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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影响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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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深入剖析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

取居民可支配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健身意识、体育消费等变量，对收集到的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健身意识对体育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也呈现

出一定规律性关联。基于此为秦皇岛市体育产业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企业调整营销策略以促进体育消费提供基础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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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体育消费作为健康、时尚的

消费领域，受到越来越多居民的青睐。秦皇岛市作为一

座具有丰富旅游资源和一定体育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居

民体育消费市场蕴含着较大的发展潜力。深入了解秦皇

岛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当地体育产业

发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丰富体育经济学领域关于区域体

育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实践角度出发，能为政府制

定体育产业政策、企业规划市场营销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2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经济模型，

量化分析影响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具体

采用数理统计法处理体育消费相关数据变量，获取秦皇

岛市居民体育消费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借助计量经济学

软件进行模型估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2 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现状概述

2.1 总体规模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总体规模呈上升趋

势。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以及各类体育

赛事的举办，如秦皇岛国际马拉松赛、北戴河轮滑节等，

激发了居民对体育的热情，推动体育消费增长。以健身

俱乐部市场为例，过去五年内，新开业的健身俱乐部数

量逐年增加，会员数量也随之稳步上升。从相关统计数

据来看，2022-2025 年间，秦皇岛市健身俱乐部会员数

量从17 家增长至 27家，反映出体育消费市场的健身活

力。

2.2 消费结构特征

在消费结构上，实物型体育消费仍占据较大比重，

居民在运动服装、运动鞋等方面的支出较为稳定。然而，

参与型和观赏型体育消费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参与型

体育消费，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对健身服务、运

动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城市相比，秦皇岛市

居民在高端体育装备、个性化体育服务以及高水平体育

赛事观赏等方面的消费占比相对较低，消费结构有待进

一步优化。

2.3 区域经济特征

海港区作为秦皇岛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居民体育

消费活跃度和规模高于山海关区和北戴河区。海港区居

民在体育消费上更倾向于多样化和高端化的项目，如参

与国际品牌健身课程、购买进口高端运动装备等。而山

海关区和北戴河区居民体育消费则更多集中在基础性

的体育活动和产品上。在群体差异方面，年轻人和高收

入群体在新兴体育项目、高端体育服务消费上更为积极，

而中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则更倾向于低成本、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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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项目。

3 理论分析与变量选取

3.1 理论分析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消费者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对于体育消费而言，居民收入水平是基础，较高的收入

意味着更强的消费能力；年龄不同，体育消费偏好和消

费能力存在差异，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参与性体育消费，

而中老年人可能更注重健康养生类体育消费；受教育程

度影响居民对体育的认知和观念，进而影响体育消费决

策；健身意识则直接影响居民参与体育活动及进行体育

消费的意愿。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体育消费支出（Y），以秦皇岛市

居民每年在体育相关领域的总支出衡量。

2.解释变量：

- 居民可支配收入（X1），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

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数据为准。

- 年龄（X2），以被调查者实际年龄作为变量值。

- 受教育程度（X3），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小学及

以下记为 6年，初中 9年，高中 12年，大专 15年，本

科 16年，硕士及以上 19年。

- 健身意识（X4），通过问卷调查中关于对健身重

要性认知等问题的得分构建，得分越高表示健身意识越

强。

X5 X6 为自变量

4 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4.1 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 = β0 + β1X1 + β2X2 + β3X3 + β4X4 + μ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 - β4为各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基于经济理论中消

费行为与各影响因素间的线性关系假设，旨在通过量化

各因素系数，清晰呈现各因素对体育消费支出的影响程

度与方向。

4.2 数据收集

1.抽样设计：考虑到秦皇岛市不同城区经济发展水

平、人口结构存在差异，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将秦皇岛

市划分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等主要城区作为

不同层次。根据各城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确定在

每个城区抽取的样本数量。例如，海港区人口占比较大，

分配相对较多的样本量。

2.问卷设计与发放：设计包含居民基本信息、体育

消费支出、健身意识等内容的问卷。基本信息涵盖年龄、

受教育程度等；体育消费支出细分为体育用品、健身服

务、赛事观赏等方面的支出；健身意识通过一系列如“您

是否认为每周应至少进行三次健身活动”等问题进行量

化。共发放问卷 800份，回收有效问卷 720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0%。

3.数据来源补充：除问卷调查数据，结合秦皇岛市

统计年鉴获取各城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宏观数据，确保

数据的全面性与准确性，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坚实数据

基础。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对收集到的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

下表所示：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体育消费支出（Y） 2580元 850元 200元 8000元

居民可支配收入（X1） 52000元 12000元 20000元 100000元

年龄（X2） 38 岁 12岁 18岁 75岁

受教育程度（X3） 13 年 3年 6年 19年

健身意识（X4） 65 分 15分 20分 95分

体育设施距离（X5） 2、5 公里 1、2 公里 0、5公里 6公里

家庭人口规模（x6） 3、2 人 0、8人 1人 6 人

从均值来看，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均值为 2580 元，

表明秦皇岛市居民在体育方面已有一定投入，但标准差

较大，说明居民之间体育消费差异明显。这可能与居民

的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等因素有关。居民可支配收入均

值反映出当地居民整体具有一定消费能力，但不同家庭

间收入差距也较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健身意识、

体育设施距离和家庭人口规模的均值和标准差也呈现

出相应的分布特征，为后续深入分析提供了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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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健身意识得分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居民在健身意

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对体育消费行为产生不

同的影响。

5.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

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大部分小于 0.7，

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仍需在

回归分析中进一步检验。以下为各变量间相关性系数表：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1 1 -0.12 0.25 0.38 -0.21 0.15

X2 -0.12 1 -0.32 -0.28 0.23 -0.18

X3 0.25 -0.32 1 0.41 -0.27 0.22

X4 0.38 -0.28 0.41 1 -0.33 0.29

X5 -0.21 0.23 -0.27 -0.33 1 -0.25

X6 0.15 -0.18 0.22 0.29 -0.25 1

例如，居民可支配收入（X1）与健身意识（X4）之

间的相关性系数为 0.38，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强，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严重

干扰。然而，仍需在回归分析中关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5.3 回归结果分析

1.居民可支配收入(X1):回归系数31为正且通过显

著性检验(P值小于 0.01)，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元，体育消费支出平均增加[31 具体值]元。这充分证

实了收入是影响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关键因素，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满足体育消

费需求，如购买更优质的体育用品、参与高端健身课程

或观赏高水平体育赛事。

2.年龄 (X2) : 系数 32 为负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呈下

降趋势。这与理论分析相符，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新兴、

刺激性的体育项目如极限运动、电竞体育等充满热情，

愿意为其投入较高消费;而中老年人受身体条件和消费

观念的限制，更倾向于选择散步、太极拳等低成本的体

育活动。

3.受教育程度(X3) :系数 33 为正，但 P值相对较

高(大于 0.05)，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体育消费有正向影响，

但显著性相对较弱。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群虽然对体育的价值有更深刻的认知，但由于工作繁忙、

生活压力大等因素，导致他们在体育消费行为上未能充

分体现其认知水平，实际体育消费增长相对有限。

4.健身意识 (X4) :系数34为正且高度显著(P值小

于 0.01)，说明健身意识对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健身意识越强，居民越重视自身健康和体

育活动，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各类体育消费，如购买健身

器材、报名参加健身培训课程等。

5.体育设施距离(X5):系数 35 为负且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体育设施距离居民住所越远，居民

体育消费支出越低。这反映出体育设施的便利性对居民

体育消费决策有重要影响，距离较近的体育设施能够降

低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成本，提高其参与体育消费的积

极性。

6.家庭人口规模(X6):系数 36为正但不显著，说明

家庭人口规模对秦皇岛市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影响不

明显。可能原因是虽然家庭人口多可能带来更多的体育

消费需求，但同时也可能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力，两

者相互抵消，导致家庭人口规模对体育消费的影响未呈

现出显著的规律性。

5.4 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回归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分析一致，

符合经济常理。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正相

关，年龄与体育消费支出负相关等，表明模型在经济意

义上是合理的。

2.统计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R值为[具体值]，表明模型对样本

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所选解释变量能够解释体育消费

支出变动的大部分原因。

-F 检验:F 统计量的值为[具体值]，对应的 P 值小

于 0.01，说明从整体上看，回归方程中所有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联合影响是显著的，即模型具有统计学意

义。

3.计量经济学检验:

- 异方差检验:采用怀特检验法，结果表明模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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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方差问题，即随机误差项的方差是恒定的，保证

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自相关检验:通过 DW 检验， DW 值接近 2，表明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即随机误差项之间相互独立，

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秦皇岛市居民

体育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健身意识是影响秦皇岛市居民

体育消费的关键因素，对体育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年龄对体育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随着年龄增长，

体育消费支出呈下降趋势。受教育程度虽对体育消费有

正向影响，但显著性较弱。体育设施距离与体育消费支

出呈负相关，体育设施便利性影响居民体育消费决策。

家庭人口规模对体育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明显。

6.2 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

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创造

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时，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

的负担，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释放体育消费潜力。例如，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人才回流，促进

当地产业升级，带动居民收入增长。

2.增强居民健身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健身宣传

与教育活动。利用社区平台，举办健身讲座、健康知识

竞赛等活动，普及健身知识和体育文化，借助媒体力量，

如电视、广播、社交媒体等，播放健身公益广告、优秀

体育赛事，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此外，鼓励学校加强体

育教育，培养学生的健身习惯，从长远角度提升全民健

身意识。

3.优化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

体育企业应根据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消费偏好

群体的特点，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体育产品和服务。

针对年轻人，推出时尚、潮流的新兴体育项目，如街舞

健身、虚拟现实运动体验等;为中老年人设计健康养生

与运动相结合的项目，如中医运动疗法、慢运动课程等。

同时，提高体育服务质量，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为消费

者提供优质的消费体验。

4.加强体育设施建设与布局优化:政府应加大对体

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公共体育设施，如公园健身

步道、社区健身房等。合理规划体育设施布局，确保各

区域居民都能方便地使用体育设施。此外，可以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体育设施建设，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

提高体育设施的建设效率和运营水平。

5.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企业应根据不同群体的消

费特征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对于高收入、高学历群体，

可以推广高端、个性化的体育产品和服务，如私人健身

教练、定制化运动装备等;针对中低收入群体，推出性

价比高的体育产品和服务套餐，如打折的健身卡、平价

体育用品等。同时，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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