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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彩票是随着我国各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而产生的新事物，也是我国体育事业深化改革、走

产业化道路的重要步骤。近年来，宿州市体育彩票

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消费额由2001年的800万

增至2009年的近6100万；销售网点也由2001年的

36个增加到2009年的249个。随着体育彩票在宿

州市体育经济中的全面、快速发展，乡镇体育彩票

事业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乡镇体育彩票消

费现状及其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助于扩大体育彩票

销售渠道，增加体育彩票宣传范围，对体育彩票的

后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

对比研究宿州市城乡体育彩票消费现状，试图全面

分析乡镇和城市体育彩票在消费者、消费行为、销

售管理宣传等方面的差异，试图帮助人们认清农村

体彩消费现状，为体彩管理者的扩大农村体彩消费

市场、推广农村体彩发展等方面提供一定参考和建

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宿州市9个乡镇20个体育

彩票销售站点的彩民消费者200人，以及宿州市市

区20个体育彩票消费站点的彩民消费者200人，在

其购买现场进行问卷发放，每个站点随机发放10

份，共发放问卷400份，其中乡镇站点回收有效问卷

181份，有效率占90.5%；市区站点回收有效问卷197

份，有效率占98.5%。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需要，在研究中查阅了大量和论文相

关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课题需要，遵循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严

格设计问卷并进行了必要的信效度检验；符合市场

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要求。

1.2.3 访谈法

对宿州市体育局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体彩销售

部门经理等人进行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细致的

记录，对其反馈的信息进行核实和总结归纳。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乡体彩消费者构成及其消费行为差异

2.1.1 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构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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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镇体育彩票事业是体彩事业的未来，乡镇与城市在体彩消费者、消费行为、销售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本文通过调查、访谈等科研方法，对比研究宿州市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及消费现状，希望能够对乡镇体彩事业的发展给予

一定的帮助。研究结果表明：宿州市城乡体育彩票在消费者构成、消费行为、消费动机、对体彩的认识等方面都有差异；而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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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男

181

100

161

81.7

女

0

0

36

18.3

18岁以下

11

6.1

11

5.6

18~35岁

43

23.8

65

33.0

35~59岁

119

65.7

54

27.4

60岁以上

8

4.4

41

20.8

小学

78

43.1

13

6.6

初中

83

45.9

11

5.6

高中

20

11.0

35

1.8

大学

0

0

97

49.2

硕士及以上

0

0

41

20.8

性别 年 龄 文化程度

根据调查，宿州市乡镇体育彩票彩民男女比例

远比城市体育彩票彩民男女比例大，也就是说乡镇

体彩彩民的男性比例远高于城市彩民的男性比。

其次，乡镇体彩彩民的年龄普遍偏大，年轻的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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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极少，而城市彩民年龄分布复杂，中老年、青

年、青少年彩民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另外，乡镇体

育彩票彩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本科以上学历的

彩民数量较少，城市体彩彩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

高，少数彩民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2.1.2 城乡消费者购买体彩动机差异

表2 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动机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赢大奖

115

63.5

64

32.5

消遣娱乐

60

33.1

97

49.2

支持体育事业

0

0

23

11.7

其他

6

3.3

13

6.6

根据调查，约占63.5%的乡镇彩民主要消费动

机就是中大奖，33.1%的彩民则为了消遣娱乐；城

市彩民的消费动机与乡镇彩民有着明显的差异，

他们主要的体彩消费动机是消遣娱乐，其次才是

中大奖；另外，城市彩民有些人的消费动机是支持

体育事业，这在农村乡镇彩民动机调查中是没有

的。

2.1.3 城乡消费者购买体彩行为差异

表3 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行为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经常

购买

68

37.6

103

52.3

偶尔

购买

113

62.4

94

47.7

自编

选号

91

50.3

85

43.1

随机

选号

79

43.6

51

25.9

自编+

随机

11

6.1

61

31.0

单式

投注

109

60.2

56

28.4

复式

投注

63

34.8

102

51.8

单式+

复式

9

5.0

39

19.8

个人

购买

173

96.1

93

47.2

合伙

购买

3

1.7

21

10.7

二者

皆有

4

2.2

83

42.1

购彩频率 选号方式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根据调查，乡镇彩民偶尔进行体彩消费的人数

较多，约占62.4%；而城市彩民经常购买体彩的人数

较多，约占52.3%。在选号方式上，乡镇彩民和城市

彩民也存在不同。乡镇彩民多为自编选号，其次是

随机选号，自编+随机选号的人数较少；城市彩民除

自编选号之外，自编+随机选号的人数较多，随机选

号的人数较少。购号方式方面，乡镇彩民多为单式

投注，单式+复式投注的人数较少；城市彩民复试投

注和单式+复试投注的人数则较多。购彩行为方

面，乡镇彩民主要为个人购买，而城市彩民则有许

多采用合伙购买和个人+合伙的购彩消费形式。

2.1.4 城乡消费者对体彩的认识差异

表4 城乡体育彩票消费者对体彩认识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很了解

0

0

81

41.1

了解一点

79

40.1

77

39.1

不了解

102

59.9

39

19.8

其他

54

29.8

67

34.0

支持体育事业

25

13.8

101

51.3

娱乐、消遣

113

57.4

171

86.8

博弈

68

37.6

87

44.2

是否了解体彩（单选） 体彩的功能（多选）

根据调查，乡镇体彩消费者对体育彩票的了解程

度远低于城市体彩消费者对体彩的了解；大多数乡镇

体彩消费者认为：彩票消费是简单的购买行为，购买随

意性、易变性较大。而城市体彩消费者对于体彩则有

较为清晰的认识，他们既不排除购买彩票中大奖的梦

想，也保持着支持体育事业和消遣娱乐的良好心态。

2.2 城乡体彩消费现状差异

2.2.1 城乡体彩销售种类差异

根据对宿州市体育局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体彩

销售部门经理等人进行的访谈：截止到2011年12

月，宿州市乡镇一级体育彩票市场只有超级大乐

透、排列3、排列5和足球彩票四种；而城市体育彩票

市场则还涵盖了七星彩、22选5、31选7等多种体彩

玩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乡镇体育彩票市场的

发展空间较大，有待进一步开发。

2.2.2 城乡体彩销售地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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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城乡体育彩票销售站点距离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500米以内

0

0

24

12.2

500~1000米

28

15.5

83

42.1

1~5km

106

58.6

90

45.7

5km以上

47

26.0

0

0

根据调查，宿州市乡镇体育彩票销售站点之间

的距离较大，分布情况较城市体彩销售站点疏松。

表3调查也能反映出乡镇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站点

的距离远比城市彩票站点的距离大，其中乡镇彩票

站在1~5km的彩民占58.6%，5km以上的乡镇彩民

占26%；而城市彩民的体彩消费站点则全部集中在

5公里以内。

2.2.3 城乡体彩销售站点服务管理意识差异

表6 城乡体育彩票销售站点服务管理情况的调查结果（n1=181；n2=197）
类别

乡镇彩民n=181

比例（%）

城市彩民n=197

比例（%）

好

88

48.6

104

52.8

一般

72

39.8

16

8.1

不好

21

11.6

77

39.1

强

21

11.6

126

64.0

一般

55

30.4

21

10.7

差

105

58.0

50

25.4

服务态度 管理意识

表4可见，宿州市乡镇彩民对销售站点的评价总

体较好，仅有11.6%的乡镇彩民认为彩票销售站点的

服务态度不好；然而，城市彩民对彩票销售站点的服

务态度较乡镇彩民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具有鲜明

的态度，认为服务好的彩民占52.8%，认为不好的占

39.1%，认为一般的仅为8.1%。另外，在体彩销售站

点管理意识的调查中，乡镇彩民绝大多数认为他们

的体彩销售站点管理意识一般或差；而城市彩民则

64.0%的人认为城市体彩销售站点管理意识较强。

2.2.4 城乡体彩销售方式和宣传力度差异

根据对宿州市体育局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体彩

销售部门经理等人进行的访谈：宿州市乡镇体育彩

票的销售方式主要以站点式销售为主，但是在重大

节假日和大型集会时有可能出现流动式体彩销售

车、现场购彩兑奖等销售活动；而城市体彩销售方

式则主要采用站点式销售。另外，乡镇体育彩票的

宣传力度明显没有城市体彩宣传力度大；这与乡镇

地域广阔、群众文化程度、各种传播媒介等因素有

一定的关系。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宿州市乡镇体育彩票消费者构成、购彩动机、

购彩行为、对体彩的认识等方面均与城市体育彩票

消费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3.1.2 截止到2011年12月，宿州市乡镇一级体育彩

票市场只有超级大乐透、排列3、排列5和足球彩票

四种；而城市体育彩票市场则还涵盖了七星彩、22

选5、31选7等多种体彩玩法。

3.1.3 宿州市乡镇彩民对乡镇体彩销售站点的服务

态度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是对其管理意识则认为

有待提高；城市彩民对体彩销售站点的服务态度有

着鲜明的好坏观，但他们对城市体彩销售站点的管

理意识比较满意。

3.1.4 宿州市乡镇体育彩票的销售方式比城市体彩

销售方式更具灵活多样性；但在宣传力度方面，乡

镇体育彩票的宣传力度明显没有城市体彩宣传力

度大。

3.1.5 宿州市乡镇体育彩票无论单个站点的日均消

费还是年度整体消费额都远低于城市体彩站点的

消费额。

3.2 建议

3.2.1 增加乡镇一级的体彩销售网点，与旧网点成互

补，方便乡镇体育彩票消费者购买体彩。

3.2.2 探讨更加适合乡镇体育彩票的销售策略，多举

行派送活动，帮助乡镇体彩彩民更快捷、更保险的

进行体彩消费。

3.2.3 加强乡镇体彩销售网点的服务管理，加大宣传

力度，对体彩销售从业人员进行知识培训，努力营

造公平、快捷、诚信的体彩形象。

3.2.4 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挖掘乡镇特有

的资源优势，研发出集公益性、游戏性、娱乐性于一

体的适合乡镇群众购买的体彩新品种，加快宿州市

乃至全省和全国体育彩票乡镇市场的持续、快速、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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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of
Sports Lottery in Suzhou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U Jun-jie，XU Lian-jun
（School of Physical，Suzhou College，Suzhou，Anhui 234000）

Abstract: The township sports lottery career is the future of sports lottery care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owns and cities in lottery consumers，consuming behavior，sales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is article
through surveys，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comparative study the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and
current consumption in Suzhou urban and rural areas，hope it can give some help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hip sports lottery care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sports lottery of towns and cities have diversities in
consumers' structure，consuming behavior，consumer motivation and the awareness of lottery，and the urban and
rural sports lottery ticket sales sites in the service level，management consciousness，means of propaganda，sales，etc，
also exist larger difference.

Key words: Suzhou；Sports lottery；Township；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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