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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徐

钟仁［1］、钟天朗［2］等对体育消费的定义、类别和发展

趋势等进行探讨。随着体育消费研究的积累和深

入，学者们开始对已有体育消费研究进行梳理和归

纳，研究通过对2012—2022年间体育消费研究做系

统性文献综述，总结体育消费的理论内涵、特征和分

类展望体育消费研究动向。①综合分析类，对体育

消费研究进行总体性的内容梳理［3-5］。②聚焦分析

类，针对体育消费研究中的某一视域开展系统性的

理论或方法梳理［6-7］。③可视化分析类。以图谱形

式展示了体育消费研究的发文分布、高频热词、时

间轴等，具象化展示体育消费研究动态和趋势［8-10］。

④其他领域分析类。一是，以国外体育消费研究为

对象，为我国体育消费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11-12］；二

是，以我国体育学其他领域为主开展文献分析，涉及

体育消费内容［13-14］。然而，上述体育消费综述研究

仍有未及之处。首先，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居民体育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下，体育消费的供

给模式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待提供新时代

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其次，现

有体育消费文献分析类研究存在趋同现象，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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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Viewer和CiteSpace等工具形成知识图谱类对

文章的数量、年份、作者、期刊、热词等变量研究，但

缺少对于体育消费研究在理论框架、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等方面的更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最后，目前体

育消费类文章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等方面仍存在

边界模糊问题。如体育消费研究与体育产业研究的

区分、体育消费交叉学科的应用等方面，亟待形成更

清晰的体育消费研究脉络和体系。

基于此，本文遵循我国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

特征及进展、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缺口和挑战、未

来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着力点，从研究趋势、研究类

型、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新时代我国体育消

费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在学理层面弥补现有体育

消费文献综述对上述方向分析的不足、加深对体育

消费研究的全方位深层次了解；在学术层面分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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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体育消费的特点和趋势、总结新时代体育消费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实践层面结合现有文献基础

指出未来体育消费研究方向和研究理念，为后续研

究提供思路和建议，助力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高质

量发展。

1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通过标准化方式对文献进行计

划、抽样、梳理和综述，提供以数据为支撑的清晰、明

确、全面的分析，可以更标准化地揭示知识本真的内

在逻辑［15-17］。对于新时代以来发展迅速的体育消费

研究而言，系统性文献综述法能够帮助本研究全面、

量化展示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在研究类型、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征，深层次地分析新时代体

育消费研究的趋势、动态和挑战。

文献数据来源于CNKI知网数据库，选取标准

为：2012—202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中，“主题”和“篇关摘”包含“体

育消费”的文章。在应用相关筛选条件后，剔除数

据库中不符合条件或不具备分析价值的资料，如书

评类资料、未涉及体育消费相关内容的文章等。在

此标准下，共得到样本数389篇，剔除非相关资料

后，有效样本共361篇。

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知识图谱分析（图1、

图2），对选取文献的主要主题和次要主题进行整理

发现，占比最大的是“体育消费”作为主要或次要

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更细分的“居民体育消费结

构”“体育消费行为”“体育消费市场”“体育消费

者”等。其次是“体育产业”为首要或次要主题的文

章，这些研究或将体育消费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或认为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内

生动力，或将体育消费升级和发展视为新时代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并以此贡献了有关体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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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育消费文章样本主要主题分布（知网知识图谱分析）

Fig.1　Main themes of sample literature （from CNKI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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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体育消费文章样本次要主题分布（知网知识图谱分析）

Fig.2　Secondary themes of sample literature （from CNKI Analysis）



《体育学研究》2023 年（第 37 卷）第 6 期

·112·

费的丰富的重点难点分析和路径建议。为了解我国

体育消费的发展提供信息和观点，也是学者了解和

引用体育消费内容的重要来源，故将其纳入本研究

的样本分析范畴。

在对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方面，采用内

容分析法对所选文献样本进行归纳和总结。通过

CNKI数据库、Excel、NVivo等工具对361篇文献整

理分析，重点针对已有文献综述中较少分析到的研

究类别、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交叉学科、模型工具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梳理和比较。在Excel中，设作者、

题目、期刊、年份、研究内容、主要观点、研究类别、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否为交叉学科、是否含理论框

架或模型、是否提供体育消费定义以及是否有完整

的理论基础等十三类条目，对样本中的361篇文献

进行归类和统计。在NVivo中，运用选择性编码方

式将文献按相关研究内容设立一级节点、二级节点

和三级节点（表1），对主要研究内容及对应文献数

量进行整理。

表1　体育消费文献研究内容的选择性编码节点生成

Tab.1　Selective coding on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sports consumption literature

一级节点（研究动机） 节点编码数 二级节点（研究内容） 三级节点（研究对象）

政策导向型 29　

体育产业政策

全民健身

体育强国

政策工具应用

国务院46号文，全民健身战略，体育强国战略，“十三五”规

划，“十四五”规划 等

发展现状型 223　

体育消费者研究

体育消费内容研究

体育消费载体研究

体育产业视角研究

城镇居民，农民，大学生，女性，教师，青少年，农民工，家庭 等

实物型，参与型，观赏型

体育城市，体育综合体，体育场馆，区域发展，运动小镇

产业结构优化，供给侧改革，现代化产业链

时代变革型 39　

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升级

数字化体育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纾困

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体育，大数据

其他类型 47　

体育消费理论及文献综述

体育消费方法研究

体育消费统计

体育消费国外对比研究等

弱关联型 23　
涉及体育消费内容但未进行完整、详

细或系统地讨论和分析

2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类型、主要内容和成果

2.1　研究趋势和类型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2012至2022年在核心期刊

的发文数量总体保持稳定，自2018年后一直保持高

位发文量，其中2020发文量为49篇，为近十余年来

最高。相比于体育消费市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新

时代体育消费的研究数量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体

育消费研究整体关注度和热度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从文章类型分析，主要分为定量研究和质性分

析研究两大类。定量研究通过实地调研采集一手

数据分析特点地区和人群的体育消费情况，或收集

二手统计数据后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提供原创性的

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果。质性分析研究以政策文件、

二手资料为依据，通过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消费

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讨论。从时间轴分析，

2012—2022年间共有定量研究文章115篇，质性分

析研究文章246篇。早年间我国体育消费运用定量

研究的实证类文章偏多，随后质性分析研究文章数

量增长，近三年来质性分析研究类文章占比分别达

到81.6%（2020）、73.7%（2021）和76.9%（2022），成为

体育消费研究的主要研究类型。与此相比，定量研

究文章不仅占比有所下降，绝对数量也较低。

2.2　研究内容

2.2.1　政策导向型研究

自2014年国务院46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来，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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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的政策文件层出不

穷，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

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201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19）、《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22）等。国家体育

总局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也对体育消费发展

作出指示。政策文件为体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设立

明确目标和新的方向，激发学者以新政策、新战略为

导向解读分析。

政策导向型研究以政策引领从宏观角度把握

体育消费发展机遇、挑战和目标，以质性分析研究

为主。比如，石岩［18］对2014年国务院46号文解读，

认为扩大内需是体育产业发展难得的机遇，但面临

体育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供给匮乏的问题。胡鞍

钢等［19］提出，全民健身战略的推行有助于带动体育

消费。袁建国等［20］提出，只有提高居民的体育消

费，才能促进体育产业快速发展。钟秉枢等［21］结合

十四五发展规划，认为科技是新时代支撑体育消费

发展的内生变量。同时，部分学者从政策工具视域

开展实证研究，探索政策工具在促进体育消费过程

中的作用。芦胜男等［22］基于37份国家政策文件，发

现环境型政策工具成为主流，供给型政策执行效果

潜力大，需求型政策缺少。政策导向型研究对相关

政策进行较好梳理和归纳，为我国体育消费发展提

出总体性建议，有助于加深对体育消费发展现状和

方向的总体理解。

2.2.2　发展现状型研究

体育消费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消费群体、消费结

构、消费内容方面的不断变化，因此了解体育消费发

展现状是核心研究动机之一，也是新时代体育消费

研究数量最多、内容广泛、兼顾定量和质性研究的

研究类型。第一，体育消费者研究。是新时代我国

体育消费研究中最主流的研究内容，主要以地域、性

别、年龄、职业、社会阶层等社会分层视角展开［23］，

基于消费者的调查实证数据，了解特定群体的体育

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展开实证类研究，

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农民体育消费［24］、大学生体

育消费［25］、针对女性的“她经济”的体育消费［26］等。

社会分层下的体育消费人群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居

民体育消费差异大，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具备不同的

消费特点和消费力［27］，我国体育消费人群画像得到

较好呈现。第二，体育消费内容研究。是依据不同

的体育消费内容，分别对体育用品消费等实物型体

育消费［28-29］、健身休闲消费等参与型体育消费［30-31］

以及竞赛表演消费等观赏型体育消费［32-33］开展研

究，通过实证调研对各类体育消费发展现状进行了

解，对特定体育消费类别或项目面临的困境和难点

分析讨论，全面呈现了新时代我国体育消费各业态

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趋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体

育消费结构加快向服务类消费转变，户外休闲体育、

体育旅游等参与类体育消费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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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2—2022体育消费研究文献数量和类型

Fig.3　Quantity and type of sports consumption literature between 20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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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冰雪运动消费成为近年来相关研究中发文量

最多的研究内容，体现了新时代体育消费新热潮［34-

35］。总体而言，体育消费针对各类消费内容的研究发

文量较平均，针对不同消费类别的研究热度和频度

较均衡，研究比重与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结构的比重

并不匹配，体现了我国学者对于体育消费各类别、各

业态的均衡和持续的关注，有助于我国体育消费在

体育用品等占比较高的消费业态中持续深化发展，

并在赛事消费等占比较低的消费业态中探索新的

增长点和驱动力。第三，体育消费载体研究。是近

年来体育消费研究中迅速增长的研究热点，主要对

承托体育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36-37］等开展

研究，包括线上体育消费［38］、体育场馆和体育综合

体［39-40］、运动休闲小镇［41］等。在国家开展体育消费

试点城市的工作下，体育消费城市正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42］。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工作是我国体育消费

发展中独具特色的积极探索，如何以城市为载体，依

托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打造体

育消费新场景、新空间，拉动体育消费，并在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基础上打造体育消费活力城市，是新时

代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工作，也是体育消费研究的

新方向。

随着2014年国务院46号文发布，体育产业与体

育消费成为相互绑定的研究重点，众多学者以体育

产业视角分析体育消费的发展，讨论体育消费在体

育产业中的定位和价值以及体育产业的升级发展对

体育消费的促进作用。该类研究主要以体育产业发

展的机遇、困境、路径等宏观视角讨论为主，但也包

含一些较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

对体育消费的影响［43］、全民健身下体育产业的全面

发展［44］等。从体育产业出发的研究，往往基于产业

结构、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分

析，从更宏观、全面的视角解析体育消费的发展现状

和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2.2.3　时代变革型研究

体育消费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

分，我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变革往往会对体育消

费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新发展格局下的体育消费。

党的二十大提出我国全面进入新发展格局，要求在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形成国内国际市

场“双循环”。在此背景下，学者对新发展格局下体

育消费的发展路径展开讨论，沈克印［45］表示扩大体

育消费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体育产业内需体系的重

要内容，柴王军等［46］提出要加快需求侧改革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鲍明晓［42］认为推动建设体育新空间、

创造体育消费新场景；黄谦等［47］指出我国目前已经

形成“万亿级”的体育消费市场规模，应利用此基础

充分释放地方体育消费潜力。第二，数字经济下的

体育消费。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

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新时代的

主流趋势。数字经济下的体育消费也产生新的消费

模式、消费渠道和消费环境［48］。马晓卫等［49］表示数

字经济正推动体育消费向智能化、高端化、多元化转

型。数字经济拓展了体育消费的空间，驱动体育消

费商业模式变革［50］。近年来，电子竞技、云健身、云

赛事等成为体育消费的新赛道、新场景［50-51］，数字化

体育消费成为当下体育消费研究的主流话题。第

三，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体育消费。2020—2022年

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消费同样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体育消费如何在疫情造成的困难中恢复［52］、如

何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发展［53］等，相关研究中有关体

育消费的纾困经验和案例对未来体育消费发展中可

能遇到的困境和变动仍具有借鉴意义。

除三种主要类型外，其余体育消费研究包括体

育消费文献综述等理论研究［5，13］、体育消费方法研

究［7］、体育消费国外对比研究［54］等，然而上述研究数

量相对较少，从时间轴上看分布较散，并未由持续性

的或明确的研究动机所引导，因此归为其他类型，作

独立参考。

2.3　研究成果

2.3.1　体育消费概念的探讨和明晰

新时代的体育消费研究在体育消费的定义、分

类和功能价值方面逐步达成统一，并实践运用于研

究中。第一，体育消费定义。学者沿用了初期钟天

朗［2］等人的定义，将体育消费划分为广义体育消费

和狭义体育消费。新时代学者在对广义体育消费和

狭义体育消费的二分法中分为两派。一派将广义体

育消费认为是所有与体育相关的消费、将狭义体育

消费认为是个人体育消费行为，如“广义的体育消

费看作全社会体育产品与服务消耗的总和，狭义的

体育消费则指那些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

为”［55］“广义的体育消费就是包括一切与体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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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行为与活动，狭义的体育消费就是直接从事

体育劳动与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56］。另一派

则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讨个人体育消费应包含的

范围，如“广义的体育消费不但包括直接的体育消

费，还包括间接的体育消费，即为参加体育活动或观

赏运动竞赛而需要外出旅行所支付的交通费、住宿

费及购买食品饮料等方面的费用”［57］。可见，后者

对广义体育消费和狭义体育消费的划分均属于前者

的狭义体育消费划分范畴，即个人的全部体育消费

行为。从现有体育消费文献看，绝大多数体育消费

研究的视角均以居民体育消费为主，因此，新时代我

国体育消费研究基本代指个人体育消费行为研究以

及以促进个人体育消费为目的的供给侧研究和政策

研究等多角度研究。第二，体育消费分类。早期研

究中的划分方式差异较大，陈永军等［58］将体育消费

分为实物类、信息类、参与类三类；张剑瑜等［59］将其

分为参与性、实物性、观赏性、博弈性、培训性、康复

性六类；吴克祥等［60］则将其分为健身活动、观赛赛

事、体育用品、体育信息四类。随着体育消费研究发

展，学者在体育消费分类划分上逐渐统一，郑和明

等［5］发现近年来学者倾向于实物类体育消费和服务

类体育消费的二等分法，并继而衍生出的实物型消

费、参与型消费、观赏型消费的三等分法。从近年文

献看，学者倾向基于实物型、参与型和观赏型三等

分法开展研究［61］，学者在体育消费分类和名词用法

上逐渐得到统一［62-63］。第三，体育消费的功能价值。

研究均认为体育消费不仅限于体育层面强身健体等

功能性价值，而是具备多样化价值，可满足消费者的

多元化需求。程林林等［4］认为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

消费者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消费；赵胜国等［64］

表示体育消费是一种具有发展性、享受性、时尚性价

值的消费。体育消费已超越消费者个人层面，同时

具有社会层面价值［65］；鲍明晓［66］指出，体育消费是

功能性消费、符号性消费和地位性消费的混合品；

郑和明等［5］认为，体育消费的文化符号象征愈发受

到学术研究重视；松家萍等［67］表示，体育消费具有

展示生活品位、象征身份地位的派生性效用。在此

范畴下，在社交价值下衍生的炫耀性体育消费等社

会现象成为研究对象［68］。体育消费的功能价值多

元性愈发显著，体育消费背后的社会属性、社会逻辑

和社会价值需要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和辩证。

综上所诉，本研究将新时代体育消费的概念论

述为：狭义体育消费是购买或参与实物类及服务类

体育产品及服务的、具有多元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个人消费行为；广义体育消费是与体育相关的全

部消费行为和活动。由此，目前我国体育消费研究

以狭义体育消费为主，对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有着较

全面和深层的了解和呈现，但针对广义体育消费的

研究如企业体育消费行为、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等相

对较少。

2.3.2　研究交叉性的全面增强

第一，研究视域交叉。经济学、社会学、管理

学、心理学和传媒学等是体育消费研究的主要交叉

学科来源，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交叉视角出发对体育

消费问题开展研究，如社会学中的人口结构和阶层

问题［69］、传媒学中的传媒价值和功能问题［70］、消费

心理学中的消费动机问题［71］等，并由此衍生出基于

交叉学科理论框架和方法模型的相关研究，丰富了

体育消费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知识体系。另外，在本

研究分析的443篇文献中，其中54篇发表于非体育

类期刊，侧面证明体育消费研究对其他社会科学类

学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扩大了体育消费研究的影

响力，体育消费的交叉研究既促进体育消费研究也

增加了对通用学科的学术贡献。第二，基本理论交

叉。在本文分析的具有完整的“理论构建—研究

方法—实证调研”范式的文章中，多数基本理论均

源自交叉学科理论，并以交叉学科理论提出理论模

型、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如田虹等［65］基于消费心

理学从社会分层视角提出体育消费心理模型，葛书

林等［72］基于社会学理论建立体育消费人口结构耦

合理论模型，谢春龙等［29］基于营销学建立关于品牌

依恋度和品牌忠诚度的研究模型和假设。体育消

费研究正广泛吸纳各交叉学科理论，由此带动以理

论架构为依据的更具严谨性和逻辑性的实证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交叉。运用计量方法和数理模型开

展实证分析是体育消费研究交叉方法运用的最常

见方式，较常用的包括经济学中的扩展线性支出系

统模型（ELES模型）［24，73］和社会学中的结构方程

模型（SEM）等［65，74］。尤其自2016年来，采用交叉学

科方法的实证研究增多，如Granger因果关系［75-76］、

Double-Hurdle模型［77］、回归模型［78-79］等方法高频运



《体育学研究》2023 年（第 37 卷）第 6 期

·116·

用在体育消费中。同时，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80］、

波特钻石模型［81］等质性分析方法也出现在体育消

费研究中。交叉学科方法的应用帮助学者更准确和

高效地分析面板数据、产业动态和消费者行为，从多

角度、深层次剖析体育消费现象。

2.3.3　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研究贡献

首先，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紧密结合政策导向

和时代背景，提供了紧跟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的

体育消费发展路径。国家战略决策和政策是体育消

费研究的主要研究动机和研究内容。学者对新发展

格局和新行业政策及时的解读，对我国新时代体育

消费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依此探索我国体

育消费在新形势、新格局、新政策下的发展路径。在

加强体育消费政策引导、提高体育消费供给质量、优

化体育消费结构、加大体育消费文化宣传等传统路

径建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体育消费新空间、创造体育

消费新场景、推动体育消费创新、加快体育消费数字

化转型［48］、打造共享消费思维［82］、建设体育消费城

市等具备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路径建议。其次，体育

消费研究的视域不断拓宽，从对单一地区、单一群体

或单一产业的研究转向多维度、跨产业的融合研究。

早年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体育消费往往分开研

究，随着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等研究对城乡二元性

的理解［76，83］，近年来提倡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成为

新潮流［84］，提出促进城乡区域体育产业融合［85］、建

设运动休闲小镇［41］等发展思路。数字经济下的融

合发展是体育消费研究的另一热点话题，研究探讨

了体育消费如何融合互联网［86-87］、物联网［36］、区块

链［88］等技术与平台，创新商业模式［86］，促进数字经

济时代体育消费的融合发展。

最后，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在融合视域下基于

战略政策导向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定位新概念和

新热点，为后续的体育消费研究指明方向。近年来

学界所关注和倡导的、具备新时代发展特征的研究

内容包括：体育消费的新场景和新空间［89］、体育消

费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90-91］、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研究［92-93］、“双碳”政策下的绿色体育消费［94］。上述

方向展现了新时代体育消费的特色和趋势，预示着

新时代的体育消费是新型消费、数字消费、智能消

费、绿色消费，但同时相关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成果仍

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待学者沿上述方向持续深入探

索，助力新时代体育消费的转型发展。

3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难点与挑战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之际，仍有亟

待解决的研究空白、研究难点和研究挑战。2012—

2022年间，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在定位、类型、结构、

方法等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如需求侧实证研究占据

实证研究主导地位、提供理论框架或实证模型的文

章比例较少等（图4）。我国体育消费研究面对的重

点挑战包括体育消费研究的定位、新时代体育消费

理论的建立、供给侧研究的空白、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解决以上挑战，有助于进一

步提高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系统性、严谨性和全面

性，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更好地服务新时代我国体育

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3.1　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研究的理清

从体育产业视角探讨体育消费问题是新时代体

育消费研究的主要来源。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密不

可分，学者广泛认为体育消费是内嵌于体育产业的

重要核心内容，既不可在体育消费研究中忽略体育

产业的因素和作用，也不能在体育产业研究中对体

育消费避而不谈［5，85，95］。实践中，很多研究将体育

消费置于体育产业研究下进行分析，然而这导致了

三个问题：第一，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的关系、区别

和界限，并未在已有文献中得到清晰地论证，而只是

简单地将二者合并讨论。第二，体育产业研究下对

体育消费的讨论往往偏笼统，更多由二手数据为支

持进行质性分析，对体育消费相关的分析缺乏深度

和实证。第三，体育消费研究涉及的研究逻辑、基本

理论、关键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贡献，与

体育产业研究相比仍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比如，

体育产业研究更多以产业经济学为基础，但体育消

费同时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传媒学等理论和方

法，因此仅从体育产业视角出发不足以涵盖体育消

费涉及的内容。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的关系、体育

消费研究和体育产业研究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究。

因此，若将体育消费视为独立的研究，需要界定体育

消费研究的独立性、特殊性和边界性问题。这决定

了体育消费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门类的合法性和

合理性，也决定着体育消费学术体系建设的空间和

高度，亟需学者为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逻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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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精准地划分和理清。

3.2　新时代体育消费理论的探索

新时代体育消费理论的建立是未来体育消费研

究的重要挑战和目标。一是，探索新时代特征的体

育消费理论。体育消费面临新的发展格局、消费需

求和供给模式，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相关理论

研究应及时跟进市场变化，探索和总结新时代背景

下体育消费的特征、内涵和功能。二是，建立体育消

费理论框架。我国体育消费理论仍缺少原创性和具

象性的成果转化，亟待后续研究形成综合化、体系

化、具象化的体育消费理论框架。三是，加强体育消

费实证研究中的理论应用。在本研究整理的115篇

实证类文章中，含有文献综述或运用理论框架的文

章有41篇，多数实证类文章并未对相关体育消费理

论或文献基础进行详细梳理，更有部分实证文章简

单地阐述现实问题后便展开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

理论的基础性和指引性薄弱。未来研究应重视实证

研究中的理论依据，不仅有助于增强研究的严谨性

和合理性，更能促进体育消费理论的建立和体育消

费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3.3　供给侧实证研究的加强

新发展格局下的体育消费发展是时下热点，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标志便是更高质量的供需体系［96］。

徐奇渊［97］表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全面促进消费的

目标，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发力。董志勇

等［98］认为，双循环背景下满足市场需求成为首要目

标，应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因此，体育消费的供给

侧改革愈发重要，体育消费供给端研究应成为重点

研究内容。然而现阶段我国体育消费实证研究中基

本仅针对需求侧展开，缺少供给侧实证研究。阻碍

了对供给主体的发展现状、战略思维、商业模式、供

给质量、创新经验、困境难点的全面认知，导致在现

有需求侧研究对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

费心理、消费行为完成基本了解的良好前提下，无法

从供给端提供相应的参照、对接和方案，继而难以构

建高效协同的供需体系。因此，未来体育消费研究

应加强供给侧实证研究，围绕体育消费供给端的企

业、个体及各类利益相关者开展深入调研，促进供给

端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质量的提升，形成与需求侧高

度匹配的新时代体育消费供需体系。

3.4　研究对象的聚焦与开拓

在体育消费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的背景下，新时

代体育消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仍有细化和拓展

的空间。目前，我国参与型和观赏型体育消费研究

图4　文献样本相关分析数据

Fig.4　Literature data f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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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焦性不足。相比之下，国外的体育消费研究往

往数据来源于某职业联赛或某项运动的实证调研，

能够提供更具体的案例和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方案。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应细化研究对象拓展研究内容，

如针对参与类消费中的健身培训、户外休闲、水上运

动、体育旅游乃至更具体的足球、篮球、羽毛球、网

球、高尔夫、游泳、登山、徒步、露营、钓鱼等活动的研

究，以及针对观赛型消费中的大型综合性赛事、中超

联赛、CBA联赛等品牌赛事和马拉松、村超、村BA

等非职业赛事消费的研究，加强对体育消费具体细

分市场的了解和分析。

同时，我国体育消费应增加对国外体育消费市

场的对比研究。在本研究分析的361篇文献中，仅

有13篇为借鉴国外体育消费的对比研究，研究对

象则主要集中于美国［99］、英国［54，100］、澳洲［101］和日

本［102］。国外体育消费拥有较长发展历程和良好的

市场基础，近年来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和进展，为我国

体育消费提供借鉴。我国体育消费未来应继续开拓

研究视野，不仅重点调研美英等体育消费发达市场，

还可以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职业联赛完善的国

家，沙特、卡塔尔等近年发力体育市场的国家，提供

多样性的研究案例和经验。

3.5　研究方法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已有体育消费研究中运用到多种研究方法

且具备一定交叉性，但仍有继续完善和创新的空间。

首先，定量研究中的数据来源方式较为单一。体育

消费实证研究中，主要数据来源为针对消费者的调

查问卷，虽然部分研究能够收集到较大样本量，但未

来研究中仍可通过收集面板数据、二手数据或针对

供给侧企业或人员的问卷等丰富定量数据样本。其

次，质性研究中的实证数据较少。现有研究中的质

性研究文章主要通过对二手资料进行逻辑分析，缺

少基于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焦点小组法开展的质性

实证研究，部分研究即使涉及访谈法等也未能详细

展示相关数据，故体育消费质性研究仍需加强方法

的多样性。第三，缺少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综合性研

究。一是，现有研究中缺少同时关注供给侧和需求

侧的研究，无法全面建立对于体育消费供需关系和

供需结构的分析；二是，缺少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

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因体育消费研究往往以定量方

法分析需求侧、质性方法分析供给侧，研究视域上的

单一化也导致了研究方法上的单一。第四，我国体

育消费研究应积极探索研究方法创新，应积极吸纳

相关交叉学科的最新概念、方法和模型，开拓出符合

我国体育消费特色的创新型研究。

4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展望

结合新时代我国体育消费的总体方向和发展现

状，基于上文对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已有成果、热点

趋势和困境挑战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可以分别从三

个层面、八大方向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体育消费研

究（图5）。

第一，宏观层面包括体育消费政策研究、体育产

业视角研究和体育消费载体研究。重点研究新时

代体育消费发展所需的政策体系、产业结构和承载

体育消费的新载体新空间，分析影响体育消费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产业、地域等外部环境和条件，优化

体育消费政策体系，打造现代化和数字化体育消费

产业链、供应链，以跨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型业态和

产品，推动体育消费升级，加强体育消费城市的创新

能力，推动体育消费活力城市的建设。第二，市场层

面包含供给侧研究和需求侧研究。需求侧研究以消

费者为核心，研究新时代消费者的消费结构、消费需

求、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消费文化等。供给侧研究

以供给主体为核心，重点研究供给主体的商业模式、

产品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通过实证调研体育消费

市场供需两端的发展现状，打通供需两端的堵点难

点，优化供需结构和供需体系，探索发展路径，建立

指标体系。第三，基础研究层面包含理论研究、方法

研究、对比研究。理论研究应聚焦新时代体育消费

理论的更新和补充，搭建新时代体育消费理论框架

支撑未来我国体育消费研究。方法研究应注重研究

方法的创新和交叉方法的应用，为我国体育消费研

究提供新视角、新途径、新工具。对比研究以国外体

育消费发展产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证案例为核心，探

讨国外经验对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帮助和对体育消

费发展的启发。

4.1　坚定不移：以服务党和国家战略为基本

新时代体育消费的发展一定是与我国新发展格

局和国家战略紧密相关和高度一致的。在新发展格

局下，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是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双循

环的关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恢复和扩大体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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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工作方案》［103］提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切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把恢复和扩大体育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要坚定以

服务党和国家战略为核心思想，发扬现有研究中对

国家战略和体育消费政策的重视程度和敏锐度，持

续将体育消费政策研究作为体育消费研究的重心，

做到实时性、全面性、前瞻性和连贯性。重点关注体

育政策工具在新时代体育消费发展中的作用，对比

和总结各级政府在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和体育效

果活力城市工作中的政策创新，助力体育消费政策

决策有新意、有效果，完善我国体育消费治理体系，

实现体育消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我国体育消费的

发展现状与现实困境相匹配，保障我国体育消费发

展与我国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

一致。

4.2　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出发点

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推

动体育消费发展的源动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求也是发展体育消费的核心使命。新时代下，我

国居民群众体育消费呈现差异化、多元化、品质化趋

势［103］，服务类体育消费占比不断提高，新的消费观

念和消费方式出现，女性等消费群体的消费力增强。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应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切实体

育消费需求出发，一方面，及时跟进，从需求侧角度

广泛深入地分析不同性别、年龄、地域、职业的居民

群众的消费需求、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总结新时代

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的特点和趋势。注意城乡居民消

费差异化推动城乡体育消费均衡发展，挖掘新时代

体育消费的文化价值和社交价值，顺应消费潮流激

发消费潜力，定位体育消费面临的需求缺口和消费

堵点。另一方面，基于需求侧研究中对人民群众潜

在体育消费需求的分析判断，从供给侧角度探索如

何通过供给侧改革，以新的产品服务弥补体育消费

缺口，创造体育消费新需求，开辟体育消费新赛道和

蓝海市场，针对女性、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

群体开发与其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和

服务，以高质量和多元化供给刺激居民体育消费，提

升体育消费活力。

4.3　创新驱动：以创新为体育消费研究的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将创新作为首要

驱动力。创新之于体育消费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首

要驱动力，从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工作中提出的政策

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到新发展格局

下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消费场景创新，再到数字化时

代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交互等创新

图5　体育消费未来研究方向导图

Fig.5　Map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port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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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应用，体育消费的创新涉及面广、影响力大，

应作为未来体育消费研究的重心。未来体育消费研

究应着重关注体育消费领域的创新案例和创新成

果，分析政府、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方式和创

新机制，加大对双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隐形

冠军”企业创新案例的实证研究，探索创新型技术

在体育消费领域的开发和应用，了解企业和组织在

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中的难点和痛点，解决创新堵

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力。将人工智能引领下的智慧

体育消费作为新时代研究重点，加快人工智能在体

育消费领域的全方位应用，强化体育产业人工智能

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体育消费研究本身也应

做到创新驱动，在科研中强调创新，突破固化思维培

养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和实践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视角创新等，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培养

体育消费领域的创新型科研人才，促进我国体育消

费的高质量发展。

4.4　开拓视野：以交叉思维和对比镜鉴为方向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应具备广阔、开放、融合

的视野，持续将交叉学科研究和对比研究列为研究

方向。作为交叉学科属性明显的研究，体育消费研

究需积极融合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针对现有体育消费研究中主流的交叉学科经济学、

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应及时了解跟进各学科

中最新发展并吸纳于体育消费研究中。同时，在数

字化发展下随着消费业态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信息

学、传媒学、金融学、设计学等现阶段较少交叉的学

科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比如研究如何以数字

化技术改变体育消费的供应渠道和支付渠道、如何

纳入新的设计理念和元素推销体育消费产品等，依

托多元化视角寻找体育消费发展中新的重点、亮点

和增长点。此外，体育消费学者应加强对比研究，

聚焦国外体育消费，师夷长技以为镜鉴。现阶段，

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体育消费总规模和人均数据仍

领先我国，特别是在体育赛事消费等方面有较大差

距，国外体育消费发展早、案例多、概念新，同时海

外研究对国外的体育消费也形成了较丰富的理论

和实践成果，对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和体育消费发展

都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值得学者进行归纳总结、辩

证评估、灵活运用，为推动我国体育消费发展提供

助力。

4.5　话语建设：以体育消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

目标

体育消费研究的长足发展有助于新时代我国体

育学科话语体系的建立。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下的

门类，体育消费在我国体育科学体系中尚未成为单

独的分支学科。体育消费研究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有着现实促进作用，其学术本身具有鲜明的交

叉学科特征，拥有独特、重大且符合新时代我国发展

需求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体育消费学者

应以建立体育消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目标。一

是，从哲学视角解读体育消费的逻辑、价值和特征，

定位体育消费作为单独学科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界

定其与体育产业研究等现有研究的边界。二是，探

索符合新时代我国发展特色的我国体育消费理论体

系，形成融汇交叉知识的新时代体育消费理论框架。

三是，紧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体育消费发展

趋势，从体育消费政策、供给侧改革、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数字化体育、体育消费城市等热点着手，梳理

新时代体育消费研究的重点方向和内容。四是，秉

承严谨、全面、开放、前瞻的理念和态度，强化我国体

育消费研究范式和研究组织，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

义特色的、具备国际参考价值的体育消费科研成果，

提升体育消费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的影响力，增强

我国体育消费的学术话语权。

在新发展格局下，体育消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市场循环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体育消费研究的

时代意义显著，体育消费学者应抓住机遇，把握体育

消费发展新方向，贡献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新成果，通

过高质量的体育消费研究助力我国体育消费高质量

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钟仁 .论体育消费［J］.体育论坛，1989（3）：7-9.
［2］ 钟天朗 .我国体育消费发展趋势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1990，26（4）：15-18.
［3］ 代刚，仇军 .体育消费的研究范式、内容分析及特征启

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6）：494-498.
［4］ 程林林，胡承洪，张永韬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进展与前

景［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1）：9-12.
［5］ 郑和明，赵轶龙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消费研究：演进、

成就、反思与展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3）：
101-113.

［6］ 杜道理 .炫耀性体育消费：现实背景、理论探源及概念思



柳舒扬， 王家宏 .新时代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综述：进程、挑战与展望

·121·

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2）：30-35.
［7］ 李凌，张瑞林 .方法目的链在体育消费行为领域研究中的

应用与适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1）：67-75.
［8］ 李伟平，权德庆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前沿与热点—基于科

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
31（1）：41-44.

［9］ 刘朝然，石晶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VOSviewer和CiteSpace的综合应用［J］.湖北体育科

技，2021，40（8）：684-688.
［10］ 赵昀，蔡兴林 .我国体育消费研究特征、热点与嬗变的计量

学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1，41（4），13-18.
［11］ 代刚，仇军 .市场与行为：基于理论建模的20世纪80年代

以来西方体育消费市场研究——以北美地区为主［J］.天
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1），42-48.

［12］ 李耀，王新新 .国外体育消费动机测量研究最新进展［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10）：39-46.

［13］ 张毅恒，柳鸣毅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国体育产业研究可视

化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1）：24-29.
［14］ 姚松伯，刘兵 .体育品牌电子口碑研究：进展与动态［J］.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2）：124-132.
［15］ BOOTH A，SUTTON A，PAPAIOANNOU D.et  a l .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a successful literature review［M］.
SAGE.2016.

［16］ 黄甫全，游景如，涂丽娜 .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案例、步骤与

价值［J］. 电化教育研究，2017，38（11）：11-25.
［17］ 游景如，黄甫全 .新兴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涵义、依据与原

理［J］.学术研究，2017（3）：145-151.
［18］ 石岩 .体育产业新政背景下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

战［J］.体育学刊，2014，21（6）：13-18.
［19］ 胡鞍钢，方旭东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内涵与发展思路［J］.

体育科学，2016，36（3）：3-9.
［20］ 袁建国，布特，高宇飞，等 .建设体育强国的体育产业指标

体系构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3）：30-33.
［21］ 钟秉枢，李楠 .“十四五”展望：科技革命视角下我国体育

的新发展和独特功能［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1）：
1-5.

［22］ 芦胜男，刘冬磊，王子朴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体育消

费政策分析—基于37份国家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2014-
2019）［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51-58.

［23］ 赵胜国，金涛，邰崇禧 .社会分层视角下中小城市新市民体

育锻炼与消费特征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6）：
10-16.

［24］ 李国，孙庆祝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

ELES模型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39-
46.

［25］ 崔兰英，刘鸣鸣，井玲 .湖北省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与特征

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5）：46-48.
［26］ 高琦，夏成前 .“她经济”视域下女性体育消费主要问题及

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0，1：87-92.
［27］ 马德浩，季浏 .阶层构成多元化背景下促进中国不同阶层

体育消费市场开发的策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
41（5）：60-65.

［28］ 邓澄，黄谦，葛小雨 .正向口碑效应对实物型体育消费者购

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2）：
119-126.

［29］ 谢春龙，郑国华 .基于SEM的体育用品消费者自我概念一

致性、品牌依恋、品牌忠诚的关系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

学报，2022，48（6）：130-135.
［30］ 郑和明，张林 .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需求因素系统结

构机理研究——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J］.天津体育学

院学报，2017，32（1）：81-86.
［31］ 段爱明，邹凯 .我国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动因及创新路径

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5）：142-147.
［32］ 钟华梅，王兆红 .媒介使用能促使居民去现场观赛吗？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6）：676-687.
［33］ 荀阳，宋丽颖，黄谦，等 .产品涉入作用下的观赏型体育消

费忠诚度影响机理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
（6）：696-704.

［34］ 张瑞林，李凌，车雯 .冰雪体育旅游消费决策影响因素的质

性研究［J］.体育学刊，2017，24（6）：54-60.
［35］ 马培艳，张瑞林，车雯，等 .滑雪消费者对滑雪运动的品牌

个性感知与消费忠诚度的相关性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

学报，2019，31（2）：127-133.
［36］ 刘冬磊，崔丽丽，孙晋海，等 .产业生态覆盖与消费场景变

革：物联网时代下体育消费升级的探索与思考［J］.体育科

学，2022，42（4）：86-96.
［37］ 孙波，姚绩伟 .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

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2，36（1）：
103-112.

［38］ 李伟平，方程 .粉丝效应促进了体育用品消费吗？ 基于抖

音平台数据实证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4）：
441-452.

［39］ 陈元欣，刘恒，陈磊 .体育服务综合体消费场景营造的逻辑

动因、实践探索及提升策略［J］.体育学研究，2022，36（6）：
57-68.

［40］ 付群，王雪莉，郑成雯 .传统工业园区向体育综合体转型发

展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20，56（8）：65-75.
［41］ 黄佺，秦琴，董柔 .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多业态融合创新

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0，7：73-78.
［42］ 鲍明晓 .新发展格局下体育发展的新理念、新动能、新模

式、新机制研究［J］.体育科学，2022，42（1）：3-14.
［43］ 沈克印，吕万刚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理逻辑、

发展现实与推进思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
（11）：29-35.

［44］ 钱晓艳 .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发展［J］.西安体育学

院学报，2016，33（6）：701-705.
［45］ 沈克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

观形态与方略举措［J］.体育学研究，2021，35（2）：11-19.
［46］ 柴王军，陈元欣，李国，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

业阻滞表现、畅通机制与保障措施［J］.体育学研究，2021，
35（2）：20-28.

［47］ 黄谦，谭玉姣，荀阳，等 .体育产业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体育科学，2022，42（3）：
14-25.



《体育学研究》2023 年（第 37 卷）第 6 期

·122·

［48］ 邹新娴，杨松，白宇飞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体育消费升级的

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41（6）：
7-13.

［49］ 马晓卫，任波，黄海燕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的

特征、趋势、问题与策略［J］.体育学研究，2020，34（2）：65-
72.

［50］ 林舒婷，沈克印 .数字化变革下我国体育用品新零售模式

现实困境与推行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2，5：67-74.
［51］ 潘玮，沈克印 .数字经济助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基础、动力机制与实施路径［J］.体育学刊，2022，29（3）：59-
66.

［52］ 吴香芝，张继民，侯喆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新冠”疫情影

响和恢复策略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0，41（3）：17-24.
［53］ 任波，黄海燕 .后疫情时代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

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1，4：1-7.
［54］ 段绪来，付群 .中英体育产业发展综合比较及对我国的启

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1）：56-63.
［55］ 刘东升，徐光辉，陈艳 .体育消费的学理脉络、统计内容及

其实施策略［J］.体育学研究，2019，4：29-36.
［56］ 邓芳啸，布特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体育消费［J］.山西

财经大学学报，2021，43（S2）：35-37.
［57］ 朱体正 .体育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J］.天津体育学

院学报，2013，28（6）：543-547.
［58］ 陈永军，段鹏，高秋平 .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

实证研究［J］.体育学刊，2010，17（2）：33-37.

［59］ 张剑渝，刘英，杜青龙 .社会各阶层体育消费体验和行为比

较研究［J］.消费经济，2012，28（6）：81-85.

［60］ 吴克祥，刘伊慧 .深圳居民休闲体育消费分析［J］.体育文

化导刊，2013，11：93-96.

［61］ 王宏江 .都市青少年体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2016，52（2）：49-54.

［62］ 马天平，卢旭蕊 .时间挤出、收入促进与参与型体育消

费［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5）：85-96.

［63］ 贾文帅 .我国观赏型体育消费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与发展

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2，9：82-88.

［64］ 赵胜国，王凯珍，邰崇禧 .基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居民

体育消费观特征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5）：39-50.

［65］ 田虹，杨洋，刘英 . 社会阶层影响体育消费行为的心理模

式［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26（5）：471-475.

［66］ 鲍明晓 .论场景时代的体育产业［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45（7）：1-7.

［67］ 松家萍，白琳 .城市不同年代女性体育消费的实证分析［J］.

体育与科学，2012，33（3）：90-94.

（注：由于版面限制，参考文献［68-103］略，如需查询，请与

作者联系。）

作者贡献声明：

柳舒扬：提出论文主体，收集分析数据，撰写论文；

王家宏：设计论文框架，修改论文。

Review of Sports Consumption Research in China’s New-Era：Process，
Challenges，and Prospects

LIU Shuyang1， WANG Jiahong2

（1.School of Sport，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 China；2.Dongwu Think Tank，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se the features of sports consumption research in China’s new-era and explor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t adop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analyse 361 sports consumption articles from CSSCI 
Chinese core journals between 2012—2022. The main themes of contemporary sports consumption research focus on policy 
orientation，industry development，and era changes. Key takeaways include：(1)The establishment and agreement on sports 
consumption theories；(2)Growing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3)Demonstration of collaborative mindset and 
new-era features from research findings. Emerging challenges include：(1)Vague research positioning of sports consumption；
(2)Need fo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flecting new-era characteristics；(3)Lack of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pply side； 
(4) Need for further expansion for the research scope and research targets；(5)Need for updates and innov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Moreover，this research offer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sports consumption scholars and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1)It should be based on serving the Party and national strategies；(2)Taking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3)Innovation in sports consumption should be the core research theme；(4)Collabora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y 
should be the guiding direction；(5)The ultimate goal is to build the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system for sports consumption.
Key words：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sports consumption； sports industry； consumption upgrading；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