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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方法分析了闲暇时间、收入、教育程度

对中国居民平均每天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和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影音视听与上网是中国居民

占用闲暇时间最多的休闲活动;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减少居民在影音视听与上网中支配的时间,提高其在阅读

和消遣玩耍中花费的时间占比.②我国居民在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环节存在断裂现象,即中国居民或者完全不参与体

育锻炼,一旦参与到体育锻炼中,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即能达到较高水平;在不同年龄段中,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

占比均排在第2位.闲暇时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产生断裂现象的重要因素.③增加居民的闲暇时间、提高年收

入和受教育程度将有助于居民从不参与体育锻炼向参与体育锻炼有效转变.④与乡镇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

体育参与可能性;从性别角度看,16~29岁人群中男性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女性,30~44岁群体无显

著性别差异,45岁以后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在投入时间上,45~59岁女性人群的体育锻炼时间显著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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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dataofChinaHouseholdtrackingsurvey(CFPS),theeffectsofleisuretim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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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ofChineseresidentswereanalyzedbylogisticregressionandOLSregression.Theresults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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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① Video,audio-visualandInternetaccessaretheleisureactivitiesthatoccupythemostleisuretime

ofChineseresidents.Participatinginphysicalexercisecaneffectivelyreducethetimespentbyresidentsin

audio-visual,audio-visualandInternet,andimprovetheproportionoftimespentinreadingandentertain-

ment;② ThereisafractureinwhetherChineseresidents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thatis,Chinese

residentsordonot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atall.Oncethey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the

timeinvestmentratioofphysicalexercisecanreachahighlevel.Indifferentagegroups,theproportionof

timeusedforphysicalexerciserankedsecond.Theamountofleisuretime,incomeandeducationlevelare

theimportantreasonsforthisfracture.③Increasingresidents'leisuretime,increasingtheirannualin-

comeandeducationlevelwillcontributetotheeffectivetransformationfromneverparticipatinginphysical

exercisetoparticipatinginphysicalexercise;④Comparedwithtownshipresidents,urbanresidentshave

higherpossibilityofsportsparticip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gender,menaged16-29aresignificant-

lymorelikelyto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thanwomen;Therewasnosignificantgenderdifferencein

thegroupaged30-44years;Aftertheageof45,women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men.Intermsof

timeinvestment,thephysicalexercisetimeofwomenaged45-59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men.

Keywords:leisuretime;Chineseresidents;physicalexercise;timeinvestment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提高,闲暇时间内的生活内容及方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闲暇时间也称

为余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而言的非工作概念,指用于休闲娱乐、社会交往、自我发展等可供个人自由支

配的时间,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的基本保障[1].是否科学、健康地分配闲暇时间,是检验人们生活

方式与生活质量的标准[2-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闲暇内容和方式日益丰富,体育锻炼成为其重

要的部分.大量研究表明[5-10],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病的出现概率,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

水平.因此系统分析我国居民闲暇时间中体育锻炼参与现状,对于推进居民体育锻炼、提升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

目.该项目将闲暇时间界定为居民平均每天可自由支配用于各类休闲活动的时间总量,包括阅读传统媒

体、影音视听、社会交往、互联网娱乐、体育锻炼、消遣玩耍、公益活动、宗教活动和家务劳动等.本研

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信息作为数据来源,分析当前我国居民闲暇时间中体育锻炼参与的总体面貌,

通过选择不同变量分析居民体育互动的参与特征,拟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策略选择提供

数据支持.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调查了全国25个省市30000多个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选择

16~75岁年龄段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对相关变量进行数据清理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数为22552个,其中

16~29岁样本量3847个,30~44岁样本量7664个,45~59岁样本量7391个,60~75岁样本3650个.

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主要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广义线性

回归,它其中一个重要应用是估计优势比OR(OddsRatio).优势比也称之为发生比,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概

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用来分析某一解释变量变化导致的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变动情况.而OLS回归分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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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线性回归的参数估计,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

归模型分析闲暇时间、收入、教育程度、性别、城乡差异对不同年龄人群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采用OLS
回归模型分析以上变量对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

本研究以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来表示体育锻炼参与情况,重点考察3个方面:①是否参与体育锻

炼,考察居民休闲活动中是否有体育锻炼时间;②体育锻炼时间比,考察居民平均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占

平均每天休闲活动总时间的比重;③体育锻炼时间量,考察居民平均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总量.研究中所

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软件实现.

1.2.1 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Logistic模型

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所考察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如下:

因变量为体育锻炼时间,将体育锻炼时间投入等于0定义为不参与体育锻炼,参与时间大于0定义为

参与体育锻炼,即“0”代表“不参与体育锻炼”,“1”代表“参与体育锻炼”;

自变量:包括影音视听与上网、社会交往、消遣玩耍、阅读、其他及体育锻炼,闲暇时间是连续变量;

收入对数:为居民每月的具体收入数,以实际填写数据为准,本研究将收入数据进行对数转换,收入

对数变量是一个连续型变量;

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包括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大专、本科、硕士、博士),1=“小

学”、2=“中学”、3=“大学”;考虑到城乡差异较大,设置0=“乡村”,1=“城市”;性别方面:1=“男”,0=
“女”.年龄方面:1=“16~29岁”,2=“30~44岁”,3=“45~59岁”,4=“60~75岁”.

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因变量“体育锻炼”进行分析,发生比大于1且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

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发生比等于1,说明该因素与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无关系,发

生比小于1且值越小,说明该因素对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负向作用越大.发生比的绝对值用于衡量该因素

对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正负向作用程度[11-12].

1.2.2 居民体育锻炼时间量与体育锻炼时间比的OLS模型

因变量体育锻炼时间量与体育锻炼时间比均是连续型变量,本研究采用OLS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

考察的变量如下:①体育锻炼时间,指居民平均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总量,它是休闲活动时间的组成部分.
体育锻炼时间是连续型变量.②体育锻炼时间比是居民每天平均体育锻炼时间与每天平均休闲活动总时间

的比值.体育锻炼时间比是连续型变量,取值在0~1之间.
自变量:体育锻炼时间与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两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均与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模型一

致.自变量各系数为正数,说明该因素对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或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系数为负数,说明该因素对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或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起负向作用.系数的绝对值用于衡

量该因素对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或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的正负向作用程度[1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居民闲暇时间支配情况

为具体考察中国居民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及投入量的变化规律,有必要首先了解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和

基本不参与体育锻炼两类群体的闲暇时间利用状况.本研究将各类休闲活动时间与休闲活动时间总量的比

值高于1%的活动内容看作主要活动内容,将低于1%的活动内容列入其他活动.依据上述原则,将4个年

龄段人群的闲暇时间支配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对每个年龄段人群中是否参与体育锻炼进行2次区分,制作

了表1,用于随后的相关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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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居民闲暇时间支配情况统计表

年龄分区
是否参与
体育锻炼

影音视听
与上网/%

社会交往
/%

消遣玩耍
/%

阅读
/%

其他
/%

体育锻炼
/%

16~29岁
参与 30 14 12 15 3 18

不参与 62 18 9 8 3 无

30~44岁
参与 45 14 9 11 3 18

不参与 64 21 7 5 3 无

45~59岁
参与 44 14 9 9 3 21

不参与 70 19 7 3 1 无

60~75岁
参与 39 15 10 7 5 24

不参与 60 23 9 3 5 无

2.1.1 参与锻炼人群的闲暇时间支配特征分析

分析发现,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中“影音视听与上网”“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是该群体闲暇时间最主

要的3种支配方式.不同年龄段中,“影音视听与上网”均是占用闲暇时间最多的方式,在“30~44岁”和

“45~59岁”2个年龄段人群中,用于“影音视听与上网”的时间占比较为突出,分别达到45%和44%.
整体来看,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中“体育锻炼”的时间占比相对较高,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排到第2.说明

人们一旦参与体育锻炼,便会拿出较多的时间投入其中,说明体育锻炼参与具有较好的“时间粘性”.而随

着年龄的增加,人们会逐步提高体育锻炼在整个闲暇时间中的支配比例,在“16~29岁”和“30~44岁”年

龄段,体育锻炼在闲暇时间中的占比均为18%,而“45~59岁”和“60~75岁”年龄段,这一比例分别提升

至21%和2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对于体育锻炼的重视度和参与度都出现提升.
此外,虽然参与体育锻炼占去人们较多的闲暇时间,但与“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相比,不同年龄段“参与体

育锻炼人群”用于“消遣玩耍”和“阅读”的时间占比普遍较高,表明“参与体育锻炼人群”在闲暇时间的分配

上更为均衡,闲暇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

2.1.2 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的闲暇时间支配特征分析

在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中,“影音视听与上网”“社会交往”和“消遣玩耍”是该群体闲暇时间主要的3种

休闲方式,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影音视听和上网”.从表1可知,在不同年龄段中,

“影音视听和上网”占用闲暇时间的比例均达到或超过了60%,在“45~59岁”年龄段,这一比例甚至到达

70%.说明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休闲方式过于单一.
将用于“影音视听与上网”和“社会交往”的时间合并计算,能够发现这2项内容占据了不参与体育锻炼

人群80%以上的闲暇时间,在“45~59岁”年龄段的人群中,这2项内容所占用的时间比例甚至达到了

89%.单一的闲暇时间支配方式同时体现在用“阅读”时间极为有限,即便在最年轻的“16~29岁”年龄段的

群体中,用于阅读的时间占比也仅为8%,而在“45~59岁”和“60~75岁”年龄段这一比例仅有3%.这进

一步说明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呈现出单调的闲暇生活方式,不利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2.2 中国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休闲活动参与时间会受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的影响,并具有性别和城乡差异[14].为进

一步了解居民闲暇时间的利用结构及体育锻炼在休闲活动时间中的比重和影响体育锻炼时间投入的因素,

我们对不同年龄人群在闲暇时间、收入、教育程度、性别、城乡差异上是否参与体育锻炼进行Logistic分组

回归分析,探讨这些因素与居民参与体育锻炼之间的相互关系(表2).“教育程度”类,中学和大学的回归分

析结果是以小学作为对照组呈现;“城乡”类,城市的回归分析结果以乡村作为对照组呈现;“性别”类,男

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以女性作为对照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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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体育锻炼 16~29岁 30~44岁 45~59岁 60~75岁

闲暇时间 1.23*** 1.42*** 1.49*** 1.42***

收入对数 1.00 1.06** 1.11*** 1.17***

教育程度
中学 2.25*** 1.92*** 2.18*** 2.10***

大学 5.54*** 5.47*** 5.90*** 2.17***

城乡 城市 1.36*** 2.31*** 2.52*** 2.64***

性别 男 1.41*** 0.89* 0.83*** 0.73***

截距项 0.03*** 0.01*** 0.01*** 0.15***

样本量 3847 7664 7391 365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表2可知,不同变量对于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特征如下:①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无

论哪一组年龄段人群,居民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参与体育锻炼的发生比均会显著提高;②收入的提高对

16~29岁年龄段人群是否参与体育锻炼没有显著影响,但对30岁以上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发生比具有显

著促进作用,并随年龄的增加促进作用越大;③无论哪一组年龄段人群,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体育

锻炼的发生比越高,“大学”与参照组“小学”的发生比显著性在4个年龄段均高于“中学”与参照组“小学”发

生比;④城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且随着年龄段增加出现递增趋势;⑤16~29岁

年龄段人群中,男性参与体育锻炼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女性(比值为1.41),而30岁以后,女性参加体育锻炼

发生比高于男性.

2.3 参与体育锻炼人群投入锻炼时间OLS回归分析

2.3.1 参与体育锻炼人群投入锻炼时间比的OLS回归分析

体育锻炼时间比是指平均每天体育锻炼时间占休闲活动总时间的比重,反映体育锻炼在居民休闲活动

中的地位.对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体育锻炼时间比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观察居民是否真的存在体育锻炼参与

的“断裂现象”.
表3显示,通过增加闲暇时间、提高收入和提高受教育程度均不能提高居民体育锻炼时间占休闲活动

总时间的比重.尽管前述居民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多的闲暇时间、较高的收

入和教育程度促进了居民从不参与体育锻炼向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转变,但对已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的人

群却表现为负向作用或没有显著作用.特别注意的是,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已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的人

群的体育锻炼占休闲活动总时间的比重反而显著降低,可见闲暇时间的增加是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基本保

障,在此保障下依然存在居民要么不参与体育锻炼,要么热衷于参与体育锻炼的现象.
表3 有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体育锻炼时间比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体育锻炼时间比 16~29岁 30~44岁 45~59岁 60~75岁

闲暇时间

收入对数

教育程度
中学

大学

城乡 城市

性别 男

截距项

调整后的R 方

样本量

-0.018*** -0.023*** -0.023*** -0.024***

-0.094*** -0.010*** -0.011*** 0.002

-0.019 -0.028*** -0.024*** -0.019**

-0.030** -0.040*** -0.035*** -0.037

-0.006 0.001 0.033*** 0.025***

0.009 0.003 -0.021*** -0.006
0.350*** 0.403*** 0.437*** 0.354***

0.134 0.167 0.172 0.157
925 1464 1828 11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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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参与体育锻炼人群锻炼时间投入量的OLS回归分析

提高居民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是推进体育锻炼参与的直接目标.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和现代休闲活动

的增多,增加的闲暇时间不一定按原有闲暇时间利用结构比例分配,增加的闲暇时间可能会更多地投入到

其他活动时间不足的休闲活动中,从而造成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降低,但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依然有可能

增加.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制作了参与体育锻炼人群锻炼时间投入量的OLS回归表(表4),探究闲暇时间、

收入、教育程度对居民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的影响.
表4 有参与体育锻炼人群锻炼时间投入量的OLS回归

体育锻炼时间比 16~29岁 30~44岁 45~59岁 60~75岁

闲暇时间

收入对数

教育程度
中学

大学

城乡 城市

性别 男

截距项

调整后的R 方

样本量

0.076*** 0.080*** 0.104*** 0.121***

-0.034*** -0.031*** -0.034*** 0.012

-0.099** -0.099*** -0.046 -0.050
-0.143** -0.156*** -0.088* 0.037

0.013 0.028 0.141*** 0.133***

0.038 -0.020 -0.094*** -0.047
0.722*** 0.771*** 0.7481*** 0.386***

0.109 0.116 0.177 0.200
925 1464 1828 11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4个年龄段人群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均与闲暇时间总量显著正相关,除60~75岁年龄

段人群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与个人收入关系不显著外,其余3个年龄段人群与个人收入显著负相关.16~

29岁和30~44岁年龄段人群的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均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45~59岁、60~75岁年龄段

人群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均与受教育程度无显著性差异.16~29岁和30~44岁年龄段人群体育锻炼时间

投入量在城乡和性别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异,45~59岁和60~75岁年龄段人群城市显著高于乡村,女性显

著高于男性.尽管随闲暇时间的增加参与体育锻炼人群的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降低,但其体育锻炼时间投

入量依然提高,增加居民的闲暇时间无疑是促进居民体育锻炼时间投入的主要措施,而教育和收入的提高

不再具有促进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影音视听与上网是中国居民占用闲暇时间最多的休闲活动.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减少居民在影音

视听与上网中支配的时间,提高其在阅读和消遣玩耍中花费的时间占比.这说明参与体育锻炼有助于优化

和均衡居民闲暇时间的支配方式,丰富其闲暇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2)中国居民在是否参与体育锻炼环节存在断裂现象,即中国居民或者完全不参与体育锻炼,一旦参与

到体育锻炼中,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即能达到较高水平.在不同年龄段中,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占比均排

在第2位,仅次于影音视听与上网;闲暇时间多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产生这种断裂现象的重要原因.增

加居民的闲暇时间、提高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将有助于居民从不参与体育锻炼向参与体育锻炼有效转变.

3)与乡镇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体育参与可能性.从已经参与到体育锻炼中的人群看,城市

45岁以上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间投入比与投入时间量显著高于乡村,45岁以下群体则无显著差异.

4)从性别看,16~29岁年龄段人群中男性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女性;30~44岁年龄段群

体无显著性别差异;45岁以后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在投入时间上,45~59岁年龄段女性人群的体育锻炼时

间显著高于男性,其余各年龄人群在体育锻炼投入时间上未体现出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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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议

①建议对不参与体育锻炼人群制定针对性政策和办法,促进该类人群从不参与体育锻炼到参与体育锻

炼转变;②建议重点关注45岁以后男性参与体育锻炼的发生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多关注中年以上男性群

体;③对于已经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建议通过组建社区锻炼团队等方式,将体育锻炼与社会交际有效融

合,以此提高其体育锻炼时间投入量.④加强乡镇体育公共设施供给与体育锻炼指导,提升乡镇居民的体

育锻炼参与度,平衡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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