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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研究

□刘晓莲

[摘 要 ] 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活动对于人们越来越重要。本文首次采用 CGSS2006 微观调查数据对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参

与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收入、性别、幸福感以及住房状况对于休闲活动的参与

存在促进作用，年龄、婚姻以及失业对休闲活动的参与存在阻碍作用。
[关键词 ] 城市居民; 休闲活动;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 F59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6 － 5024 (2012 )09 － 0134 － 04
[作者简介 ] 刘晓莲，赣南师范学院文旅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旅游贸易。( 江西 赣州 341000)

Abstract: Leisure activities ar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s society advances． This paper execut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alyzing
the impacting factors of leisur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by using CGSS2006 Survey Dat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ducation， income， gend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ccommodation can stimulate leisur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neverthe-
less， age， marriage and unemployment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leisur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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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休闲时

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为人们增加休闲活动的数量和提高休

闲活动质量提供了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参与休

闲活动对于健康与幸福的重要性。休闲是一个国家生

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更是衡量城市社会文明和居民

生活质量的标尺。因此，探究城市居民选择休闲方式

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
进行休闲活动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休闲活动的概

念进行界定。关于休闲一般有 3 种理解: 第一种从时

间角度，即把一天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这

种分法非常笼统且不准确，因为非工作时间并非全

部用于休闲活动，比如睡觉和家务活动; 第二种从休

闲活动内容角度，大致分为娱乐、休息和自我实现三

个方面; 第三种从内心的感受出发，认为休闲是自由

选择的愉悦活动，亦是追求快乐和探索生命意义的

过程。休闲活动种类繁多，总体而言，休闲活动主要

包括享乐、健康、审美和人的发展四个方面的价值。
本文所指的休闲活动包括四类: 第一类为运动性的

休闲活动，包括能锻炼体魄、培养技能的一些项目，

如打球、登山、游泳、骑车等; 第二类为艺术性的休闲

活动，包括一些能培养情趣和气质并增进个人心智

能力的活动，如绘画、写作、书法、音乐欣赏、阅读等;

第三类为社交性的休闲活动，包括能学习社交关系

增进人际关系的一些活动，如探亲、宗教活动、郊游、
聚会等; 第四类为康乐性的休闲活动，主要涉及日常

生活中那些纯粹为了放松和消闲，一个人可随意进

行简单易行的娱乐活动，如看电视、看电影、听广播、
上网等①。

本文探讨影响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的因素，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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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GSS2006 ②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全文

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为引言; 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

述;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

为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休闲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成果

非常丰富。在休闲行为特征的研究方面，杨国良

( 2002) 以成都市居民为例，研究了居民在歌舞、茶楼、
电影和公园休闲活动的特征差异，发现项目休闲频率

最高的是茶楼休闲者，其次是歌舞娱乐者，电影观众

和公园休闲者的项目休闲频率最低。金倩和楼嘉军

( 2006) 以武汉市为例，针对市民在休闲方式选择中体

现出来的各种偏好进行了分析，并对由此形成的市民

休闲方式特征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宇泽群等( 2009) 研

究了北京市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发现不同职业

居民的休闲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居民的休闲

活动质量还处于较低水平。
许多文献指出居民的休闲行为受到许多因素的

影响，比如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教育程度以及性别

等。Fitzgerald( 1995) 通过研究爱尔兰青少年的休闲方

式，发现青少年休闲活动的选择参与性与他们的兴趣

爱好有极大的关联性。王梅香 (2003 )针对青少年的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类型为

“大众媒体”，反而在参与“户外活动”方面较缺乏。速

婷治 ( 1999 ) 认为未婚者在娱乐的休闲参与类型上显

著高于已婚者，而户外休憩性、社交性及技艺嗜好性

休闲参与则是已婚者显著高于未婚者。许瑛玲 ( 1994 )
指出，收入低者较常选择看电视、听广播等低消费娱

乐型休闲活动，而收入较高者则注重个人知识的获取

及社交生活的扩充。黄永福 ( 2003 )发现性别在休闲参

与程度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参与户外类、运动类、娱乐

类及嗜好类休闲活动程度高于女性，女性参与社交类

及团体类休闲活动程度高于男性。蒋奖等( 2011) 对中

青年人为研究对象，发现性别以及是否有孩子等人口

变量会影响居民休闲活动。
综合分析，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特别是国内学

者的研究基本运用相关分析方法介绍休闲活动的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但是相关分析并不能说明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更多影响居民休闲行为的因

素，运用多元回归对影响居民休闲行为的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

三、模型、数据和方法

( 一) 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根据相关文献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的影响

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受教育年限、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和工作单位性质、住
房产权状况以及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构建了以

下计量模型:

Leii = β1 + β2hapi + β3agei + β4geni + β5mari +
β6edui + β7inci + β8worki + β9wtypei + β10houseRi +
β11houseQ + 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 Leii 表示第 i 个被调查者的休

闲活动参与指数。在休闲活动参与程度的衡量方面，

CGSS2006 调查了受访者在闲暇时间从事的 12 种休

闲活动，受访者对参与休闲活动的频率进行选择，有

7 个选项: 差不多每天、一周几次、一周一次、一周几

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以及从不，我们分别赋值为

7 － 1 的整数，最后按照受访者各选项所得分值累加

即为总体休闲活动参与指数。同时我们根据 12 种休

闲活动分为运动型、艺术型、社交型以及康乐型休闲

活动，以比较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
解释变量 hapi 表示第 i 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

感，在构建居民幸福感指标时，以往文献只是测量总

体幸福感，如设计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

吗? ”，赋值为 1 － 5 的整数，分别对应着受访者的“非

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等
回答选项( Knight et al． ，2009)。而 CGSS2006 对幸福

感的测量更为精细，主要关注了受访者在家庭经济状

况、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住房状况、所居住的社

区、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 ( 吴明霞，2000) ，受访

者回答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则编码为 1，回答

为“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则编码为 0，回答为“不

适合”则视为缺失值，最后将其所得分值累加即为综

合主观幸福感指数得分。
控制变量方面，agei 为年龄。geni 为性别。mari 为

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同居、已婚原配、分居、离异和丧

偶 6 种情况。edui 为受教育年限。inci 是收入。worki 为

工作状态，分为有工作、曾工作以及从未工作。wtypei
为工作类型，包括党政部门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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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制外企业。horseRi 为住房产

权状况，住房产权状况是根据问

卷 中 家 庭 住 房 产 权 相 关 信 息 而

来，将现住房为“自己所有”、“夫

妻共同所有”、“配偶所有”且除现

住房外没有其他住房的受访者视

为“有房者”编码为 1; 除了现住房

外还有其他产权房的受访者视为

“多房者”，编码为 2; 将现住房产

权或租赁状况为“租住单位房”、
“租住公房”、“租住私房”以及“集

体宿舍”“借住”和“其他”的受访

者视为“租房者”，编码为 0。
houseQi 为住房质量。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 CGSS2006，本

次调查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 2000 年人口普查 ) 采用

多 阶 分 层 随 机 抽 样 方 法 完 成 抽

样，样本覆盖全国 28 个省级单位

的 18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总样本

量为 10151，其中农村样本 4138，

城市村样本 6013。根据本文研究

目的，只选取了城市样本中具有

城镇户口的样本，同时剔除了其

中户口所在地为乡镇以及外来人

员 样 本 ， 得 到 的 样 本 总 量 为

4031。另外，对缺失值采取国际通

用的列删方法，最后得到有效样

本量为 267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 cgss2006 数据库是横截

面数据，基本可以不考虑序列相关问题，为了保证模

型估计的有效性，模型估计仅控制了异方差问题，在

大样本条件下，如果解释变量与扰动项无关，那么估

计量是一致有效估计。
为了控制估计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首先进行经典

最小二乘回归后，执行 Breusch － Pagan 检验异方差，

各模型的估计均拒绝了模型无异方差的零假设，表明

模型存在异方差，因此，报告的所有模型都是采用稳

健的最小二乘估计( white，1982) 的估计结果。表中的

模型 1 为总体休闲参与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2 至模

型 5 分别呈现了运动型、艺术型、社交型与康乐型休

闲活动参与的模型估计结果。
分析模型 1 的估计结果，发现教育年限的估计系

数在 1% 的显著水平显著为正，且系数较大，表明教

育年限对城市居民参加休闲活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

用，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更加意识到参与休

闲活动对自身的重要性，且一般为脑力劳动者，相对

于受教育程度低者而言，他们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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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显著水平显著为正，但估

计系数较小，说明收入的提高会促进城市居民参与休

闲活动但作用不明显，实际上，收入的增加一方面会

提高参与休闲活动的意愿以及广度，另一方面却会减

少闲暇时间。性别的估计系数十分显著且为正，而且

估计值较大，表明男性在休闲活动参与方面显著多于

女性，这来源于两性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幸福感对休闲活动的参与存在非

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的幸福感反映了居民的心情

舒适度以及心理满意度，同时也反映了居民的性格特

征，幸福感强烈的居民自然会更多地参与休闲活动。
年龄的估计系数十分显著且为负，但估计值较小，一

般而言，年龄的增大意味着体力的下降以及休闲范围

的缩小。十分重要的是，住房产权状况以及住房质量

的估计系数均十分显著且为较大正值，说明两者对城

市居民休闲活动的参与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为住

房问题关系到居民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和幸福感，进

而影响到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意愿。婚姻状况方面，

发现已婚原配、再婚、离异和丧偶这几种状况对城市

居民休闲活动的参与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而同居与

分居对休闲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工作状况方面，研究

发现失业会减少居民参与休闲活动，这是因为失业会

导致比较消极的生活态度，进而降低参与休闲活动的

积极性。最后，单位类型的估计均不显著，表明单位类

型对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
各种休闲活动类型的模型估计结果与总体休闲

活动的模型估计结果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如此，

却发现性别对运动型和艺术型休闲活动的影响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女性和男性对于健康以及自我发

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另外，年龄因素对运动型休闲活

动存在正向的影响，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会更

加注重自身的健康，因而更多地参与健身等运动休闲

活动。最后，如果居民为集体企业或者体制外职工，居

民参与运动型以及康乐型休闲活动相比国有企业的

职工少，因为国有企业职工具备工作的稳定性以及较

高的待遇。

五、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活动对于人们越来越重

要，是人们幸福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内关于休闲活动

的研究却没有深入。本文首次采用 CGSS2006 微观调

查数据，对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参与的因素进行了

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收入、
性别、幸福感以及住房状况对于休闲活动的参与存在

促进作用，年龄、婚姻以及失业对休闲活动的参与存

在阻碍作用。

注:

① CGSS2006 所指的休闲活动包括 ． 看电视，阅读报刊，

浏览互联网，上网聊天、打游戏 ( 康乐型) ; 读文学、社会科学

或科技类的书，听音乐、歌剧 ( 艺术型) ; 健身或参加体育锻

炼，外出郊游( 运动型) ; 打牌、打麻将，去咖啡馆或酒吧 ，坐茶

馆，外出就餐( 社交型)。

②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

科学部提供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6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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