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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分析

———基于武汉市5所部属高校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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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机选取武汉市5所部属高校1000名在校大学生,对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进行了问卷

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市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动机是多样的、体育消费意识较强、多持有节俭体育消费观念、

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体育消费结构较简单、体育场地是影响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提出应提高大学生体育消费

意识、引导其合理消费,加强体育场馆建设及利用,丰富体育消费内容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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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

的改变以及对体育健身的重视,体育活动已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祖国未来

脊梁的大学生们,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显得尤为重

要。教育部于2004年在“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

会”上提出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
福生活一辈子”的口号。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生活

的主力军,了解其体育消费状况有利于有效引导未

来的体育消费走向。有学者就天津、深圳大学生的

体育消费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1-2]。

马宏霞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城市

的大学生的网络体育消费特征存在显著差异[3]。岳

海侠就性别特征对体育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
为女性大学生消费相对保守,更理性、更加注重量入

为出和计划性,且消费维权意识相对较强[4]。从已

有的研究来看,鲜有对中部地区大学生体育消费认

识、结构进行的研究。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选取其

中5所部属大学的在校生作为消费群体,通过调查

访谈了解其体育消费动机、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

观念、体育消费水平、体育消费结构等,分析现阶段

在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并提出建议,以期促进在

校大学生合理体育消费,并为进一步开发武汉高校

体育消费市场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为了了解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选取了武汉市

5所部属高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湖北是教育大

省,武汉市是高校聚集地,武汉市大学生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因而随机抽取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5所

部属高校部分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随机

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46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865份。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查阅有关

体育教育、体育消费、消费行为及心理、体育经济等

方面的文献资料,准确把握相关基本理论及大学生

体育消费研究的发展动态。在此基础上,走访了管

理学、社会学、体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初步设计

了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问卷,并请12位有关专家对

问卷进行了修订,随后邀请武汉理工大学学生20人

对问卷进行试填写,根据学生的填写意见对问卷进

行了相应的修改,经过反复修订与完善,最终形成本

调查问卷。同时采用特尔菲法,利用结构效度对问

卷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结构效度r=0.823,具有

较高的效度,符合社会学调查要求;采用再测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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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部分大学生进行试调查,一个月后进行再

测,一致率达95.3%,说明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结果与分析

  1.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

消费动机是消费的原动力,只有具备消费动机

才会产生消费行为[5]。体育消费动机是消费者进行

体育消费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了解了消费者的体育

消费动机才能从起点把握体育消费的生命力所在。
鉴于体育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体育消费动机必然是

多样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

动机是多样的、复合的,见表1。
表1 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分布(多选)

调查对象 物质需要 锻炼身体 社会交往 娱乐休闲 从众攀比 体育成就

男 370 334 314 325 76 266

占比/% 42.8 38.6 36.3 37.6 8.8 30.8

女 356 287 217 322 88 97

占比/% 41.2 33.2 25.1 37.2 10.2 11.2

合计 726 621 531 647 164 363

占比/% 84.0 71.8 61.4 74.8 19.0 42.0

  由表1可见,大学生体育消费主要出于6个方

面的动机。
(1)物质需要。体育消费中的物质需要包括体

育服饰、体育器械、体育护具等,其中体育服饰不仅

可在运动时穿着,绚丽的色彩、前卫的设计也使其成

为大学生服饰的首选。另外,在高校体育教学中,为
了防止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都要求学生在体育课

时穿着运动装,有些还要求自备体育护具、体育器械

等。因此,从多种角度考虑,物质需要是大学生体育

消费的重要动机[6]。调查显示,因“物质需要”产生

的体育消费动机排首位。从性别上看,因物质需要

产生的体育消费动机没有明显差异。
(2)锻炼身体。体育锻炼可以强健身体,预防疾

病。通过调查可以看出,锻炼身体以71.8%排在第

三位,说明武汉市大学生具有较强的体育锻炼意识,
但是由于自身年龄尚轻,体质尚好等诸方面的原因,
他们还没有真正重视体育锻炼强健身体的作用。

(3)社会交往。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参与者可

以在放松的环境下沟通,这对互相交流信息、放松紧

张情绪、联络感情、增进身心健康有极大的帮助,而
且体育交往的群体性不仅使性格外向的人如鱼得

水,而且可以帮助性格内向的人融入其中。调查结

果显示,大学生乐于通过体育消费进行社会交往,其
中男生明显高于女生,这也从侧面说明男生更愿意

且更善于通过体育消费进行人际交往。
(4)娱乐休闲。娱乐休闲可以使人放松心情,调

节情绪,从而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学习。大学

生因为其年龄及身份的特殊性,尤其需要健康的娱

乐休闲方式来调节身心。体育活动因其趣味性、竞
争性、参与性、群体性等特色尤其适合青春洋溢的

大学生。调查结果显示74.8%的大学生愿意以体

育消费作为娱乐休闲的方式,以娱乐休闲为动机

进行体育消费人数排在第二位,且男女生没有明

显差异。
(5)从众攀比。大学生同在“象牙塔”内朝夕相

处,难免会有相似的需求和行为。而且由于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形,大学生的思想及行为容易

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从而产生从众的心理及行为。但

是随着大学生阅历的增长必然会使其个性凸显,从
众的心理及行为有可能被标示自我的攀比性心理及

行为所取代。调查显示,19.0%的武汉市大学生在

进行体育消费时存在从众攀比的心理动机,这有可

能在大学生中产生不良影响,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
并给予及时的教育和引导。

(6)体育成就。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2.0%的大

学生因为可以获得体育成就感而进行体育消费。部

分学生在某些体育项目上有突出特长,他们更愿意

通过体育活动展示自己的才华,以获得自我认同感;
而其他大学生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其需求较弱,因
此,以获得体育成就感为动机的体育消费所占的比

例不大。当然,这也说明,在重视大学生智育的同

时,体育也不可偏废,体育成就感可以使大学生获得

更强的自信及满足感,从而培养他们勇敢面对困难

的品质。

2.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意识

在被调查的武汉市大学生中(见表2),选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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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买单”的占37.4%,说明现今大学生认识到健

康的体魄是一切的基础,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

进行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

挑战。选择“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的占36.0%,说明

随着社会发展及竞争的愈发激烈,通过体育活动来

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增强自信的方式也越来越为人

们所接受。还有11.7%的被调查大学生选择“终身

成本投资”,说明有部分大学生已经开始认识到体育

消费的长期价值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7]

表2 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意识

项目
为了运动
而运动

为健康
买单

现代生活
的一部分

终身成
本投资

人数 129 324 311 101

占比/% 14.9 37.4 36.0 11.7

  表2中的数据可以说明武汉市大学生热爱体育

运动,乐于为了维持健康的体魄进行体育消费,且接

受体育消费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体育消

费是“终身成本投资”认识尚浅。体育消费不仅可以

强健体魄、愉悦身心、增强自信;同时,在体育消费的

过程中,大学生们还可以学习到团队合作、与人沟

通、增进友谊等。只有深刻认识“体育消费是终身成

本投资”,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运动,体会其中

魅力,才能培养更健康合理的体育消费习惯。

3.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观念

体育消费在我国有2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即节

俭体育消费观和奢侈体育消费观。节俭体育消费观

提倡量力而行,只要达到锻炼的目的,无需花太多的

钱。而奢侈体育消费观认为体育消费是高档消费,
应该体现价值及品质。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武
汉市大学生支持节俭体育消费观的占到被调查人数

的71.7%,说明在大学生群体中,由于没有直接经济

来源及我国节俭传统思想的影响,节俭体育消费观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大学生迈入社会后,为
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及体育素质的提高,奢侈体

育消费观未必不是可行之路[8]。
表3 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观念

调查对象 节俭体育消费观 奢侈体育消费观

男 285 158

女 335 87

合计 620 245

占比/% 71.7 28.3

  

4.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

(1)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总体情况分析,

见图1。体育消费额在401~600元/年的大学生占

37%,说明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总体水平不高。

以体育消费金额衡量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

调查 表 明,武 汉 市 大 学 生 的 年 生 活 消 费 总 额 为

7154.23元,年体育消费总额为644.79元,武汉市

大学生年体育消费占年生活消费的9.0%。根据恩

格尔定律推出体育消费恩格尔系数可知,大学生体

育消费水平较低,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是相

关的,但是同时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爱

好[9]。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父母及勤工俭

学,有限的收入使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合理分配,

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总体观之,武汉市大学

生的体育消费水平在总生活消费水平中占的比例是

比较合理的[10]。

图1 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分布

  (2)武汉市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的差

异性分析。表4中的数据说明,武汉市大学生中男

生体育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女生,究其原因主要是男

女生对体育消费的动机、意识、观念上的差异致其体

育活动的时间、频率、项目等不同造成的[11]。

(3)武汉市不同年级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的差

异性。从表5可以看出,武汉市不同年级大学生在

体育消费上存在差异。大一新生刚入校,需要准备

的物资较多,对体育用品的投入较大,主要用于实物

消费。到了二年级,由于有了大一时的物质储备,大
二学生体育消费水平有所下降。进入三年级,体育

物资的储备下降进而需要补充性实物消费;而且由

于体育意识的增强,并且更重视体育消费的多种功

能从而使此时的体育消费有所增加,但是仍较理性。

到了四年级,由于消费重心转移到进入社会前的准

备,因此体育消费水平有所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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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武汉市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分布

调查对象
各层消费水平人数分布及段内比例

1001元以上/年 801~1000元/年 601~800元/年 401~600元/年 400元以下/年

男(占比/%) 61(84.7) 83(73.5) 97(67.4) 157(48.8) 45(21)

女(占比/%) 11(15.3) 30(26.5) 47(32.6) 165(51.2) 169(79.0)

表5 武汉市不同年级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分布

调查对象
各层消费水平人数分布及段内比例

1001元以上/年 801~1000元/年 601~800元/年 401~600元/年 400元以下/年

大一(占比/%) 25(10.2) 33(13.4) 52(21.1) 107(43.5) 29(11.8)

大二(占比/%) 15(7.2) 28(13.5) 33(15.9) 64(30.9) 67(32.4)

大三(占比/%) 18(7.1) 30(11.9) 37(14.6) 94(37.2) 74(29.2)

大四(占比/%) 14(8.8) 22(13.8) 22(13.8) 57(35.8) 44(27.7)

  5.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

由表6可以看出,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

具有以下特征。
(1)体育服饰类是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最

主要内容,这是由于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家长

供给,其消费能力有限,而体育服饰兼有运动和生活

两方面的功用,从资源利用率上看,购置体育服饰不

仅可以满足运动所需,同时色彩绚丽、款式多样的体

育服饰也是标识个性,展示自我的最佳载体。
(2)在运动器材的购置上,男女生有明显差别。

由于男生较女生更喜欢高强度、力量型、有技术含量

的运动,因此男生在此项上投入明显高于女生。
(3)体育纪念品的消费较受欢迎,而且男女生没

有明显差别。由于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各类体育明星在国际上勇夺奖牌,使大学生也对体

育活动及体育明星更加关注。体育纪念品消费不

高,又可满足大学生表达对体育偶像的喜爱之情,因
此颇得武汉市大学生的青睐。

(4)选择购买体育比赛门票的武汉市大学生最

少,因为在武汉市举办的大型体育比赛较少,观赏价

值有限,且体育比赛门票价格颇高,一般大学生负担

不起。而且在当今信息化的社会,大学生可以非常

方便地通过电视、互联网了解到最新最快的赛事

报道。
(5)体育健身培训班的消费排在第二,且女生明

显高于男生。这是由于大学生开始形成自我意识,
有完善自身的渴望,因此对于系统专业的学习运动

技能、完善形体有迫切要求。其中女生更偏向于健

美操、形体舞蹈、游泳等室内项目,因此在此项的投

入明显高于男生。
(6)选择体育信息类消费的武汉市大学生较少,

其中女生更少。因为男生较女生更关心体育信息,
更愿意通过传统媒体获得体育信息和体育知识。但

由于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方

便地了解体育动态、学习体育知识,使得体育信息类

消费远低于体育纪念品消费[13]。

表6 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多选)

消费类型 内容 男(占比/%) 女(占比/%) 总人数(占比/%)

体育实物类消费

体育服饰 331(74.7) 357(84.6) 688(79.5)

运动器材 157(35.4) 31(7.3) 188(21.7)

体育纪念品 149(33.6) 137(32.5) 286(33.1)

体育劳务类消费
体育比赛门票 76(17.1) 22(5.2) 98(11.3)

体育健身培训班 156(35.2) 277(65.6) 433(50.1)

体育信息类消费
体育报刊、杂志、书籍 83(18.7) 21(5.0) 104(12.0)

体育音像制品 72(16.2) 29(6.9) 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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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影响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

对可能影响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经济、时
间、价格、场地、项目、兴趣及其他共7项因素调查的

结果如表7。
表7 影响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

因素 人数 占比/%

经济 578 66.8

时间 559 64.6
价格 476 55.0
场地 690 79.8
项目 375 43.4
兴趣 87 10.1
其他 28 3.2

  由表7可见,场地因素以79.8%高居首位,之
后为经济因素和时间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

不断扩招,学生人数不断增多,使得本就不充裕的体

育场馆不堪重荷,这不仅影响到正常的体育教学活

动,而且已成为制约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重要因

素。加强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14]。

  三、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1)9.4%的武汉市大学生是出于2种或2种以

上的动机进行体育消费。其中物质需要成为首要动

机,娱乐休闲、锻炼身体分列二、三名,从众攀比的动

机排名最后。另外,在社会交往及体育成就2种动

机上,男女生有显著差异,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2)武汉市大学生对体育消费有较高的认同度,

并认识到体育消费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以维持健康的

体魄,而且体育消费更是释放压力、增强自信以维护

心灵健康的有效方式,将体育消费视为现代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武汉市大学生对体育消费是

终身成本投资认识不够,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
(3)武汉市大学生有71.7%支持节俭体育消费

观,在大学生阶段,节俭体育消费观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大学生终将迈入社会,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

量及体育素质的提高,奢侈体育消费观未必不是可

行之路。
(4)武汉市大学生目前体育消费水平多为800

元/年以下,男生体育消费水平高于女生。根据体育

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例可知,武汉市大学生的体育

消费水平整体偏低。

(5)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最重要方面是体

育服饰,占到79.5%。体育培训班/健身俱乐部和

体育纪念品分列二、三名。体育比赛门票以11.3%
排名最后。另外,在运动器材方面武汉市大学男生

投入较女生高,而在体育培训班/健身俱乐部方面武

汉市大学女生投入较男生多。
(6)影响武汉市大学生体育消费最重要的因素

是场地因素,占到79.8%。

2.建 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应从

以下5个方面进行引导和完善。
(1)高校及体育管理部门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积

极健康的体育消费意识,将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意识

提高到“体育消费是终身成本投资”的高度上,从根

本上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体育消费习惯。
(2)高校及体育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校内及社

会上的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体育消费的近期及长期

价值,引导大学生合理体育消费,使体育消费随其生

活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3)高校应加强对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的建设,

并充分利用场馆,发掘其潜在价值,如以合理的价格

开办体育培训班、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及展览会,再结

合全民健身运动,在全社会行成人人爱运动的良好

风气,为体育消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高校应重视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挖掘校园体

育文化,如集中观看重大赛事、举行体育知识问答

等,让大学生感觉到生活之中处处有运动,认识到体

育消费的乐趣不止来源于实物类消费,还有劳务类

及信息类体育消费。
(5)体育相关企业应从大学生实际情况出发,丰

富体育消费内容,提高体育消费质量,合理设置体育

消费品价格,为大学生体育消费提供更多更好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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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StatusQuoofCollegeStudents’SportsConsumption
———AnInvestigationinFiveMinistry-ownedUniversitiesofWuhan

DENGCheng-hu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randomlyselects1000collegestudentsfromfiveministry-owneduniversities
inWuhantoconductquestionnairesurveyonstatusquoofsportsconsumptionofcollegestudentsin
Wuhancity.Theresultshowsthatmotivationsofsportsconsumptionarevarious,theconsciousnessof
sportsconsumptionisrelativelyhigher,frugalityideaofsportsconsumptionispopular,thelevelof
sportsconsumptionisrelativelylower,thestructureofsportsconsumptionissimpleandsportsfieldis
animportantinfluencingfactor.Consequently,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suchascon-
sciousnessofsportsconsumptionshouldbeimproved,rationalconsumptionshouldbeadvocated,con-
structionofsportsfieldshouldbequickenedandthecontentofsportsconsumptionshouldalsobeen-
riched.

Keywords physicaleducationofcollegestudents;sportsconsumption;motivationofconsump-
tion;stadium

(责任编辑:陈万红)

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