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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men＇s Sports about“Villages in city" in
Zhangzhou

喻丙梅，周传志
YU Bing － mei ，ZHOU Chuan － zhi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福建省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体育

参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城中村”妇女的工作时间长、体育意识淡薄，体育

参与率和体育消费较低，对体育活动的组织和体育设施的投入要求不高。影响“城中

村”妇女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有年龄、工作时间、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建议

政府管理部门加强对“城中村”妇女进行体育卫生健康教育的宣传，适当增加“城中村”
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的投入，并协调相关劳动部门调整中低阶层群体的收入分配，缩短

女工的工作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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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 literature methods，survey method to investigate Sports participation present
situation of women " Villages in city" in Zhangzhou; results shows: women ＇s long working
hours，sports consciousness is indifferent，low participation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sports
consumption，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facilities into less demanding; Effects of " village
in city" women in sports occupations，working time and family monthly income; construction
authority to strengthen women’s sport health education campaigns of“village in city"，in-
creased " village in city" input in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sport facilities，and coordinating rel-
evant lower － class groups in the labor sector adjust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and shorten
working hours for women workers． Enhanced " village in city" women＇s sports consciousness，
and to guarantee the " villages inside cities" under less pressure of women in the econom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Key words: Village in city; Women; Sport participation; Sport concept; Sports requirements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极

大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活力和参与、权利意识，另一

方面也催生了如“城中村”这样的特殊现象。所谓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被全

部征用，全体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但这种滞

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

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也被称为“都市里

的村庄”，同时“城中村”也是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

区，生活 与 生 产 设 施 比 较 简 陋，治 安 状 况 比 较

差［1］。福建省漳州市的“城中村”是中国无数“城

中村”的典型代表，它是在厦、漳、泉三地城市化高

速发展的进程中和厦、漳、泉同城化的过程中漳州

市城市中心向外围扩张的结果。作为社会文化一

部分的“城中村”体育以其特有的魅力和功能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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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完善城中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功

能、引导教导居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

起到应有的作用［2］。
相关研究已经表明，虽然中国女性在改革开放

以来，体育参与的比例和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和男

性的体育参与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种性别差异和

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制约着女性体育的进一步发

展。“城中村”中的广大妇女改变了户籍和经济地

位，是否也意味着她们的体育参与意识和行为在发

生变化? 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选取漳州这样一个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问题有一定代表性的中

小城市，来研究其中女性体育参与情况及影响因

素。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漳州市区的 14 个城中村( 金峰村、下碑村、
上墩村、塔后村，西洋坪村，洋筠村，景山村，康山

村、岱山村，土坪村，土白村、瑞京村、南坑村、巷口

村) 中的现居妇女( 居住时间超过半年) 作为调查

对象，将其体育现状作为研究对象。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期刊网，中国

博、硕论文等数据库，收集与“城中村”妇女和体育

相关的文献资料。
1． 2． 2 问卷调查法 在文献分析和专家咨询的基

础上，设计出“城中村妇女体育现状问卷”，经呈送

相关专家反复修改，保证了问卷的效度。对漳州市

14 个“城中村”的妇女进行走村入户的随机调查，

并进行逐项解释说明，力争做到让文化水平比较低

的“城中村”妇女理解问卷并如实填写问卷，以保

证回收问卷的有效性，每村各发放问卷 30 份，共

420 份问卷，问卷采取当场回收，其中有效问卷 358
份，有效率 85. 2%。
1． 2． 3 数理统计法 将问卷输入统计软件SPSS18. 0，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正式统计分析之前，对问卷的信度

进行了可靠性分析，将各题目的应答分值和总分的高

低相关性不强的题目删除，最后问卷的 Alpha 系数达

到 0. 8153，信度较好，可以进行统计结果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漳州市“城中村”妇女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城中村”妇女大多在

45 岁以上，占总调查人数的 63． 1%，而 35 岁以下

的妇女只占 11． 5%，“城中村”环境治理较差，很多

年轻妇女不愿意呆在村里，以种种方式搬离了“城

中村”。当然“城中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

低，小学及以下的占 50． 2%，而专科以上学历的妇

女只有 3． 1%。由于“城中村”良好的区位条件和

低廉的建设成本使“城中村”出租房屋比率相当

高，所调查的妇女中有 34． 1% 为外来租户，显示出

“城中村”也是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地。“城中村”
大部分本土妇女靠房屋出租再加上村里的分红收

入，过着相当富裕的物质生活，部分家庭平均生活

水平超过城市，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企业。调查结果

显示，“城中村”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初级饮

食娱乐、交通运输、建筑业、农副产品和蔬菜零售等

行业，或是以房屋租赁为主。所调查的“城中村”
妇女家庭月收入在 5 000 元以上占 38%，有的甚至

更高，高收入的背后意味着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

大等，月收入在 2 000 元以下的只占 11． 2%。不过

“城中村”妇女的每天工作时间在 12 h 以上的占

56． 7%，由于所从事的工作多为餐饮、建筑、农副产

品及蔬菜零售业，或自办企业，工作时间长，工作强

度大。

表 1 “城中村”妇女基本情况统计

内容 类别 频率

有效

百分比

( % )

累积

百分比

( % )

年龄 56 岁以上 109 30． 4 30． 4
46 ～ 55 岁 117 32． 7 63． 1
36 ～ 45 岁 91 25． 4 88． 5
35 岁以下 41 11． 5 100． 0

受教育

程度

专科及以上 11 3． 1 3． 1
高中 69 19． 3 22． 3
初中 96 26． 8 49． 2
小学及以下 182 50． 8 100． 0

职业 行政事业单位 11 3． 1 3． 1
餐饮娱乐业 68 19． 0 22． 1
建筑业 87 24． 3 46． 4
交通运输业 32 8． 9 55． 3
农副产品及

蔬菜零售业
102 28． 5 83． 8

私企业主 26 7． 3 91． 1
其他 32 8． 9 100． 0

2． 2 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现状

2． 2． 1 “城中村”妇女体育锻炼情况 本研究的

体育参与，主要是以直接参与为主，也就是直接参

与到体育锻炼中，亲身体验。调查结果如表 2 所

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城中村”妇女只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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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而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妇女有 54. 5%。

表 2 “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总体情况

内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 累积百分比( % )

经常参加 24 6． 7 6． 7
偶而参加 139 38． 8 45． 5
从不参加 195 54． 5 100． 0

2． 2． 2 “城中村”妇女选择的运动项目和每周锻

炼次数 “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主要

对其所选择的运动项目和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

数进行研究。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 城中村妇女所

选择的运动项目比较单一，且每周锻炼的次数也很

少，每 周 体 育 锻 炼 次 数 在 3 次 及 以 上 的 只 有

6. 7% ; 偶尔参加体育锻炼的，每周参加锻炼的次数

不确定，有的 1 年也不过参与锻炼 1 ～ 2 次或几次。
在调查过程中，她们认为看别人锻炼也是自己参与

锻炼，所以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有所影响。在运动

项目的选择上，“城中村”妇女多以广场舞为主，其

次是散步或跑步。另外“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锻

炼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晚饭后，其他时间少有人参加

体育锻炼。

表 3 “城中村”妇女选择的运动项目和每周锻炼次数

内容 类别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 )

累积百分比

( % )
运动

项目

广场舞 91 25． 4 25． 4
小球类 3 0． 8 26． 3
散步

或跑步
40 11． 2 37． 4

其他 29 8． 1 45． 5
无 195 54． 5 100． 0

每周

锻炼

次数

3次及以上 24 6． 7 6． 7
2 次 33 9． 2 15． 9
1 次 61 17． 0 33． 0
不确定 45 12． 6 45． 5
0 次 195 54． 5 100． 0

2． 2． 3 “城中村”妇女选择体育锻炼的场所和体

育消费情况 考虑到“城中村”妇女的文化水平比

较低，如将题目复杂化，对调查问卷的结果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所以将她们在家里看电视和在村里公

共场所闲聊等都算上选择活动的场所，而不是真正

锻炼的场所。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漳州市“城中

村”妇女选择锻炼的场所主要是村里的公共活动

场所，占 57． 8%，事实上，有一部分人是在村里公

共场所闲聊、打牌等。但由此可以看出，“城中村”

妇女活动的场所比较少，娱乐性活动内容也少。
“城中村”妇女的年体育消费非常低，有 79． 3% 的

“城中村”妇女全年的体育消费几乎为零，其余 20．
7%即使有体育消费，基本上也都在 50 元以下，主

要是用于购买廉价的运动服饰，属于体育的微消

费［3］。

表 4 “城中村”妇女体育锻炼场所和年体育消费情况

内容 类别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 )

累积百分比

( % )

体育

锻炼

场所

家里 134 37． 4 37． 4
公共场所 207 57． 8 95． 3
收费场所 6 1． 7 96． 9
其他 11 3． 1 100． 0

年体育

消费

100 元以上 11 3． 1 3． 1
50 ～ 100 元 12 3． 4 6． 4
0 ～ 50 元 51 14． 2 20． 7
0 消费 284 79． 3 100． 0

2． 2． 4 “城中村”妇女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原

因 调查结果如表 5 所示，在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

的“城中村”妇女中，有 75． 4% 是因为“没时间”。
由于“城中村”妇女的工作时间大多在 12h 以上，

且都是一些强度比较大的工作。由于妇女还要承

担家务和教育子女等任务，家务繁重，根本没有时

间再去锻炼; 11． 2%的妇女认为没有场地，9． 5% 的

妇女认为不好意思，3． 3%的妇女不喜欢体育锻炼，

只有 0． 6%的妇女认为不会锻炼等。

表 5 “城中村”妇女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内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 累积百分比( % )

没时间 270 75． 4 75． 4
没场地 40 11． 2 86． 6
不会锻炼 2 0． 6 87． 2
不好意思 34 9． 5 96． 6
其他 12 3． 4 100． 0

2． 2． 5 “城中村”妇女对体育活动的需求 “城中

村”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

性质。城市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城

中村”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组织，管理上

也处于落后状态。“城中村”妇女对体育活动需求

的调查表明，31． 0% 的妇女认为“城中村”应增加

场地器材设施，8． 9% 的人认为应该请人指导一下

体育活动，60． 1% 的妇女没啥需求。由此可见，

“城中村”妇女对体育的需求不高、体育观念不强

等( 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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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需求

内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增加场地器材 111 31． 0 31． 0

请人指导 32 8． 9 39． 9

没建议 215 60． 1 100． 0

2． 3 影响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体育锻炼的因素

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之一的体育运动，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部分深受

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宗教和传

统习俗禁止女子参加体育活动，阻碍了女性体育的

普及［4］。当然除了宗教和传统习俗对妇女体育参

与的影响外，影响妇女体育锻炼的因素还有年龄、
工作时间、受教育程度等。

2． 3． 1 年龄 居住在“城中村”的妇女多以年长

者为主，但在锻炼目的方面，“城中村”妇女除了个

别参加体育活动是为了增进健康外，有其他妇女参

加体育运动主要是就是为了好玩，或者是把参与体

育活动看成是邻里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见表 7) ;

由于“城中村”妇女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而对于

花钱进行体育消费的观念还难以接受。而不同年

龄段对是否参加体育锻炼，每周参加锻炼的次数、
运动项目的选择则影响不显著，因为在“城中村”
的体育活动主要以广场舞为主，且她们也没有更多

项目可以选择，这项运动目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在

“城中村”，都是开展比较普遍的运动项目，且参与

者几乎都是女性。不同年龄“城中村”妇女在体育

锻炼的目的和体育消费的影响显著。年龄越高参

与体育的目的以增进健康和与乡邻交往为主，在体

育消费方面，年龄越小，年体育消费较高。

表 7 不同年龄“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情况( % )

内容 类别
年龄

56 岁以上 46 ～ 55 岁 36 ～ 45 岁 35 岁以下
合计 P

参加体育

锻炼目的

增进健康 20． 2 5． 1 17． 6 7． 3 13． 1
好玩 14． 7 33． 3 50． 5 36． 6 32． 4
与乡邻交往 33． 0 24． 8 5． 5 14． 6 21． 2
其他 32． 1 36． 8 26． 4 41． 5 33． 2

． 003

年体育

消费

100 元以上 0 0 5． 5 4． 3 3． 1
50 ～ 100 元 0 3． 3 0 7． 7 3． 4
0 ～ 50 元 46． 3 3． 3 4． 6 20． 5 14． 2
0 消费 53． 7 93． 4 89． 9 67． 5 79． 3

． 000

注: 限于篇幅，表格只列出对城中妇女体育行为方面影响显著性的内容，其他内容略，以下同。

2． 3． 2 工作时间 调查结果显示，“城中村”妇女

的每天工作时间大都在 12h 以上，工作时间较长。
受传统观念影响，妇女除了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

的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等任务，闲暇时间较少，无

暇参加体育锻炼。尤其是外来务工的妇女，出钱租

房，每月工资还要寄给家里，补贴家用，经济压力

大，没时间也没心情参与体育锻炼。调查过程中的

走访发现，外来务工妇女有的是在做钟点工，同时

兼几份工作; 有的是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做，工作

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即使有心锻炼，下班后也没时

间和体力了。表 8 显示，时间对“城中村”妇女是

否参加体育锻炼、参加体育锻炼目的、每周锻炼次

数、选择运动项目、年体育消费等方面具有显著性

影响，工作时间越长，越没时间参与锻炼。
表 8 工作时间对“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 )

内容 类别
每天工作时间

12h 以上 10 ～ 12h 8 ～ 10h 8h 以下
合计 P

是否参加

体育锻炼

经常 0． 9 8． 4 9． 4 18． 8 6． 7
偶尔 42． 4 22． 4 59． 4 62． 5 38． 8
从不 49． 3 76． 6 31． 3 18． 8 54． 5

． 000

每周锻炼

次数

3 次及以上 8． 4 0． 9 9． 4 18． 8 6． 7
2 次 6． 4 8． 4 28． 1 12． 5 9． 2
1 次 17． 7 11． 2 25． 0 31． 3 17． 0
不确定 16． 7 5． 6 6． 3 18． 8 12． 6
0 次 50． 7 73． 8 31． 3 18． 8 54． 5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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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受教育程度 教育是影响女性对体育认知

的关键。女性对体育的认知源于孩童期间的体验，

这个过程就是体育社会化过程［5］。此次调查的

“城中村”妇女的学历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

者占 77． 6%，专科及以上的只有 3． 1%。受教育程

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社会认知水平，受教

育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对体育重要性

的认识，从而也影响其体育行为。由于调查对象学

历普遍不高，受教育程度对“城中村”妇女“年体

育消费”方面具有显著性，而在是否参加体育锻

炼、参加锻炼目的、每周锻炼次数、运动项目选择方

面的影响没有显著性( 见表 9) 。

表 9 受教育程度对“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 )

内容 类别
受教育程度

专科及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学及以下
合计 P

是否参加

体育锻炼

经常 9． 1 4． 3 7． 3 7． 1 6． 7
偶尔 45． 5 44． 9 25． 0 43． 4 38． 8
从不 45． 5 50． 7 67． 7 49． 5 54． 5

． 000

每周锻炼

次数

3 次及以上 9． 1 4． 3 7． 3 7． 1 6． 7
2 次 18． 2 5． 8 8． 3 10． 4 9． 2
1 次 18． 2 24． 6 7． 3 19． 2 17． 0
不确定 9． 1 15． 9 9． 4 13． 2% 12． 6
0 次 45． 5 49． 3 67． 7 50． 0 54． 5

． 000

2． 3． 4 职业 调查表明: “城中村”妇女所从事的

各类职业基本上工作时间都很长，每天工作时间都

在 12h 以上，有的更长。在体育活动参与、体育消

费方面除了具备一定的经济外，还必须有一定的时

间来保障。职业不同，工作时间也就不一样，建筑

业、各种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这些行业都需要付

出很长的劳动时间。结果表明，职业对“城中村”
妇女的体育是否参加体育锻炼、参加体育锻炼的目

的、每周锻炼次数、运动项目的选择、年体育消费方

面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10) 。
2． 3． 5 家庭月收入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

表 10 职业对“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 )

职业 经常参加 偶而参加 从不参加

行政事业单位 4． 2 3． 6 2． 6
餐饮娱乐业 29． 2 23． 7 14． 4
建筑业 20． 8 16． 5 30． 3
交通运输业 0 4． 3 13． 3
农副产品及

蔬菜零售业
29． 2 27． 3 29． 2

私企业主 4． 2 9． 4 6． 2
其他 12． 5 15． 1 4． 1
合计 6． 7 38． 8 54． 5
P ． 000

表 11 家庭月收入对“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 )

内容 类别
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上 2501 ～ 3000 元 2001 ～ 2500 元 2000 元以下
合计 P

是否参加

体育锻炼

经常 8． 8 5． 0 2． 4 10． 0 6． 7
偶尔 58． 1 19． 1 7． 3 75． 0 38． 8
从不 33． 1 75． 9 90． 2 15． 0 54． 5

． 000

运动项目 广场舞 43． 4 22． 7 ． 0 ． 0 25． 4
小球类 2． 2 ． 0 ． 0 ． 0 ． 8
跑步散步 2． 2 ． 0 ． 0 92． 5 11． 2
其他 21． 3 ． 0 ． 0 ． 0 8． 1
无 30． 9 77． 3 100． 0 7． 5 54． 5

． 000

年体育消费 100 元以上 8． 1 ． 0 ． 0 ． 0 3． 1
50 ～ 100 元 8． 8 ． 0 ． 0 ． 0 3． 4
50 元以下 37． 5 ． 0 ． 0 ． 0 14． 2
0 消费 45． 6 100． 0 100． 0% 100． 0 79． 3

． 000

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基础，更是影响个人参与体育活

动的基本条件［6］。体育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

存和安全需要后的高层次的需求。对于“城中村”

中外来务工妇女而言，体育是她们生活中的奢侈

品，她们要养家、要付房租水电等，有时遇到老板拖

欠工资，连房租都交不起，甚至还要为农村老人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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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生活费发愁，哪里还有心情去参加体育锻炼。
“收入少”限制了“城中村”女性的体育消费，同时

也由于多年的贫困生活某种程度上养成了农村妇

女节约的理性，验证了傅振磊的结论: 节约理性限

制了农村体育设施多样化的现代化需求［7］。而对

于本土妇女来说，家庭收入比较高，不需要外出工

作，时间较充足，参加体育锻炼既可以度过闲暇时

间，又锻炼了身体，当然也有个别家庭富裕的妇女，

有时间宁肯去打牌或做其他与体育无关的娱乐活

动。家庭月收入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一

个家庭的生活消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8］。表 11 显

示，“家庭月收入”对“城中村”妇女是否参加体育

锻炼、参加体育锻炼目的、每周锻炼次数、运动项目

选择和年体育消费方面具有显著性影响。家庭月

收入越高年体育消费相对较高、运动项目的选择上

也多以游泳、小球类等项目为主，而家庭月收入低

的“城中村”妇女，年体育消费几乎为零，基本上不

参加体育锻炼，即使是参加体育锻炼也是以不需要

花钱、更多时间、力气的运动项目。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 论

( 1) 漳州市“城中村”妇女的体育观念淡薄，体

育参与率低，仅有 6． 7% 的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而超过半数的妇女从不参加体育活动。
( 2) 参加体育锻炼的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中，

选择项目以广场舞、散步和跑步为主; 多数每周锻

炼 1 ～ 2 次; 时间多为晚饭以后; 锻炼地点主要是公

共场所和家中，近 80%的妇女没有体育消费。
( 3) 从超过 75% 的不锻炼者来看，“没时间”

是影响她们锻炼的主要原因，11． 2%的妇女是由于

没有场地而缺席体育参与，只有 0． 6% 的锻炼者是

因为不会而不去锻炼。但在对未来的体育需求上，

却有超过 30% 的妇女认为应增加体育场地器材，

8. 9%的人提出应请人指导。这和她们所列的影响

因素有一定反差。
( 4) 影响漳州市“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因

素较多。其中年龄对锻炼目的和体育消费有显著

性影响; 工作时长和受教育程度对是否锻炼锻炼频

率有显著性影响; 职业因素对参加锻炼的规律性有

显著性影响; 月收入对是否锻炼、项目选择和体育

消费有显著性影响。

3． 2 建 议

( 1) 加强对“城中村”妇女体育观念的塑造和

引导。体育、文化等部门及妇联、村委会等组织应

积极宣传教育，转变“城中村”妇女的体育认知，树

立正确的体育观，鼓励妇女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 2) 增加“城中村”体育活动场地设施的投入。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城中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

入，在扩大现有活动场地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适合

女性参与体育的场地设施。
( 3) 规范锻炼点，派专人进行技术指导。体育

参与既需要树立较牢固的体育价值观，更需要掌握

一定的运动技能。规范“城中村”妇女体育锻炼

点，通过专人进行技术指导不仅可以引导女性的体

育参与，而且可以活跃“城中村”的文化生活。也

可以通过竞赛来营造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氛围。
( 4) 通过协调，待遇不变情况下适当缩短妇女

工作时间。居委会或妇联部门协调当地劳动部门，

适当缩短妇女的务工时间，同时“城中村”管理部

门应加强对农民工妇女其他权益的维护，如子女入

学补贴、妇女务工补助等。也可通过采取奖励、鼓
励等相关政策，鼓励妇女参加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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