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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立足点，也是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新兴领域。为进一步促进四川省体育产业发展，

优化体育产业领域有效供给，推动体育消费持续升级，特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2022 年度体育消费调查，此次调查对促

进体育消费，对整个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消费模式的转化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增强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大众体育运动

水平，促进四川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现正式形成《2022年四川省体育消费调查报告》，向全

社会发布。

名词释义：

体育消费结构：指居民在体育消费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体育产品

或服务的消费比例情况。

体育用品消费：指居民个人（家庭）在进行体育教育培训、竞技

运动训练和体育健身休闲的过程中购买或租赁相关物品的支出。

健身休闲消费：指普通居民为了增强体质、娱乐身心、强身祛病

等目的，以各种身体活动或练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健身娱乐活动方面

的服务性支出。

体育观赛消费：指居民购买门票或支付订阅费，通过观看、欣赏

各种体育比赛，以达到视觉和心理满足的各种消费支出。

体育教育培训消费：指居民接受体育相关专业学历教育所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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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教育支出，以及基本教育之外的运动技能培训费、考试费和

咨询费等扩展性、选择性消费支出。

体育旅游消费：指居民以游客身份，围绕体育活动，赴现场观赛

或以参与体验及参观游览为主要形式，来满足健康娱乐、旅游休闲等

目的的消费活动的费用支出。

体育文化消费：居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消费体育文

化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即对体育文化类产品及服务的占有、欣赏、

享受和使用的费用支出。

其他居民体育消费：其他方面居民体育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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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居民体育消费水平

一、全省居民体育消费水平

（一）居民体育消费规模超 1600亿

统计结果显示，2022 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达

2003.21 元，占全省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8.98%（2022 年

四川省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支出为 22302元），按照《2022年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常住人口规模测

算（全省常住人口为 8374 万人），全省体育消费总规模达

1677.49亿元。

图 1-1 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概况

（二）人均体育消费首破 2000元大关

总体来看，近 6年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

步上升的趋势，自 2017 年以来，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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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6.53%的年平均增速。

2022年受各类外部因素影响，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

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总体增速放缓。与 2021 年相比，居

民人均消费增幅为 80.74元，增长率为 4.20%。

图 1-2 近 6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单位：元）

（三）与发达地区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2022年浙江省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达到 2834.82元。

相较之下，四川省居民的人均体育消费虽首破 2000元大关，

但总体来看与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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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浙江省居民体育消费情况

省份 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元） 数据来源

浙江省 2834.82 《2022年浙江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告》

注：在公开发布的最新资料中，省级层面仅找到浙江省 2022年数据。

二、各类群体体育消费水平

（一）女性体育消费潜力巨大

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居民人均体育消费达 2435.74元，

女性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为 1694.31元，男性居民消费能力明

显强于女性居民，但与 2021 年相比，男女性体育消费增速

相差不大，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女性体育消费方面的增长潜

力仍然较大。

图 1-3 不同性别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单位：元）

（二）中青年体育消费势头强劲

从年龄角度来看，18-40岁的中青年体育消费水平较高，

18-25岁、26-30岁、31-40岁人群的人均消费水平均超 2200

元，分别为 2296.86元、2203.17元、2242.44元；41-50岁的

群体人均体育消费水平为 1919.52 元，消费水平与 18-40 岁

的群体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大；51岁以上的人群体育消费

水平相对较低，其中 51-60岁、61岁以上人群的人均体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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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分别为 1261.57元、822.25元。总体来看，中青年体育消

费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势头。

图 1-4 不同年龄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单位：元）

（三）体育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和年收入水平密切相

关，年收入越高，人均体育消费越高。具体来看，年收入在

1万-5万元的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基本在 1500元以下，年收

入在 5万-10万的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在 2000-3000元之间，

年收入超过 10万的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接近 5000元。此外，

年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群体，人均体育消费达到了 1616.92

元，因这一部分群体中学生占据大多数，虽缺少直接收入来

源，但依靠家庭的资助，仍能够进行一定的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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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收入层次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单位：元）

（四）职业稳定者消费能力更强

从职业角度来看，企业或公司管理人员体育消费能力最

强，人均体育消费达到 3700 元以上；此外，企业职员、公

司白领，个体户或自己经商，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等三

类群体的体育消费水平也较高，人均体育消费超过 2000元；

离退休人员、无业（包括家务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失

业及待业人员）、务农等群体呈现出较低的体育消费水平，

人均体育均在 1500元以下。

图 1-6 不同职业居民人均体育消费（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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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居民体育消费结构

一、居民体育消费总体结构

依据《体育消费统计分类（2020）（试行）》及相关技

术标准规范，本次调查将居民的体育消费分为：体育用品消

费、健身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消费、体育教育培训消费、体

育旅游消费、体育文化消费、其他居民体育消费 7个项目类

别。

根据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将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分为

实物型、参与型、观赏型和其他类型 4类。

（一）实物型体育消费占比六成

调查发现，实物型体育消费在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中占

主导地位，人均体育消费额为 1281.01元，占总体育消费的

63.95%；其次是参与型体育消费，人均消费额为 483.95元，

占总体育消费的 24.16%；居民观赏型和其他类型消费占比则

相对较低，分别为 1.74%和 12.34%，金额分别为 34.88元和

247.20元。

图 2-1 2022年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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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用品和健身休闲为消费主流

从体育消费细项来看，2022年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中，

主要的消费项目依旧为体育用品消费，人均消费额达到

1281.01元，占总体育消费的 63.95%；其次是体育休闲消费，

为 222.93 元，占 11.13%；人均其他居民体育消费（主要是

体育彩票消费）190.96元，占 9.53%；人均体育教育培训消

费 154.62 元，占 7.72%；人均体育旅游消费 106.40 元，占

5.31%，体育文化消费、体育观赛消费的人均消费水平较低。

图 2-2 2022年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按项目）

（三）参与体验型消费受外部冲击较大

调查显示，2022年四川省居民实物型和其他类型（主要

为体育彩票消费）体育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实物

型人均体育消费同比 2021年上升了 8.26%，其他类型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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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同比 2021年增长了 22.52%。但由于受各类外部因

素和本身体育消费层次的限制，体育教育培训消费、体育观

赛消费、体育旅游消费、体育文化消费等参与体验型体育消

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体育观赛消费，降幅达

16.07%，此外体育教育培训消费降幅也达到 9.40%。

图 2-3 2022年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按大类）

二、实物型体育消费结构

实物型消费主要是各类体育用品消费，指居民个人（家

庭）在进行体育教育培训、竞技运动训练和体育健身休闲的

过程中购买、租赁及维修相关物品的支出。

2022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用品消费为 1281.01元，在

全部体育消费中占比 63.95%。体育用品消费占比较高的为运

动服饰，健身器材、器械，专项运动用品和户外运动休闲用

品等方面，其中占比最高的人均运动服饰消费达到 636.07元，

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31.75%；其次占比较高的依次为健身

器材、器械，户外运动休闲用品和专项运动用品，人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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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220.16元、125.56元、103.24元，占比分别为 10.99%、

6.27%、5.15%；此外运动护具等余下细分消费项占总体育消

费的比重不足 10%。

图 2-4 体育用品消费结构情况

三、参与型体育消费结构

（一）健身休闲消费

2022 年四川省居民人均健身休闲消费为 222.93 元，占

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11.13%。健身休闲消费主要分布在会费、

场地租赁费等方面，其人均消费分别为 131.52元、46.02元，

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分别为 6.57%、2.30%；此外，余下的体

育保健与康复服务消费、其他消费和用品租赁费则占比较低，

人均消费分别为 21.19 元、15.06 元和 9.48 元，合计占总体

育消费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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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健身休闲消费结构情况

（二）体育教育培训消费

2022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教育培训消费为 154.62元，

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7.72%。体育教育培训消费主要来源

于非学历体育技能培训和体育学历教育方面的支出，人均消

费分别为 88.05 元和 34.38 元，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分别为

4.40%和 1.72%；此外，在取得体育职业资格、体育咨询服务

和其他消费方面的支出占比较小，人均消费分别为 27.48元、

2.04元和 2.33元，合计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1.59%。

图 2-6 体育教育培训消费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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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旅游消费

2022 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旅游消费为 106.40 元，占

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5.31%。

四、观赏型体育消费结构

2022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观赛消费为 34.88元，占总

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1.74%。其中体育赛事门票占比最高，占

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1.14%，人均消费为 22.92元；此外，

体育赛事节目订阅和其他消费的人均支出分别为 4.90 元、

7.06元，合计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0.59%。

图 2-7 体育观赛消费结构情况

五、其他类型体育消费结构

（一）体育文化消费

2022年四川省居民人均体育文化消费为 56.24元，占总

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2.81%。其中体育影视作品消费占比较高，

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0.79%，人均消费为 15.91 元；体育

新闻和出版物、展览创意类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数字体育

内容的产品和服务、其他体育文化消费占比则相对较低，人

均消费分别为 10.78元、10.63元、9.19元、9.73元，合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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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2.02%。

图 2-8 体育文化消费结构情况

（二）其他居民体育消费

2022年四川省居民人均其他居民体育消费为 190.96元，

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9.53%。其中占比最高的体育彩票人

均消费为 185.63元，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9.27%，其余类

型体育消费合计占总体育消费的比重为 0.27%。

图 2-9 其他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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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体育消费基础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居民体育消费基本特征

调查发现，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是强身健体；

在体育消费场地方面，更偏好公共场所。

体育用品消费作为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消费项目，体育

用品本身的实用性、质量、价格、品牌等因素是居民购买该

类产品时最为关注的因素；

休闲健身消费作为居民另一项消费频次相对较高的项

目，居民在进行该类消费时，最为关注的因素依次是场地设

施、服务质量、价格、交通便捷性等。

（一）强身健体是主要的体育消费动机

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是

强身健体，占比达到 73.20%，居民在这方面的认同度较高；

此外对体育运动感兴趣、帮助缓解压力而进行体育消费的居

民占比也相对较高，分别为 48.13%、37.32%；还分别有

26.95%、10.66%的居民是因为交际和学习需要以及追求时尚

等原因进行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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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动机

（二）免费大型体育场馆受众度最高

统计结果显示，免费大型体育场馆因配备相对完善的体

育设施且免费，受到多数居民的青睐，占比达到 64.70%；此

外收费体育场馆因良好的场地设施及专业的服务水平也受

到欢迎，选择人数占比达到 40.20%；住宅小区，公共活动场

所，公园、广场因其良好的绿化环境和休闲健身区域设置也

受到部分居民的偏爱，选择人数占比也相对较高，超过 35%；

自家庭院，树林、河边，公路、街道边等场所因缺乏相对专

业的体育场地设施等，受众面相对较窄，选择人数占比不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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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场地偏好

（三）实用性和质量在体育用品消费方面最受关注

统计结果显示，居民在购买体育用品时最为关注的两个

因素分别是实用性和质量，选择人次占比均超过 70%，价格、

品牌等也是居民较为关注的因素，选择人数占比分别为

45.10%、43.37%，款式设计、他人推荐对居民体育用品消费

决策的影响相对较低，选择人数占比均未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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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四川省居民购买体育用品时主要关注的因素

（四）休闲健身消费时最看重场地设施及服务质量

统计结果显示，居民在进行休闲健身消费时最为关注的

两个因素分别是场地设施和服务质量，选择人数占比均超过

70%，价格、交通便捷等也是居民较为关注的因素，选择人

数占比分别为 60.09%、54.76%。

图 3-4 四川省居民体育健身消费时主要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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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一）体育消费已融入居民日常

统计结果显示，有 60.42%的居民每月至少有一次体育消

费，其中每月 1次、每月 2-4次的居民占比分别为 26.25%、

21.07%，每月消费超过 4次（即平均每周一次以上）的居民

占比为 13.11%，体育消费已渗透大多数居民日常，证明居民

对健康生活的认可和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未来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

图 3-5 居民体育消费频次情况

（二）深度参与的体育项目有限

统计结果显示，四川省居民体育参与项目广泛，既有大

众熟识的各类团体类项目和个人运动项目，又有水上运动项

目、冰雪运动项目，还有武术、太极等传统运动项目，居民

日常最喜欢参与的体育项目达到 50 余类，但其中参与度超

过 10%的项目仅有 8 类，有 32 类项目受众面相对较窄，居

民参与率不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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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羽毛球、篮球、乒乓球三类体育运动项目在

四川省居民中的受众程度较高，选择人次占比在三成左右，

具体分别为 42.21%、28.93%、28.89%；游泳、健身步道、

自行车、足球、大众健身等体育运动项目居民参与度也相对

较高，占比也超过了 10%，此外滑雪、运动营地（登山/汽车

露营/钓鱼/综合运动）、田径、台球、排球、棋牌（围棋/国

际象棋/中国象棋/国际跳棋/桥牌）、电子竞技、网球、滑冰、

体操等体育运动项目均有一定规模的受众；重竞技、汽车/

摩托车运动、轮滑/滑板、民族民间体育、山地运动、武术等

32类体育运动项目受众面相对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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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经常参加的体育运动项目

从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受喜爱程度看，四川省居民的体育

运动项目偏好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众的类别，如羽毛球、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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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游泳、健身步道、自行车、足球、大众健身等项目；

但是在一些新型或者专业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如运动营地、

电子竞技、滑雪、滑冰、射击、瑜伽、山地运动等项目方面

的涉猎不深，参与度相对较低。

三、影响体育消费的客观因素

（一）场地是体育消费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调查发现，场地是影响居民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 44.14%的居民表示当地体育运动消费场馆较少；其次是体

育消费优惠政策较少，体育赛事、群众体育活动宣传不足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积极性；购买体育

用品、体育赛事或体育活动门票的便捷度、观赛或参与活动

的便捷度，以及体育健康医疗机构和体育旅游机构的缺乏均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居民体育消费行为。

图 3-7 影响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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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优惠、场馆等方面需求迫切

场地不足、优惠较少是影响四川省居民体育消费的重要

因素，当前四川省居民迫切希望当地政府在体育活动组织、

体育消费优惠政策出台、消费场馆建设方面能有突破，以上

三个方面选择人数占比均超过 40%；居民对体育赛事方面的

需求也较为迫切，选择人数占比为 34.22%；此外，分别有

26.16%和 11.53%的居民期待进一步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增加

体育消费的便捷度。

图 3-8 全省居民对体育消费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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