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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版体育消费新数据出炉

“00后”群体体育消费力最高
体育消费市场的行情如

何？这不能靠主观臆测，得
有更多真实数据来支持才
行。近日，《2022年上海市
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正
式发布。数据显示，本市居
民去年人均体育消费3435.6
元，仍领先全国大部分城市；
在各年龄段中，“00后”及之
后群体的体育消费力最高。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体育消费总规模约850亿元
人均3435.6元处全国领先

喀什地区迎来
晚报杯“帽子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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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启蒙
青少年体育梦想

在以电话调查形式展开，接触了
覆盖上海市全部街镇的248897个样
本后（共回收分析9706份有效居民样
本），《2022年上海市居民体育消费调
查报告》终于携大量数据，来到公众面
前。

报告显示，在2022年里，上海居
民人均体育消费3435.6元，占当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4.32%）和人均消费支
出比重（7.46%）基本持平于2021年，
仍旧领先全国大部分城市。据此测
算，2022年上海市体育消费总规模约
为850.62亿元。

按照现在的业内共识，体育消费

可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实物型体育消
费和服务型体育消费。报告显示，本
市居民在去年还是更侧重实物型体育
消费，占比达59.5%，服务型体育消费
的比重是40.5%（较2021年有所降低，
但较2020年仍有所增长）。运动服装
鞋帽、运动装备器材、智能体育设备、

健身会费及指导均处在发展优势区，
人均消费金额及消费发生率均较高。

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呈现出不同的
消费特点。无论是在去年约850.62亿
元的体育消费总规模里，还是在
3435.6元的人均数据里，都体现出如
下趋势：越年轻体育消费能力越强，服

务型消费比例越高，消费结构更加均
衡。

在“00后”及更年轻的群体中，他
们2022年的人均体育消费数额达到
5677.2元，体育消费发生率为95.7%，
都处于领头羊位置。紧随其后的是各
项数据都十分接近的“80后”“90后”，

“80后”人均体育消费4091.6 元，“90
后”人均体育消费4001.6元，这两部分
群体的体育消费发生率都是89.6%。
而在更年长的人群中，数据落差就较
为明显：“70后”人均体育消费3427.2
元，体育消费发生率89.3%；“60后”及
更年长群体人均体育消费1756.1元，
体育消费发生率68.7%。

“00后”及之后群体的服务型消
费比例最高（49.2%），消费“体育教育
培训服务”“健身会费及指导”的金额
远高于其他代际。“60后”及更年长群
体更喜欢传统的、公益性的体育活动。

体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反之，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也会在
体育消费上有敏感的体现。

“双减”政策出台后，去年3岁至
17岁的上海青少年人均体育消费数额
为6474.3元，较2021年的8041.4元有
所下降，但仍是成年人的约两倍。另
一方面，本市成年女性在2022年的人
均体育消费略高于本市成年男性。青
少年和女性的体育消费前景被看好。

3岁至17岁的上海青少年，他们
表现突出的体育消费项目包括运动服
饰鞋帽、健身会费及指导、运动健身装
备器材等。

去年，本市成年女性人均体育消
费 3326.6 元，较男性高 148.8 元。同
时，成年女性对服务型体育消费投入
更多，尤其在健身会费及指导、体育培
训和教育上的消费显著高于男性。而
在3岁至17岁的青少年群体中，女孩
的消费发生率略高于男孩，但男孩的

人均体育消费金额远高于女孩，差值
达千元以上。可以由此预判，女孩的
体育需求可能没有被很好地满足。

在本次调查关注的四类（户外、钓
鱼、冰雪、电竞）新兴运动中，户外运动
展现蓬勃生命力，群众基础最广（消费
发生率29%），但人均消费较低（1192

元）；钓鱼运动人均消费最高（2317.4
元），冰雪运动次之（2198.1元）。

吸引人们进行体育消费最核心的
三大因素是场地供给优化、消费专项
促进、丰富赛事活动。其中，上海的场
地优化不再局限于“新增”，服务完善
的需求也被大量提及。此外也可以看
到，居民们希望产业发展更多考虑公
益性、群体友好性和配套性。

据调查显示，计划2023年增加体
育消费领域投入的受访者占32.03%，
较上一年度增加了13.4个百分点。未
来一年，体育消费趋势预期向好。

女性和青少年前景广
整体消费趋势预期向好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是一片多元开
放的大舞台，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很
多想象得到的运动锻炼的画面，也会
看到一些平日里相对少见的参赛者。

“蓝朋友”们拿冠军啦，在近日落幕的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第十五届“双拥杯”
驻沪部队军民健身大赛中，上海市消
防救援总队凭借篮球、拔河、乒乓球、
军体拳、舞龙舞狮、粽子球六个单项第
一，以及跑步射击的第二名、软式飞镖
的第三名，成为今年赛事的团体总冠
军。

走出疫情阴霾后，“双拥杯”恢复
了更多线下板块。这回的赛事开幕仪
式被安排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内举
行，并且仪式与定向运动相结合。更
有纪律地签到、集结，在比赛开始前向
烈士纪念碑献花，不落下一张纸屑地
文明参赛……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体
育赛事相比，这场比赛在让参与者们
动起来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份向先辈
英烈致敬和一种向“红色文化”的走

近。
以往人们提到“红色地标”“红色

文化”，第一时间想到的很可能都是其
庄严肃穆的一面，在亲民性上似乎总
缺了一点“接地气”。如今，让群众体
育与“红色地标”牵起手，让参与者能
在动起来的氛围中去接受“红色文化”
的熏陶，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相得益彰
的跨界组合。

“双拥杯”已经走到了第15个年
头，成为广大官兵参与健身、喜迎八一
建军节的品牌赛事。说回这次拿了团
体总冠军的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其
实在2017年的“双拥杯”上，他们也曾
获此荣誉。并且，通过年复一年地参
赛，以消防灭火为本职的“蓝朋友”们

也各自练出了一些绝活。比如，以长
宁支队成员为主要班底的粽子球，以
崇明支队成员为主要班底的舞龙舞
狮，还有虹口支队的软式飞镖等，都已
渐渐做出口碑，成了同场竞技者眼中
公认的高手。

本届赛事以“牢记使命砺精兵，健
身强军争第一”为主题，16家驻沪部
队、原部队转制单位、地方单位等通过
组织发动、认真选拔，共有8600余人
参加了篮球、乒乓球、定向运动、羽毛
球、军体拳、软式飞镖、龙狮、粽子球、
拔河、跑步射击等10个单项体育赛事
的选拔赛，最终1524人晋级决赛。比
赛期间还开展了八类文体培训，共计
233学时（每学时45分钟），参与培训

人数1772人。
通过军民健身大赛活动的举行，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两大国家战
略更加深刻地融入了本市的双拥工
作，对促进驻军间的合作与交流起到
了积极作用，展现了双拥共建风采，展
现了新时代军民的良好精神面貌，也
增强了“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社会
氛围。

本报记者 丁荣

7月 14日，2023南京路步行街
新乐元“G-Power电竞嘉年华”暨数
创南步街系列行动拉开帷幕。开幕
式上，数字创新产业青年发展联盟
对联盟新成员进行授牌；组委会正
式对外发布“茶+红色文化+电竞”的
文创项目之“竞”茶系列产品。

恰逢亚运盛事，本次活动以“中
国电竞，讲中国故事”为主题，以“数
字体育”“文化交流”“产业融合”为
关键词，用南京路步行街独有的开
放交融文化氛围增强年轻一代的参
与热情和互动体验，用经典品牌文
化与集结头部厂商、国际赛事资源
的专业赛事交相呼应，着力“赛事+
文化”，讲好数字体育的中国故事。

本次比赛设立公开组、企业组、
高校组三个组别，并在开幕式现场
设立了现场互动水友赛。赛事共聚
集超过800支队伍，有超过4000名
电竞爱好者，并有多家企业热情参
与其中。同时，活动期间由8000余
辆出租车、轨交等城市窗口对外展
示，热度空前。

本次活动举办地址覆盖到了南
京路步行街全线。丰富多彩的活动
形式将南步街打造成一个赛事与文
化并进、老字号与新消费交汇、中国
电竞融入海派城市文化、校企联动
与数字产业交互的新乐园。

以电竞为笔
书中国故事
南京路步行街上演电竞嘉年华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蓝朋友”们赢冠军
双拥互动塑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