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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中国是国家提出的发展目标，体育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体育消费也成为了人们关注

的热点话题。本文以甘肃省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

法，对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假设的自变量为学生对

体育消费的态度，学生对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学生对体育产品消费的质量情况，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

的意愿则为结果变量，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信度分析的验证。从相关性分析得出，结果变量与自变量

态度、消费能力、质量情况之间全部呈现出显著性。结果变量与态度、消费能力、质量情况3项之间有正

相关。最终结果中体育消费的态度和体育消费的能力和体育产品质量情况均会对大学生体育消费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最后提出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发展对策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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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China is a development goal proposed by the state,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is one of the key 
area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ports consumption has also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Tak-
ing college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literature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hypothet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stu-
dents’ attitude towards sports consumption, students’ consumption ability of sports product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consumption of sports products,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products as the result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were verified. From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utcome variables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ttitude, consumption capacity, and quality all show significanc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utcome variables and attitude, spending power and quality. In the final results, the 
attitude of sports consumption, the ability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the quality of sports products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consumption, and finally the de-
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opin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
inc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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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身体状况，追求更高的

生活品质。在这一背景下，体育消费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政策扶持和大众运动需求高涨的情

况下，我国的体育消费正在逐步恢复。国内体育消费表现出较强韧性，品牌营收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按

照[1]《“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的要求，到 2025 年，中国的体育产业将实现 5 万亿元的目标，其中的

增加值将在 GDP 中占有 2%的比例，同时，中国的国民体育消费总额将在 2.8 万亿元以上，就业人数将

在八百万以上[2]。商务部把 2023 年定为“消费提振年”。体育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释放消

费潜力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各地体育部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不断创新，

大力激发体育消费新活力，让体育消费成为撬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经

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我国的消费增幅从 54.9%增加至 58.8%，而我国的服务业所占的比例也从

45.3%增加至 51.6%，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体育消费市场虽然蓬勃发展，但仍然存在因

地域差异，性别差异，消费水平消费观念等因素引起的参差不齐以及两极分化的体育消费现状[3]。而大

学生作为我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其体育消费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甘肃省作为西北地区的重

要省份，其大学生体育消费情况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探究健康中国背景下甘肃省高校学生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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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为推动甘肃省的体育事业发展提出建议参考意见。 

1.1.2. 研究意义 
随着“健康中国”的提出和我国高校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高校学生是我国高校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

力量，高校学生是高校体育事业发展的主体。甘肃省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景观壮丽的

省份，但在大学生体育消费方面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难点。因此，在此基础上，对甘肃省多所大学的

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这既可以为我国目前的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

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而且可以为甘肃省针对大学生的健康体育消费，提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对策，从

而推动地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和数理统计等多种方法，对甘肃省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问

卷调查是本文以资料为主，透过适当的问卷调查，以探讨研究对象之运动消费状况及运动消费动因。通

过对已有的有关理论及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整理，随后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为论文的写作奠定了一定的

理论支撑及研究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健康中国的概念 
在 2017 年 10 月 18 号的十九大报告中，[4]习近平总书记说到：“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他说，“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是

一种将人类健康置于第一位，将人类健康纳入各项决策之中，为实现人类全面、全周期的健康保障而形

成的发展格局。 

2.1.2. 体育消费的概念 
《株潭地区高校女学生体育消费现状与对策探究》中，钟菊芳和向磊长等人提出[5]体育消费指的是

一种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可以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生产消费过程。体育活动是大学生的主

要活动形式，他们的体育参与意识和态度、体育能力与行为习惯、体育人文素养和体育消费观念等都对

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和体育市场的开拓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消费群体。 
体育消费是丛湖平、郑芳等人在《体育经济学》[6]中提出的一项新的理念，它是一项关于体育活动

及其有关的消费，它涉及到了体育用品和体育用品的购买，体育期刊、书报的购买等物质的消费，也涉

及到了各种体育比赛、表演、展览等观赏性的消费，还涉及到了参与式的体育活动、健身训练、体育健

康医疗等。 

2.2. 体育消费行为和动机研究 

改革开放 50 年以来，由于我国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国内学者也开始对体育消费进行大

量研究，研究初期多以体育消费行为为主。 
孙汉超、欧阳柳青、唐宏贵、刘永东、何国民、程协祥、向德平、李晓轩、周志金于《中国居民体育

消费行为研究》一书认为，体育消费行为就是居民所理解的。基于运动的功能价值，指的是按照自己的

需求和条件，寻找、购买并使用体育用品。王丽娟认为[7]，运动的消费就是体育的消费。首先，我们做

好了搜集体育用品资料的准备，然后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最终，我们选择了与之相关联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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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用品，使用后对产品进行评估和消费。隋凤娟[8]在文章中，将体育消费行为界定为：对消费有需求的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心理、生理、精神、社会等各种的需要，开始进行有关商品信息的收集、商家的选

择、产品的购买、以及购后的使用反馈评价等一系列体力活动和脑力消耗的总和。 
崔兰英的研究结果表明[9]，学生的体育消费意愿正在演变为多元化趋势。这些结果包括物质激励，

减轻学业压力，生理保健，休闲娱乐，扩展社交互动。从过去到现在三分之二的学生能正确理解体育的

概念，学生基本乐意参与运动消费。健身、休闲、娱乐、会友等功能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追捧和重视。体

育用品、运动服、鞋帽在同类大学生在运动消费中所占比例较高。[10]激励是指一个人在一定的目的或客

体的引导和激发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心的思维进程和内在的力量。体育消费动机是一种在运动过程

中产生的对运动的消费欲望。高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动机多为强身健体，磨炼心智，缓解压力和自身爱

好。 

2.3. 体育消费类型和影响因素研究 

李红在《石家庄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11]里并对高校学生的运动消费进行了分析。“能

力与水准”是指在一段时间里，为了满足大学生的健身、健身、娱乐与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而消耗的各种

体育用品和劳务的数量的价值。 
甘肃省不同类型高校体育消费现状主要以实物为主，例如运动服装，健身器材，运动饮料和体育报

刊书籍等购买。且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较低，很少包括劳务型消费与观赏性消费，同时具备明显的性

别差异。刘金霞、康彪根据《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12]一文的分析，通过对大学生体育消

费结构的问卷调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他们的体育消费大部分都是以物质为主。 
李雁在《盐城地区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调查研究》[13]中指出，不同的体育消费行为是不同的因素导

致的，既有外在的环境因素，也有内在的个人因素，外在的环境因素，如：体育课或活动，体育设施，校

园体育环境。个人的原因包括经济条件，运动爱好，对健康的追求，对个性的追求，对潮流的追求等。 
国内大学生体育消费领域较为普遍统一，最普遍大众的领域即前文指出的体育消费结构中的体育用

品和服装服饰，在《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14]中，实际的体育消费占到了 79.46%，尤

其是衣着和鞋子方面的体育消费占到了最多，而物质的体育消费也成为了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选择；[15]还
有因大学生体育爱好类型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运动项目领域，篮球足球，跑步，乒乓球，在这些物品上

每年花费在 3000 元左右；还有在体育明星代言下高校学生对各种运动商品的消费也是高校学生体育消费

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一大热点。[16]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高校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体育设

施与环境因素，个人兴趣与意识因素，社会与文化因素包括了体育品牌宣传的不足和社会体育文化氛围

的不浓厚。[17]综上可知在高校体育消费中，更多的是高校学生对运动的参与消费活动，只是因为爱好和

需求不同造成的差异。其中包括看体育比赛的“门票费”，购买体育服装、鞋袜、体育期刊、体育器材、

体育纪念品和体育彩票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 

3. 研究方法设计与数据统计 

3.1. 研究方法设计 

3.1.1. 文献资料法 
通过百度、腾讯新闻、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网站和平台，通过搜索和阅

读有关的文章，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3.1.2. 问卷调查法 
本文首先通过阅读有关的文献和图书，编制了一份《甘肃省高校大学生体育消费调查问卷》，对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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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大学生生活中的体育消费进行了研究，并采取线上问卷形式。准备发放 256 份问卷涉及甘肃省内高

校进行调查研究。 

3.1.3. 数理统计法和焦点小组法 
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深入了解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揭示其消费行为的驱

动因素、影响因素以及潜在需求，为高校体育教育管理、体育产业市场开发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对象是甘肃省内的大学生，包括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家庭经济状况和体育消费习惯的学生。进

行分层抽样时，男生女生各占一半，年级大一至大四或研究生；专业涵盖理工科、文科和艺术体育类等

不同专业；家庭经济状况按照收入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体育消费习惯包括高、中、低三个群体。

讨论形式包括文字记录和录音访谈，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讨论内容进行编码和分类，识别出与大学生体

育消费行为相关的主题和子主题。例如，可以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并分析。 

3.2. 变量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3.2.1. 大学生对待体育产品的态度 
李雁在《盐城地区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调查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消费行为，如：经济条件，运动

爱好，对健康的追求，对风格，对个性，对时装的追求。个人的认知和追求及学生对待体育消费不同的

态度，态度不同则所要达到体育消费的结果也不同。这里便将大学生对待体育产品的态度作为自变量 X1，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大学生对待体育产品的态度对结果变量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2. 大学生在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 
李红在《石家庄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中对大学生体育消费进行了阐述，大学生的消费

能力是其进行体育消费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是由其自身的消费能力所确定的。

这里便将大学生在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作为自变量 X2，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大学生在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对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3. 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 
石朝天在以大学生网络体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在构建了大学生网络体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假说，并设计了问卷量表，得出了在大学生进行网络体育消费决策时，价格、品牌

质量和消费者评价是他们所要考虑的因素。质量是吸引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关键所在，主要体现在产

品和服务方面。质量的高低还会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频率。这里便将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作为自变量

X3，并和因变量 Y 之间建立相关的 XY 模型。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对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 问卷设计与发放 

4.1. 问卷设计 

本文问卷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个人基本信息。主要问题是关于性别、年龄、消费原因等个人信息，并且通过回收问卷的方式来

收集到学生个人信息的相关数据，最终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 影响您体育消费的因素。具体为学生通过填写对于对体育产品的态度、对于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

对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以及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意愿的相关题项，来反映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并且使用李克特量表来表征变量，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共五个尺度来体现被调查者进行体育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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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4.2. 量表设计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见表 1： 
 

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表 1. 测量量表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参考来源 

学生对待体育产品的态

度 X1 

A1 体育产品品牌形象 

李雁(2016) A2 家人、朋友的影响 

A3 体育品牌的认可程度 

学生在体育产品的消费

能力 X2 

B1 体育产品价格 

李红(2009) B2 个人经济条件 

B3 产品的折扣力度 

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 X3 

C1 体育产品质量 

石朝天(2019) C2 体育消费服务质量 

C3 体育产品售后服务质量 

消费意愿 Y 

D1 您愿意消费体育产品的程度 

贾丽娜(2019) D2 您愿意推荐体育产品的程度 

D3 您愿意多次购买体育产品 

4.3. 问卷数据收集 

本文最终所获取的样本数据是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并将问卷图片和链接发送到微信、微

博、小红书等平台，最终一共回收了 256 份问卷数据。在问卷回收后，进行初步数据筛选，剔除了一部

分填写不到位、未使用过平台的无效问卷，最终经过初步筛选后所保留的有效问卷共 226 份，有效回收

率为 88.35%，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5. 数据分析 

5.1. 描述性分析 

在性别分布中“2.0”的比例为 50.78%。另外 1.0 样本的比例是 49.22%。从年龄 3 分布上，大部分样

本为“2.0”，比例是 68.75%。“2.0”的比例为 30.47%。样本中选择“1.0”的比例为 29.30%。样本中

38.67%会选择“2.0”。样本中 40.63%会选择“1.0”。还有 30.08%的样本为 2.0。样本中有 31.64%为

“3.0”。从你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来看，样本中“3.0”相对较多，比例为 41.80%。样本中选择“4.0”
的比例为 38.67%。对于家人、朋友的影响来讲，“4.0”占比最高为 35.94%。从体育品牌的认可程度来

看，样本中“4.0”相对较多，比例为 35.16%。描述性分析的数据见表 2 和表 3。 
 

Table 2. Frequency analysis results of students’ basic situation 
表 2. 学生基本情况频数分析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2 
1.0 126 49.22 49.22 

2.0 130 50.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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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 3 

1.0 47 18.36 18.36 

2.0 176 68.75 87.11 

3.0 33 12.89 100.00 

你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原因是 

1.0 60 23.44 23.44 

2.0 78 30.47 53.91 

3.0 60 23.44 77.34 

4.0 58 22.66 100.00 

你觉得自己在体育消费上投入多吗，收获大吗 

1.0 75 29.30 29.30 

2.0 52 20.31 49.61 

3.0 61 23.83 73.44 

4.0 68 26.56 100.00 

你对自己目前体育消费的满意程度 

1.0 54 21.09 21.09 

2.0 99 38.67 59.77 

3.0 30 11.72 71.48 

4.0 73 28.52 100.00 

你是否考虑以后投入更多在体育用品 

1.0 104 40.63 40.63 

2.0 77 30.08 70.70 

3.0 15 5.86 76.56 

4.0 60 23.44 100.00 

影响你体育消费的原因 

1.0 59 23.05 23.05 

2.0 47 18.36 41.41 

3.0 81 31.64 73.05 

4.0 69 26.95 100.00 

你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是 

1.0 38 14.84 14.84 

2.0 60 23.44 38.28 

3.0 107 41.80 80.08 

4.0 51 19.92 100.00 

体育产品品牌形象 

2.0 18 7.03 7.03 

3.0 68 26.56 33.59 

4.0 99 38.67 72.27 

5.0 71 27.73 100.00 

家人、朋友的影响 

2.0 18 7.03 7.03 

3.0 72 28.13 35.16 

4.0 92 35.94 71.09 

5.0 74 28.91 100.00 

体育品牌的认可程度 

2.0 24 9.38 9.38 

3.0 70 27.34 36.72 

4.0 90 35.16 71.88 

5.0 72 28.13 100.00 

合计 256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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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ase metrics 
表 3. 基础指标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x1 态度 256 1.000 5.000 3.844 0.855 3.667 

x2 消费能力 256 1.000 5.000 3.728 0.799 3.667 

x3 质量情况 256 1.000 5.000 3.790 0.808 3.667 

y 256 1.000 5.000 3.886 0.678 3.670 

5.2. 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分析 

(1) 由表 1 的数据描述可知，在当下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男生女生的比例基本持平，男生占比

50.78%，女生占比 49.22%，男生比女生略高一些；在年龄的分布上，18 岁以下和 30 岁以上的人数较少，

18 至 30 岁年龄段的人数较多，有 176 位占比达到 68.75%说明甘肃省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人群绝大多

数集中在 18 岁至 30 岁这个年龄段中。 
(2) 由表 1 的数据描述可知，甘肃省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原因是受同伴影响，出于自身原因和

需求的影响较少，可以看出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自主性不强；在体育消费的投入和收获方面甘肃省大学

生没有呈现正比的趋势，可见学生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是很大，体育消费对甘肃省大学生的吸引力有待

提高；在目前体育消费的满意程度上，数据中的甘肃省大学生有 38.67%的比例呈现比较满意，总体来说

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 
(3) 由表 1 的数据描述可知，甘肃省大学生日后愿意投资于体育用品消费的比例有 40.63%，可见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有进行体育产品消费的意愿：在影响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原因中，场地器械的简陋

和时间因素是主要因素，比例达到 31.64%和 26.95%可见大学生整体消费水平提高，提高生活质量的意愿

也在增加只是受限于时间和场地器材限制：在进行体育消费的场所中，甘肃省大学生主要集中在线上体

育周边用品官网中，比例达到 41.80%，符合当下的电商经济模式。 
(4) 由表 1 知，数据中的甘肃省大学生在体育消费的体育产品选择中重视产品的品牌形象以及身边

人的影响，可见大学生对体育产品的选择倾向于口碑和品牌效应。 

5.3. 信效度分析 

5.3.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见表 4。 

 
Table 4. Cronbach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4. Cronbach 信度分析 

变量 指标 项数 Cronbach α系数 

X1 A1-A3 3 0.898 

X2 B1-B3 3 0.868 

X3 C1-C3 3 0.863 

Y D1-D3 3 0.843 

总信度  9 0.902 

 
样本容量 n = 256；总信度(x1~x3)，自变量 X1 信度系数值为 0.898，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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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质量很高。自变量 X2 信度系数值为 0.868，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自变量 X3 信

度系数值为 0.863，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综上整体，信度系数值为 0.902，大于 0.9，
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 

5.3.2. 效度分析 
KMO 值为 0.879，KMO 值大于 0.8，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度很好)具体效度

分析见表 5。 
 

Table 5. Tests for KMO and Bartlett 
表 5.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87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18.888 

df 36 

p 值 0.000 

5.4. 相关分析 

y 与 x1 态度，x2 消费能力，x3 质量情况共 3 项之间所有结果都有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0.509，
0.452，0.441，并且相关系数值均大于 0，代表 y 与 x1 态度，x2 消费能力，x3 质量情况共 3 项之间有着

正相关关系。相关分析见表 6。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standard format 
表 6. Pearson 相关–标准格式 

 平均值 标准差 y x1 态度 x2 消费能力 x3 质量情况 

y 3.886 0.678 1    

x1 态度 3.844 0.855 0.509** 1   

x2 消费能力 3.728 0.799 0.452** 0.545** 1  

x3 质量情况 3.790 0.808 0.441** 0.551** 0.547** 1 
*p < 0.05, **p < 0.01. 

5.5. 回归分析 

模型 R 方值为 0.319，意味着 x1 态度，x2 消费能力，x3 质量情况能够说明 y 为 31.9%的理由。模型

通过 F 检验(F = 39.386, p = 0.000 < 0.05)，也即说明 x1 态度，x2 消费能力，x3 质量情况中至少有一项会

对 y 有影响，此外，对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模型中 VIF 值全部都小于 5，说明

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同时，D-W 的数值接近于数值 2，表明模型间无相关性，样本数据也没有关联性，

模型较好。通过最后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x1 态度的回归系数值为 0.250 (t = 4.748, p = 0.000 < 0.001)，意味着 x1 态度会对 y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 
x2 消费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0.162 (t = 2.890, p = 0.004 < 0.01)，意味着 x2 消费能力会对 y 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 
x3 质量情况的回归系数值为 0.136 (t = 2.445, p = 0.015 < 0.05)，意味着 x3 质量情况会对 y 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分析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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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 1.801 0.198 — 9.103 0.000** — 

x1 态度 0.250 0.053 0.315 4.748 0.000** 1.634 

x2 消费能力 0.162 0.056 0.191 2.890 0.004** 1.625 

x3 质量情况 0.136 0.056 0.163 2.445 0.015* 1.640 

R2 0.319 

调整 R2 0.311 

F F(3, 252) = 39.386, p = 0.000 

D-W 值 1.730 

因变量：y 
*p < 0.05, **p < 0.01.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甘肃省大学生的体育消费需求不是很大，投入与收获不成正比，且更多的消费集中在线上官网购

物中。其次，大学生对体育消费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也有在以后投入更多体育用品消费的意愿，但对

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和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的评价相对较低。最后，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有个人经济原因，产品价格原因，场地设施时间原因等。其中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能力和对待

体育产品的态度，对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评价产生了显著影响。 
(2) 大学生对体育消费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但对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和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的评

价相对较低。最后，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收入、个人兴趣爱好、社会

环境等因素对其体育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体育消费的态度、对体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和对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的

评价，均会对大学生体育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3) 最后，本研究发现：假设的 H1a，H2a，H3a 均成立。Y 与大学生对体育消费的态度 X1、对体育

产品的消费能力 X2 和对体育产品的质量情况 X3 共 3 项之间均呈现出显著性；X1 态度，X2 消费能力，

X3 质量情况 3 项均会对 Y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6.2. 研究建议 

6.2.1. 改善体育产品质量 
由于体育产品质量问题较为突出，建议加强对体育产品质量的监管，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

同时，建议厂商加强自身的品质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此外，提高体育消费质量和体验是吸

引和留住消费者的重要手段。建议体育消费企业加强对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和创新，提高产品的品质和体验，

打造个性化、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体育消费品牌。此外，还可以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定制化服务、增加会员

福利、加强售后服务等方式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满足大学生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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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提升个人收入水平 
个人收入是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大学生积极参加校园内外的兼职工作，提高

个人收入水平，以便更好地满足自身的体育消费需求。 

6.2.3. 提供多样化的体育消费选择 
为了满足大学生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体育消费需求，建议增加体育消费品类和服务形式的多样性。

建议在体育消费市场中增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形式，如健身器材、运动装备、体育场馆入场券、健身课

程、私人健身教练、体育旅游等。此外，还可以将体育和其他领域进行融合，如体育 + 音乐、体育 + 美
食等，以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大学生消费者的需要。 

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层面，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要提高体育消费的可及性和便利性，降

低消费成本，增加消费选择；教育者的高校要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供给者的体育企业要拓展大学生市场，

增加高校与政府的合作；管理者的政府要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

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6.3. 研究不足 

尽管本研究对甘肃省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 
(1)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甘肃省的大学生，无法代表全国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样本扩大到全国范围，以获取更具代表性的数据。 
(2)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方法虽然多样化，但并没有涉及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例如，本研究

未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进行数据分析，这些技术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数据，为研究提供更深

层次的结论。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样本扩大、研究方法创新和实践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以完善

对大学生体育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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