件,集聚社

会资金,组建社会组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体育的发展。 

6.3扩大体育消费宣传,改善体育消费意识 

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电台广播、电视、体育报刊杂志等小康农村

经常接触体育信息的途径,大力宣传体育消费的作用和意义,大力宣传体育消费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促进和推动小康农村居民消

费观念、消费意识和消费模式的变化,积极地引导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 

6.4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发展农村体育消费供给市场 

小康农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体育消费需求也日益增长。为满足小康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就必

须重视对农村体育产业及和体育有关的产业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对当前比较迫切需要的以健美、保健减肥、运动康复等为主要

内容的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小型运动器材、运动服装,运动鞋,多功能家庭健身器;体育报刊、杂志、图书、画

册等体育产业及和体育有关的产业的重点开发,从而为体育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的体育消费资料,拓宽和完善体

育消费资料市场,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物质消费需求。同时,应该向开放现有的体育场馆设施,增加体育场馆设施的建

设投资,兴建、扩建和改建一批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特别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体育活动场所。在新建小康农村居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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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时,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体育活动场地的配套建设,从而为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非物质型体育消费提供条件。当体育消费需

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时,就会刺激小康农村居民进行体育消费,提高体育消费水平,发展小康农村的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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