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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质量，其中体育

锻炼成为重要的一环。在重庆市，高校学生成为了体育消费的重要群体。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较为成熟，

而且在认知层面也相对成熟。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本研究对重庆市高校学生的

体育消费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是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

消费的主要动机，而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等。上

述研究发现旨在为未来重庆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提供参考与借鉴，从而促进他们的整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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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of their spiritual lives, with physical 
exercise becoming a key component. In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in sports consumption. They are not only relatively mature in their thinking but also 
in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tilize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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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nalys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orts consumption hab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enhancing physical 
fitness” i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sports consumption.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consumption include economic, education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lements. These 
insights aim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sports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overall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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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这些需求

体现出了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等特点。因此，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开始转换到对精神质

量的追求，体育锻炼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重庆市，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拥有悠久的历史背景。随着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人们日益关注身心的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的高

等教育机构数量众多，囊括了大量的在校学生。这些高校学生不仅在思想和认知上较为成熟，而且构成

了重庆市体育消费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高校学生占据了重庆市体育消费人群的一大部分，对这一群体

的体育消费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整个重庆市的体育消费模式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将具有重要

的意义。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更能为优化和提升重庆市的

体育消费策略提供指导。 

1.2. 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必然性 

重庆市高校学生是重庆市体育消费人群中一个较大的群体，但是由于大学生还未踏入社会，社会经

验较为缺乏，对于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心理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成熟、不稳定和不平衡[1] [2]。
同时，大学生作为一个较大的群体，与社会的接触较其他学生多，大学是连接学校和社会的中转站，大

学时代的很多行为习惯以及消费理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在未来社会当中的行为。只有在大学时代中建立

坚持锻炼的思维和习惯，才能有效的提高未来社会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理念。因此对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现

状的调查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1.3.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旨在以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为主要研究内容，高校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参加体育消费的情况又是如何？重庆经济发达、高校林立，高校学生众多，对重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

消费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了解重庆市大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情况，以及对全国范围内高校学生

参与体育消费的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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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研究的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具有代表性的五所高校的学生随机抽取 500 名高校学生进行不计名问卷调查，问卷涉

及的内容主要包括重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意识动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参与的主要运动项

目以及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力图从重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意识动机、消费水平等方面了解重

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基本情况，为如何进一步开发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市场，和更好地改

变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情况提供一定的思路。 

1.3.2. 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健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体育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体育产业的空前发

展势必推动体育消费市场的繁荣，大学生作为未来城市的中坚力量，其数量比重较大，同时也是未来城

市的主要推动者[3]。我国大学生是体育用品消费人群中重要的群体，大学生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化与知识

结构，并拥有广泛的文化与自我认知。重庆市高校数量众多，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在重庆市的体育消费中

占有较大比重。在目前重庆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活动分为必须性的学校课程和自由性的自主运动。学校课

程的特点具有规范性、组织性，课程时间、地点、人物、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变。而自主体育运动

的特点具有自由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时间、地点、人物、项目都较为灵活，可由参与锻炼的学生自主

选择[4] [5]。目前我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途径为网上购买体育用品和在商场实体店购买。但是由于

大学生较为缺乏成熟的生活阅历，存在着一定不合理的消费情况，重庆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具有一定

的盲目性、攀比性以及非理性行为。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观念对未来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必

须对我市高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加以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形成良好的体育消费习

惯，为未来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为重庆市未来高校学生体育消费提供一定的建议。 

2. 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 

2.1. 研究的对象 

随机抽取重庆市五所高校，分别为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科技大学、重庆商务职业学

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在校男女大学生 500 名，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共回收问卷 496 份，其中

有效问卷 482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4%。 

2.2. 研究的内容 

1) 重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动机。 
2) 重庆市高校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主要项目内容。 
3) 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如：月消费情况、每月体育消费所占比例等。 

2.3. 研究的方法 

1) 文献资料法：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IE 浏览器以及其他网站等方法查阅收集了大

量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 
2) 逻辑分析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思路和设想，运用归纳、演绎、比较、综合等逻

辑方法对所得信息进行分析，得出总结性结论。 
3) 问卷调查法：通过对重庆市五所高校学生对自己体育消费基本情况的了解进行系统的调查，其中

包括经济来源、体育消费需要和意识动机等。本次学生调查是通过各校朋友帮忙，分别发放到各校进行

问卷填写，主要采用对重庆市五所高校学生进行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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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对于大学生每月可支配的消费金额，以 1000~1500 元的人数最多，其占比为 36.63%；其次人数较多

的为 800~1000 元，占总人数的 34.16%；第三则是 1500 元以上的人数，占 12.38%。剩余选项所占比例

由多到少的人数排列依次为 500~800 元、500 以下。下图 1 所示为五个划分标准的月可支配的金额，在

所有参与问卷的人数当中所占的比例。 
 

 
Figure 1. Monthly disposable sports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每月可支配体育消费额 

3.2. 被调查对象的经济来源 

 
Figure 2. Monthly consumption supply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2. 大学生每月消费额供给情况 

 
由图 2 可知，在高校学生当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为父母供给，占 87.62%，其次为勤工俭学，占 39.11%。

而高校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多为父母供给，而通过查阅资料以及走访探查我们得知，1500 元左右的生活

费用已基本满足大学生的基本日常生活。因此，高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参与体育消费。 

3.3. 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动机 

体育消费者的动机是指引导消费者去进行某项具体的体育消费，为了满足体育消费个体的某一意图、

愿望或者信念等。各种各样的体育消费需求使得体育消费动机呈现多样性。而在高校学生决定进行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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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体育消费时，都是由多个动机共同决定并影响的，在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大学生当中，以强生健体、增

强体质为目的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 80.2%，第二大动机则是对体育的爱好为目的，占总人数的 67.82%，

第三则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机，占总人数的 47.03%。在剩余选项当中，根据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依次为

缓解精神和学习压力、完成体育课学习任务、掌握运动技能和学习健身方法、审美需求、社交需要、从

众心理以及其他，各占 36.14%、33.66%、31.19%、23.27%、20.3%、7.43%和 4.46%。 

4. 影响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影响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包含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等[6]，
概括如下： 

1) 经济因素：学生的经济实力是影响其体育消费的首要因素。家庭背景、个人收入以及生活费用的

分配都直接关系到学生在体育消费上的支出水平。经济宽裕的学生可能更愿意投入在体育器材、健身房

会员等方面，而经济拮据的学生则可能会选择更为经济实惠的体育活动或方式。 
2) 教育因素：高校教育对学生的体育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学校是否注重体育锻炼、提供

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以及是否有相关的体育课程和设施等，都会塑造学生的体育消费习惯和水平。 
3) 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也是影响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同学、朋友

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都可能导致学生在体育活动上的选择和投入程度不同。若社会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

度越高，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升。 
4) 心理因素：学生个体的心理特征和偏好也会对其体育消费造成影响。对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体育

项目的兴趣以及对身体形象的关注等都是影响学生体育消费的心理因素。有些学生可能更偏爱健身、瑜

伽等项目，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更倾向于参加球类运动或团体健身活动。 
综上所述，经济、教育、社会和心理因素等共同作用，影响着重庆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和水

平。深入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体育消费政策和措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 
1)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成为重庆市高校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最主要动机，

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80.2%，说明了在全民健身计划下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消费理念已为广大高校学生所

认同。在人际交往、审美需求方面与强身和为目的的动机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 
2) 重庆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结构以服装、器械以及参与体育锻炼培训为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其中

以体育服装(包括衣服帽等)所占比重最大。 
3) 重庆市高校学生获取体育信息的渠道方式多样，其中互联网、杂志书籍、老师同学等是他们获取

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 

5.2. 对策及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下述对策及建议： 
1) 学校老师教学以及其他场合都应注重培养大学生体育消费意识，加强对体育健康知识的传播，贯

彻落实“健康第一”的体育理念，把“现在的一部分付出、换回未来健康自己”作为指导学生进行体育

消费的基本理念，正确积极向上的引导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同时引导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向各个方面均

衡发展，不仅要传统的实物类消费，更要进行劳务、信息类的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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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引导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同时，要加快校内外体育设施的建设，完善各类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场

所的建设。积极响应全民健身计划，适度对外开放校内体育运动场所，加强设施和场所的管理，尽量避

免各类事故发生。 
3) 各类体育商家应改变消费策略，积极向高校学生的需求方面靠近[7]，尽量满足大学生的体育消费

偏好。 
4) 各级各类体育培训以及体育消费场所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体育消费意识，引导高校学生的正确、

合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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