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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 F1 中国大奖赛为研究对象袁运用问卷调查法尧方差分析法尧聚类分析法等方法

对居民对赛事的社会影响感知及态度进行了分析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赛事举办区域居民与非

举办区域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社会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曰根据对 F1 中国

大奖赛社会影响感知与态度的不同可以将举办区域的居民分为消极愤怒者尧中立无影响者

和积极支持者 3 个群组曰 影响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包括年

龄尧学历尧家庭人均年收入尧对赛事项目的兴趣程度尧对赛事行业的依赖程度和对赛事的关

注程度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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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1 Chinese Grand Prix as the subject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variance analysi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the article mak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awareness and attitude of the residents towar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F1 Grand Prix.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ware-

ness and attitude of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hosting area and those of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non-hosting area to-

war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F1 Chines Grand Prix.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awareness and attitude, people

living in hosting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negative angry persons, non-influential neutrals and

active supporters.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awareness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F1 Chi-

nese Grand Prix include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the family, interest degree

toward the event, industrial reliance degree to the event , attention degree toward the ev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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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 F1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调查
黄海燕袁高含颀袁周 进袁王湘涵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袁体育赛事的独特作

用和功能逐渐被各地政府重视袁体育赛事的级别不断提升袁
体育赛事的数量迅猛发展遥而在研究领域袁目前国内外关注

较多的是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的经济影响问题袁 但赛事产业

的发展袁在给举办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袁也同样会给举办

地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袁 尤其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

中国袁因此袁分析和探讨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就显得很有必

要遥从国外现有研究看袁从居民的感知角度研究体育赛事对

举办地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遥他们认为袁
居民是体育赛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袁 了解居民对赛事社会

影响的感知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加全面尧 客观地了解举办体

育赛事的社会效应[1]袁制定适时适地的政策措施袁从而获得

居民对体育赛事的支持袁因此袁很多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居民

的体育赛事影响感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遥
F1 大奖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刺激尧 最昂贵的单项体

育赛事袁 自从 2004 年上海成功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以来袁

该赛事已成为上海的一张重要城市名片袁吸引着无数国内

外的观众袁 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经济影响也较为可观 [2]遥
然而当前学术界关注的更多的是 F1 大奖赛对城市发展的

贡献尧对经济的拉动以及对城市形象的打造等袁但从居民

角度探讨赛事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遥 基于此袁本
文将以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为研

究的重点袁探讨以下 3 个问题院第一袁赛事举办区域的居民

与非赛事举办区域的居民在 F1 中国大奖赛的社会影响的

感知与态度上是否存在差异曰第二袁赛事举办区域不同类

型的居民在 F1 中国大奖赛的社会影响感知与态度上是否

存在差异曰第三袁有哪些影响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

响感知与态度的因素遥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的研究

需要袁专门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 [3]遥 该问卷主要包括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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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院第一部分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袁
共计 33 个题项袁这些题目的问题均是对于 F1 中国大奖赛

社会影响的中立陈述 [4]遥 为了使调查结果更为客观袁在调

查时采取了一种较为复杂独立的测量方式袁受访者需要对

每一个问题进行两个阶段的回答遥第一阶段是了解受访者

对每一题项的总体感知袁 该阶段以 野提高了 / 更好了 / 增

加了 / 是的冶野降低了 / 更差了 / 减少了 / 不是冶野没变化 /

不知道冶 等选项判断受访者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

总体感知曰第二阶段是让受访者从个体和举办城市两个维

度评价 F1 中国大奖赛所带来的每一个社会影响遥 该阶段

采用 7 分制的 Likert 量表进行测量袁从野非常差渊-3冤冶到
野非常好渊+3冤冶袁野0冶代表没有影响遥 当然袁只有第一阶段选

择野更好了冶野更差了冶或者野是的冶选项的受访者才进行该

题项第二阶段的回答渊具体问题示例如表 1 所示冤曰第二部

分为居民对上海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的判断袁 共计

4 个题项曰第三部分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遥 题目包括受访

者的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工作与 F1 中国大奖赛的关系尧家庭

人均年收入等遥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专门邀请了 5 位相关领

域的专家对问卷中每个题项的相关性尧代表性及其问题表

达的明确性进行了讨论袁并提出了宝贵建议袁本研究根据

这些建议进行了适当修正遥
表 1 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感知问卷题项

在正式开展调研前袁 本研究进行了问卷的预调查袁共
收集有效问卷 217 份遥 随后本研究通过对问卷的信度系

数尧缺失值的比例尧平均值尧标准差尧问题的区分度尧偏度尧
峰度等方面的考量袁 在原有问卷的基础上删除了 7 个题

项袁其中问卷的第一部分 5 题袁第二部分 2 题遥本研究的正

式调查分别在上海市的嘉定区渊赛事举办区域冤和杨浦区

渊赛事非举办区域冤袁采用街头拦截的方式袁在这两个区域

的居民生活区和商业集中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进行发

放袁每个区域各发放问卷 600 份袁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如

表 2 所示遥
表 2 嘉定区和杨浦区的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此外袁本文中信度大小采用信度系数渊Cronbach's Al-

pha冤加以测量袁结果显示院嘉定区和杨浦区调查结果的信

度系数分别为 0.906 和 0.818袁均大于 0.8袁说明嘉定区和

杨浦区的调查结果的信度高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由于问卷中

认知部分的选项野不知道冶会使每一案例均可能产生缺失

值袁若对含有缺失值的案例进行剔除袁则会造成大量案例

的流失袁因此采用序列均值替代缺失数据遥

表 3 为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袁结果显示院本研究样本的

随机性较好袁样本基本囊括了不同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和家庭

收入的居民遥就两个区域的样本而言袁情况大体一致袁但仍

存在部分差异袁主要体现在院第一袁两区居民的男女比例基

本相当袁年龄均以中青年和中老年为主袁嘉定区中老年人

数比杨浦区略多曰第二袁两区居民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渊中
专冤与本科渊大专冤程度袁但杨浦区居民的文化程度略高于

嘉定区曰第三袁从居民与 F1 大奖赛的关系上看袁本人工作

与 F1 大奖赛直接相关的居民非常少袁杨浦区仅占 1%袁嘉
定区略高一些袁 家人与朋友的工作和 F1 中国大奖赛有关

的人数也仅占 10%左右袁大部分的居民的工作与赛事行业

无关曰第四袁人均年收入上袁杨浦区家庭人均年收入达 20

万以上居民要多于嘉定区遥
表 3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渊%冤

表 4尧表 5 显示院两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大多数的

社会影响都有积极的总体感知袁尤其是野赛场周边地区公

共设施的维护冶野获得休闲娱乐的机会冶野休闲娱乐活动的

内容冶野作为上海本地居民的自豪感冶野给本地居民带来了

   非常差   没影响 非常好 

这对您个人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3  -2  -1  0  1  2  3 赛场周边地

区 的 外

观…… 

1□更好了 

2□更差了 

3□没变化 

4□不知道 

这对上海市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3  -2  -1  0  1  2  3 

这对您个人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3  -2  -1  0  1  2  3 给本地居民

带来了参与

大型国际活

动的机会 

1□是的 

2□不是 

3□不知道 这对上海市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3  -2  -1  0  1  2  3 

 

居民特征 构成 嘉定区比重 杨浦区比重 

男 50.6 48.7 性别 

女 49.4 51.3 

18 岁以下 1.8 4.3 

18~30 岁 29.9 33.5 

31~45 岁 30.5 33.7 

46~60 岁 27.2 19.7 

年龄 

60 岁以上 10.6 8.8 

初中及以下 8.7 10.5 

高中/中专 36.6 28.2 

本科/大专 43.5 46.1 

学历 

硕士及以上 11.2 15.1 

F1 大奖赛与本人工作直

接相关 

4.5 1.0 

F1 大奖赛与家人或朋友

的工作相关 

11.0 9.0 

对赛事行业

的依赖程度 

没有任何关系 84.4 90.1 

2 万以下 8.7 7.6 

2~5 万 25.6 25.0 

5~10 万 33.9 31.0 

10~20 万 24.2 20.7 

家庭人均年

收入 

20 万以上 7.7 15.8 

 

调研地区 问卷发放量 回收量 回收率/% 有效问卷 有效率/% 

嘉定区 600 557 92.8 508 84.7 

杨浦区 600 543 90.5 513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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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大型国际活动的机会冶野提高了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冶
野提供了展示上海城市特色的机会冶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冶等方面袁受访者中有 60%以上有

正面的感知曰相反袁两区居民对野危险驾驶冶野鲁莽及不良

行为冶野社会与道德价值观冶野本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力冶野本
地居民整体的生活开销冶野加剧社会不公冶等社会影响的感

知都不明显袁 均低于 30%遥 两区居民在 F1 中国大奖赛社

会影响总体感知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F1 中国大奖赛的负面

影响上袁嘉定区居民对野赛场周边地区的噪音等级冶野赛场

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冶两项的感知最为明显袁均超过

了 80%袁 而杨浦区居民对这方面的感知则相对较低遥 另

外袁两区居民关于野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冶野赛场附近车

位停放的便利程度冶和野犯罪的发生率冶方面的感知差异也

较大袁嘉定区有近 50%的居民具有负面的感知袁而杨浦区

仅有 20%左右的居民感知到这方面的消极影响遥 此外袁在
野打乱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冶野为社区带来了过多的人流冶
和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这 3 项也存

在一定差异遥

就 F1 中国大奖赛对居民个人产生的影响感知而言

渊表 5冤袁杨浦区居民感知最强烈的依次为院野作为上海本地

居民的自豪感冶渊0.74冤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的形象冶渊0.65冤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

机会冶渊0.63冤野给居民带来了参与大型国际活动的机会冶
渊0.62冤等遥 上述居民感知的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多数还是对

居民间接的尧非具体的影响袁是由于 F1 中国大奖赛的举办

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发展而进一步影响到居民的个人生活遥
嘉定区居民感知最强烈的社会影响依次为院野赛场周边地

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冶渊0.80冤野作为上海本地居民的自豪感冶
渊0.80冤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冶
渊0.72冤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渊0.72冤
野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冶渊-0.7冤 等遥 以上结果表

明袁 嘉定区居民关于 F1 中国大奖赛对个人影响的感知比

表 4 两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总体感知渊%冤

 提高了/增加了/更好了 降低了/减少了/更差了 没变化 不清楚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赛场周边地区的外观 61.0 72.6 11.3 14.4 16.8 6.1 10.9 6.9 

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 62.4 67.3 6.0 6.9 8.0 7.7 23.6 18.1 

赛场周边地区的噪音等级 70.4 81.5 1.9 3.35 7.6 9.1 20.1 6.1 

获得休闲娱乐的机会 76.2 69.3 4.1 3.3 17.6 15.6 2.7 11.8 

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 67.8 80.3 7.2 3.9 9.0 6.3 16.0 9.4 

休闲娱乐活动的内容 72.3 68.3 3.1 3.0 17.2 24.0 7.4 4.7 

外来观众与本地居民的关系 46.0 39.6 9.0 7.3 28.1 22.0 17.0 31.1 

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15.6 44.1 1.6 0.8 48.0 34.3 34.9 20.9 

作为上海本地居民的自豪感 71.3 68.3 2.7 4.5 16.0 19.7 9.9 7.5 

危险驾驶 30.6 32.1 1.2 1.6 45.8 43.3 22.4 23.0 

鲁莽及不良行为 24.2 27.0 5.5 1.6 46.4 45.9 24.0 25.6 

社会与道德价值观 12.1 6.5 11.3 13.0 50.3 60.4 26.3 20.1 

居民对设施的利用程度 33.1 23.8 15.0 16.3 27.1 35.8 24.8 24.0 

新的交际机会 52.7 64.6 3.1 2.0 25.4 23.4 18.8 10.0 

赛场附近车位停放的便利程度 15.0 9.4 23.6 65.0 36.8 5.1 24.6 20.5 

居民整体的生活开销 22.0 17.9 14.0 0.8 37.8 63.2 26.1 18.1 

居民的自由和权力 20.5 10.8 25.7 21.5 30.2 46.9 23.6 20.7 

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 41.9 47.8 10.9 10.0 28.1 28.7 19.1 13.4 

犯罪的发生率 14.2 38.4 7.6 0.00 53.0 29.7 25.1 31.9 

 表 5 F1 中国大奖赛对居民个人产生的影响感知渊%冤

 是的 不是 不清楚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给居民带来了参与大型国际活动的机会 67.8 61.8 15.0 24.0 17.2 14.2 

打乱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45.0 61.8 26.9 23.6 28.1 14.6 

赛事主题与城市形象不相符 8.6 19.1 72.5 66.3 18.9 14.6 

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水平 65.9 72.0 6.6 9.1 27.5 18.9 

加剧社会不公 29.0 32.5 38.8 53.7 32.2 13.8 

提供了展示上海城市特色的机会 75.0 67.7 12.1 25.6 12.9 6.7 

为社区带来了过多的人流 43.7 75.2 18.9 15.0 37.4 9.8 

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 85.0 82.5 8.2 11.20 6.8 6.3 

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 54.6 79.1 14.6 14.0 30.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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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居民更加具体袁 这与 F1 中国大奖赛在嘉定区举办

有很大关系遥 此外袁嘉定区居民对野赛场周边地区的噪音等

级冶野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冶野部分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冶野危险驾驶冶野赛场附近车位停放的便利程度冶等题目

的评分低于杨浦区居民袁 说明 F1 中国大奖赛对嘉定区居

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对杨浦区居民的影响曰另一方

面袁嘉定区居民对野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冶的评分

却高于杨浦区居民袁这也说明尽管嘉定区居民感受到了 F1

中国大奖赛所带来的不便袁但由于赛事的举办而新建或改

善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为嘉定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遥
就 F1 中国大奖赛对上海市产生的社会影响感知而言

渊表 6冤袁杨浦区居民认知最强烈的依次为院野为居民提供了

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渊1.41冤野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

施的维护冶渊1.32冤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的形象冶渊1.30冤野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水平冶渊1.24冤
野休闲娱乐活动的内容冶渊1.21冤等曰而嘉定区居民认知最强

烈的依次为院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

象冶渊1.44冤野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冶渊1.42冤野为居

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渊1.40冤野提高了上海

市的城市管理水平冶渊1.36冤野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

度冶渊-1.22冤野赛场附近车位停放的便利程度冶渊-1.29冤遥从上

述结果可以看出袁 杨浦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给上海带

来的社会影响的感知均是正面的尧积极的袁而嘉定区居民

则是既有正面积极的感知袁也有负面消极的感知遥

此外袁通过各个题项的均值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院两区

居民在 F1 中国大奖赛对上海市影响感知的得分要高于赛

事对居民个人影响感知的得分袁这说明无论是积极影响还

是消极影响袁 两区居民均认为 F1 中国大奖赛对举办城市

的社会影响更加明显遥 这充分说明袁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大于对举办地居民个体所产生的影

响袁 这一结论与国外 Fredline 和 Faulkner 等人的研究不谋

而合 [5,6]遥 另外袁嘉定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

感知要比杨浦区居民更为强烈袁尤其是是对于赛事所产生

的负面影响曰而对于赛事的正面影响袁两区居民的感知则

较为一致遥
本文还通过 SPSS 的 T 检验比较了两区居民对 F1 中

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遥分析结果

显示院在对居民个体产生的影响和对上海市产生的影响两

个方面共计 56 个题项中袁 有 30 个题项存在显著性差异

渊P臆0.05冤遥特别是对于 F1 中国大奖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方面袁无论是对居民个体生活还是对举办城市影响袁两区

居民的感知均有明显差异曰相反袁对于 F1 中国大奖赛所产

生的正面影响袁 尤其是对上海市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方面袁
两区居民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表 6 两区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情况

 对个人的影响 对上海市的影响 

 杨浦区 嘉定区 杨浦区 嘉定区 

赛场周边地区的外观 0.57 0.62 1.00 1.16 

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 0.41 0.80 1.32 1.42 

赛场周边地区的噪音等级 -0.18 -0.70 -0.71 -0.82 

获得休闲娱乐的机会 0.47 0.58 1.13 1.23 

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 -0.29 -0.65 -0.86 -1.22 

休闲娱乐活动的内容 0.55 0.66 1.21 1.14 

外来观众与本地居民的关系 0.22 0.36 0.64 0.71 

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0.13 -0.31 -0.24 -0.42 

作为上海本地居民的自豪感 0.74 0.80 1.13 1.11 

危险驾驶 -0.20 -0.40 -0.36 -0.52 

鲁莽及不良行为 -0.13 -0.31 -0.28 -0.46 

社会与道德价值观 -0.04 -0.12 -0.03 -0.06 

本地居民对设施的利用程度 0.12 -0.08 0.22 -0.02 

新的交际机会 0.52 0.53 1.08 1.05 

赛场附近车位停放的便利程度 -0.20 -0.55 -0.65 -1.29 

本地居民整体的生活开销 -0.05 -0.10 -0.07 -0.12 

本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力 -0.04 -0.22 -0.14 -0.51 

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 0.40 0.44 0.73 0.76 

犯罪的发生率 -0.05 -0.18 -0.14 -0.27 

给本地居民带来了参与大型国际活动的机会 0.62 0.60 1.15 1.09 

打乱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0.29 -0.28 -0.70 -0.92 

赛事主题与城市形象不相符 -0.06 -0.16 -0.13 -0.25 

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水平 0.53 0.50 1.24 1.36 

加剧社会不公 -0.07 -0.11 -0.22 -0.31 

提供了展示上海城市特色的机会 0.50 0.57 1.15 1.18 

为社区带来了过多的人流 0.06 -0.05 0.01 -0.02 

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 0.65 0.72 1.30 1.44 

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 0.63 0.72 1.4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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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为不同区域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态度的比较袁
如表所示院 嘉定区居民在 野讨厌 F1 中国大奖赛带来的不

便冶以及野不支持上海继续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冶中的人数

比例均高于杨浦区居民袁分别达到了 18.1%和 14.4%遥 其

原因可能是 F1 中国大奖赛的举办容易对嘉定区的居民造

成直接的负面影响遥 相反袁杨浦区的居民由于对这些负面

影响的感受较少袁因此袁有 54.7%的受访居民表示了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喜欢之情袁而野不支持上海继续举办 F1 中国

大奖赛冶的居民比例尚不足 10%遥
表 7 不同区域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渊%冤

此外袁 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院野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

度冶以及野您会支持上海继续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吗冶这两个

问题的 P 值均小于 0.05袁说明嘉定区和杨浦区居民对 F1 中

国大奖赛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袁 这进一步说明居民居住

地与比赛赛场的距离是影响居民对所举办的体育赛事态度

的因素之一袁 这也印证了 Gursoy 和 Kendall 的研究结果[7]遥
关于这一结果袁 我们可以运用艾普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加

以解释遥该理论认为袁居民对体育赛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

赛事给举办地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8]遥 在一个城市

举办体育赛事的过程中袁居民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袁
这时社会交换就产生了袁一些居民可能从中收益袁而另一些

居民则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遥社会交换过程理论还认为袁居
民对这种社会交换的评价是基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评判基

础上的[9]遥 因此袁从赛事举办中收益的居民往往会对其有正

面的评价袁 而那些因为赛事举办而对自己生活造成影响的

居民则往往会有负面的评价遥 如前所述袁由于 F1 中国大奖

赛在嘉定区举办袁 嘉定区的居民更容易接收到有关赛事的

信息袁个人生活受赛事影响的可能性也越大袁故对赛事负面

社会影响的感知也就更加明显曰相反袁杨浦区居民离赛场距

离相对较远袁赛事的举办对居民个体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袁
故对赛事负面社会影响的感知则较弱遥 正是由于这种感知

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居民的态度袁 使得这两个区域之间的

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遥

体育赛事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在举办地居民中的分

配是不均的袁不同居民对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也不尽相同遥 为了进一步对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

响的感知与态度进行深入探讨袁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渊Clus-

ter Analysis冤的方法袁以嘉定区居民为对象袁将其分为相对

同质的群组渊Clusters冤袁并对这些群组的感知和态度进行

分析遥
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袁基于居民感知和态

度而进行的聚类分析通常把受访者分为 2 至 5 类 [10]遥 因

此袁本文以 28 个居民感知的社会影响为变量袁分别以 2尧
3尧4尧5 为聚类数目进行 K-Means 试聚类袁通过比较类中心

距大小及类中心值的可解释性袁 最终将聚类数目定为 3袁
分别定性为消极愤怒者尧 无影响中立者和积极支持者遥 3

个类别基本上表达了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所持态度的一

系列意见袁既包含了消极态度的群组袁又包含了积极态度

的群组袁同时还包含了没有意识到影响的中间群组渊表 8冤遥
第一类居民人数为 69袁占总数的 13.58%袁在 3 个群组

中居民人数所占比例最小袁可被定性为消极愤怒者遥 表 7

的统计结果显示院无论是从居民个体角度袁还是举办城市

角度袁 该群组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的平

均值都是最小的遥当然袁尽管该群组的居民认为 F1 中国大

奖赛对个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并没有明显影响袁但他们

还是认为 F1 中国大奖赛对上海市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

响袁如野新的交际机会冶渊0.51冤野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

水平冶渊0.61冤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

象 冶 渊0.35冤 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 冶
渊0.35冤等遥 这一类居民大多是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袁学历

集中在高中渊中专冤程度及以下袁人均年收入偏低袁2 万元

以下的占 44.9%遥 他们认为个人的生活并未因为 F1 中国

大奖赛的举办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袁 在 F1 中国大奖赛的

举办中收益甚微袁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担因 F1 中国大奖

赛的野集聚效应冶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袁这使得他们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举办持有较为消极的态度遥
第二类居民的人数为 187袁占 36.81%袁可被定性为中

立无影响者遥该群组中袁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产生的社会

影响的总体感知程度不高袁较多的居民选择野没有变化冶或
者野不清楚冶遥 就居民个体影响感知而言袁该群组的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大多数的社会影响感知较少袁 甚至没有感

知遥 所感知到的正面影响均值最高的是野上海本地居民的

自豪感冶渊0.35冤袁感知到的负面影响均值最高的是野赛场周

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冶渊-0.61冤遥 就举办城市的影响感知

而言袁该群组的居民对其感知要明显超过对居民个体影响

的感知袁其中正面影响感知均值较大的有野进一步提升上

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冶渊1.09冤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

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渊1.07冤野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

水平冶渊1.02冤等曰负面影响感知均值较大的有野赛场附近车

位停放的便利程度冶渊-1.34冤野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

度冶渊-1.25冤等遥
第三类居民的人数为 252袁占 49.61%袁可被定性为积

极支持者遥该群组中袁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社会影响的

感知程度较高袁尤其是对赛事正面影响的感知遥例如袁在居

民个人影响的感知方面袁该群组居民对野上海本地居民的

 杨浦区 嘉定区 

我不得不调整原来的生活方

式，我讨厌 F1 中国大奖赛带

来的不便 

7.5 18.1 

我忍受了 F1 中国大奖赛及其

带来的不便，因为我知道它能

为上海带来社会效益 

37.8 39.6 

对 F1 中国大奖赛 

的态度（P<0.05） 

我很喜欢 F1 中国大奖赛，希

望它能继续办下去 
54.7 42.3 

是的 51.4 54.1 

不是 9.8 14.4 

您会支持上海继

续举办 F1 中国大

奖赛吗（P<0.05） 无所谓 38.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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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1：消极群组 类型 2：无影响群组 类型 3：积极群组 

 对个人自身 

的影响 

对上海整体 

的影响 

对个人自身 

的影响 

对上海整体 

的影响 

对个人自身 

的影响 

对上海整体 

的影响 

赛场周边地区的外观改善 -0.83 -0.88 0.13 0.89 1.32 1.93 

赛场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 -0.49 -0.16 0.25 0.92 1.33 2.00 

赛场周边地区的噪音等级 -1.71 -2.22 -0.24 -0.88 -0.13 -0.39 

获得休闲娱乐的机会 -0.58 -0.27 0.22 0.83 1.02 1.76 

赛场周围地区的交通拥挤程度 -1.68 -2.28 -0.61 -1.16 -0.36 -0.91 

休闲娱乐活动的内容 -0.32 -0.09 0.18 0.58 1.22 1.81 

外来观众与本地居民的关系 -0.51 -1.32 0.02 0.18 0.69 1.36 

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1.01 -1.36 -0.23 -0.35 -0.11 -0.10 

作为上海本地居民的自豪感 -0.49 0.02 0.31 0.68 1.38 1.63 

危险驾驶 -1.61 -1.91 -0.25 -0.26 -0.09 -0.16 

鲁莽及不良行为 -1.27 -1.87 -0.26 -0.34 -0.09 -0.13 

社会与道德价值观 -1.25 -1.40 -0.04 -0.02 0.13 0.27 

本地居民对设施的利用程度 -1.31 -1.67 0.18 0.32 0.16 0.29 

新的交际机会 0.10 0.51 0.18 0.70 0.90 1.45 

赛场附近车位停放的便利程度 -1.78 -2.59 -0.38 -1.37 -0.21 -0.73 

本地居民整体的生活开销 -0.75 -0.84 -0.01 0.01 0.04 0.04 

本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力 -1.33 -2.54 -0.01 0.01 0.03 -0.16 

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 -0.33 -0.45 0.20 0.48 0.86 1.34 

犯罪的发生率 -1.13 -1.62 -0.04 -0.05 0.05 0.07 

给本地居民带来了参与大型国际活动的机会 -0.04 0.13 0.14 0.70 1.01 1.57 

打乱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1.26 -2.22 -0.34 -0.93 0.07 -0.52 

赛事主题与城市形象不相符 -1.14 -1.59 -0.08 -0.02 0.07 0.03 

提高了上海市的城市管理水平 -0.04 0.61 0.17 1.08 0.78 1.67 

加剧社会不公、贫富差距 -1.26 -2.04 0.02 -0.19 0.16 0.14 

提供了展示上海城市特色的机会 -0.16 0.16 0.32 0.90 0.96 1.67 

为社区带来了过多的人流 -0.86 -1.03 -0.08 0.07 0.18 0.21 

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 -0.05 0.35 0.21 1.06 1.26 1.95 

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 -0.04 0.35 0.26 1.09 1.23 1.88 

 

  消极群组 无影响群组 积极群组 

我不得不调整原来

的生活方式，我讨

厌 F1 中国大奖赛

带来的不便 

73.91 16.59 2.25 

我忍受了 F1 中国

大奖赛及其带来的

不便，因为我知道

它能为上海带来社

会效益 

21.74 43.32 41.44 

对 F1 中国大奖

赛的态度 

我很喜欢 F1 中国

大奖赛，希望它能

继续办下去 

4.35 40.09 56.31 

是的                  2.90 52.53 71.62 

不是 68.12 9.22 2.70 

您会支持上海

继续举办 F1 中

国大奖赛吗 无所谓 28.99 38.25 25.68 

 

表 8 不同群组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感知的比较

自豪感冶渊1.48冤野赛场周边地区的外观冶渊1.42冤和野赛场周

边地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冶渊1.42冤3 个方面的感知均值最

高曰在上海市影响的感知方面袁该群组居民对野赛场周边地

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冶渊2.06冤野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的形象 冶 渊2.05冤 野赛场周边地区的外观改善 冶
渊2.03冤野为居民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欢聚的机会冶渊2.00冤
等方面的感知较为明显遥相反袁在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负面

影响的感知方面袁无论是对居民个人影响方面袁还是上海

市影响方面袁该群组居民对这些赛事负面社会影响的感知

均不太明显袁其均值均小于 -1遥
此外袁从表 9 我们还可以看出袁积极群组和无影响群

组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都偏积极袁 对 F1 中国大奖赛

持负面态度的居民人数均小于 20%曰 而支持上海继续举

办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也超过了 50%遥 相反袁消极群组

对 F1 中国大奖赛则显得非常不满袁 讨厌 F1 中国大奖赛

带来不便的居民达到了总数的 73.91%曰而明确表示不支

持上海继续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人数也达到了

68.12%遥

表 9 不同群组间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对比渊%冤

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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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袁 本文进一步

对居民人口统计学参数尧 居民对赛事项目的兴趣程度尧
对赛事行业的依赖程度以及赛事的关注程度进行了卡

方检验遥

表 10 显示院除性别以外袁年龄尧学历和家庭人均年收

入的 P 值均小于 0.05袁说明不同年龄尧不同学历和不同家

庭人均年收入的居民在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

和态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就年龄而言袁居民的年龄越

大袁越容易感知到 F1 中国大奖赛给个人和举办城市带来

的负面社会影响袁也越容易持消极的态度遥 这可能是因为

通常年轻人更加善于交际袁社会活动较多袁在对外交流上

更倾向于主动化袁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相关信息袁对积极

的社会影响更感兴趣曰而年龄较大的居民则更加理性袁他
们对 F1 中国大奖赛对个人生活造成的不便更加敏感袁对
赛事给举办城市带来的影响也较为谨慎袁 故容易持消极

的态度遥 就学历而言袁居民的学历越高袁越容易感知 F1 中

国大奖赛积极的社会影响袁 并倾向于支持上海继续举办

F1 大奖赛遥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F1 中国大奖赛是一项国际

性的赛事袁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更可能对其感兴趣袁并参

与其中袁且更能够全面尧客观地感知 F1 中国大奖赛所带

来的各种影响袁从而对 F1 中国大奖赛持积极态度遥 就家

庭人均年收入而言袁收入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知 F1 中国

大奖赛的积极社会影响袁并支持上海继续举办该赛事遥 其

原因主要是 F1 中国大奖赛是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袁其参与

人群均为较为高端的人群袁因此袁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的

居民越有可能从 F1 中国大奖赛中受益曰相反袁对于家庭

人均年收入较低的居民而言袁 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赛

事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不便袁因此袁容易对 F1 中国大奖赛

持较为消极的态度遥
表 10 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组间差异的影响渊%冤

表 11 显示院不同群组的居民在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兴

趣程度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遥消极群组的居民大

多不喜欢 F1 中国大奖赛袁野对 F1 赛事以及相关节庆活动

一点都没兴趣冶的比例占到了 69.6%曰相反袁积极群组的居

民则对 F1 中国大奖赛表现出了较为浓厚兴趣袁 表示想去

看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的比例达到了 81.7%遥 这一结果

表明院 越是喜欢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袁 越容易对该赛事

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遥通常情况下袁热爱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

民都想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该赛事袁 会掌握赛事更多的信

息袁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赛事体验袁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袁
于是这类容易对 F1 中国大奖赛持积极态度曰而不喜欢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由于难以体会和感受赛事所带来的收

益袁却更容易感知赛事所带给他们的成本袁更倾向于对赛

事持否定的态度遥因此袁培养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兴趣

是提高居民正面感知和积极态度的重要途径之一遥
表 11 对赛事项目兴趣程度组间差异的影响渊%冤

表 12 显示院 不同群组的居民在对赛事行业的依赖程

度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对赛事行业的依赖程度

越高袁则越可能是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积极支持者遥积极群

组中有 8.7%的居民的工作与 F1 中国大奖赛直接相关袁而
消极群组和无影响群组中几乎没有居民的工作与 F1 中国

大奖赛直接相关遥 相反袁消极群组和无影响群组中有超过

90%的居民认为其工作与 F1 中国大奖赛没有任何关系袁
而积极群组中这一比例为 77.4%遥 这一结果同样可以用艾

普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加以阐述袁 如果居民对 F1 中国大

奖赛的依赖程度越高袁则说明这些居民从赛事的举办中能

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袁属于赛事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 [11]袁因
此袁他们往往会对 F1 中国大奖赛有正面的评价袁也更倾向

于支持赛事的举办遥
表 12 对赛事行业的依赖程度对组间差异的影响渊%冤

 消极组 无影响组 积极组 

男 46.4 47.1 54.4 
性别（P>0.05） 

女 53.6 52.9 45.6 

18 岁以下 1.4 2.7 1.2 

18~30 岁 2.9 19.3 45.2 

31~45 岁 13.0 32.6 33.7 

46~60 岁 34.8 36.4 18.3 

年龄（P<0.05） 

60 岁以上 47.8 9.1 1.6 

初中及以下 46.4 4.3 1.6 

高中/中专 34.8 50.3 27.0 

大专/本科 17.4 36.9 55.6 
学历（P<0.05） 

硕士及以上 1.4 8.6 15.9 

2 万以下 44.9 2.1 3.6 

2~5 万 23.2 32.6 21.0 

5~10 万 27.5 36.9 31.3 

10~20 万 2.9 19.3 33.7 

家庭人均年收入 

（P<0.05） 

20 万以上 1.4 6.4 10.3 

 

 消极组 无影响组 积极组 

我是 F1 赛车迷，尽量不

会错过任意一场比赛 
2.9 18.2 23.3 

我对 F1 赛事不是特别

感兴趣，但如果在上海

举办，我想去看 

27.5 41.7 58.4 

对F1中国

大奖赛的

兴趣程度 

（P<0.05） 我对 F1 赛事以及相关

节庆活动一点都没兴

趣，即使它在上海举办 

69.6 40.1 18.3 

 

 消极组 无影响组 积极组 

F1赛事与本人工作

直接相关 
0.0 0.5 8.7 

F1赛事与家人或朋

友的工作相关 
8.7 8.0 13.9 

对赛事行

业的依赖

程度 

（P<0.05） 
没有任何关系 91.3 91.4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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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显示院 不同群组的居民在赛事的关注程度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总体而言袁越是关注 F1 中国大奖

赛的居民袁越可能成为 F1 中国大奖赛的积极支持者遥积极

群组中野在现场尧电视或其他媒体关注赛事冶的比例超过了

50%曰而消极群组中这一比例仅为 11.6%遥 通常情况下袁对
F1 中国大奖赛越关注袁则越有利于获取相关信息袁再加之

媒体往往会对赛事进行正面积极的报道 [12]袁这样就更加容

易使这些居民形成良好的赛事感知曰 相反对 F1 中国大奖

赛不关注的居民袁他们参与 F1 中国大奖赛的几率也较低袁
因此袁对赛事积极的社会影响的感知也较弱袁而对赛事消

极的社会影响的反映则会更加强烈遥
表 13 对赛事的关注程度对组间差异的影响渊%冤

第一袁赛事举办区域渊嘉定区冤居民与非举办区域渊杨
浦区冤 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社会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存

在显著性差异袁居住地距离赛场的距离是影响居民对赛事

影响感知与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研究表明院无论是举办

区域的居民袁 还是非举办区域的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

大多数社会影响都有较明显的总体感知袁 且居民对 F1 中

国大奖赛对举办地产生的社会影响感知要高于对居民个

人产生的社会影响感知袁两区居民对赛事的感知差异主要

集中于 F1 中国大奖赛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方面袁 赛事

举办区域的居民对个人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感知较强 ,更

容易对 F1 中国大奖赛产生负面的态度遥
第二袁 根据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感知与态度的

不同可以将举办区域的居民分为消极愤怒者尧中立无影响

者和积极支持者 3 个群组遥 积极群组的居民喜欢 F1 中国

大奖赛袁对赛事正面的社会影响感知较强烈袁也更加支持

上海继续举办该赛事曰 消极群组的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

抱有不满情绪袁讨厌赛事给他们带来的不便袁不支持上海

继续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曰中立无影响群组的居民对 F1 中

国大奖赛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总体感知程度不高袁对举办城

市影响的感知要明显超过对居民个体影响的感知袁但他们

对 F1 中国大奖赛的态度较为积极袁 也支持或不反对上海

继续举办该赛事遥
第三袁除居住地距离赛场的距离这一因素以外袁影响

居民对 F1 中国大奖赛社会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包括

年龄尧学历尧家庭人均年收入尧对赛事项目的兴趣程度尧对
赛事行业的依赖程度和对赛事的关注程度等遥

第一袁 妥善解决因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而对居民产生

的负面影响袁尽力减少消极群组居民的比例遥 采取有效措

施尽力解决或减缓 F1 中国大奖赛举办期间的交通拥堵和

停车困难的问题袁减轻赛事对交通运行的压力袁最大程度

地降低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干扰曰 推行绿色环保的赛事理

念袁 减少 F1 中国大奖赛的噪音污染袁 树立积极健康的形

象袁自觉承担社会与环境责任曰减少由于赛事举办而造成

的物价上涨给居民带来的压力袁关心举办社区的中低收入

家庭和个人袁鼓励它们加入到赛事相关行业中来袁使更多

的居民能够从赛事中获得收益遥
第二袁积极引导和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袁改变无影响

群组居民的态度遥 重视 F1 中国大奖赛各个环节中居民的

参与袁将居民参与纳入考量赛事成功的重要指标袁鼓励赛

事运营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赛事和

相关活动中来袁并通过参与赛事及其相关活动使居民能够

获得社会的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曰 提高居民对 F1 中

国大奖赛的认识袁通过正面的媒体宣传和报道袁使更多的

居民能够了解 F1 中国大奖赛的功能和作用袁 积极改变无

影响群组居民对赛事的感知和态度遥
第三袁继续发挥 F1 中国大奖赛的积极影响袁扩大积极

群组居民的比例遥 制定科学的赛事规划袁深入挖掘和最大

化 F1 中国大奖赛对居民个人和举办城市可能产生的积极

的社会影响曰不断提高赛事的服务水平袁促进赛事与城市

发展融合袁发挥 F1 中国大奖赛城市客厅的功能袁用人性化

的服务和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兼顾各方群体的利益袁扩大支

持 F1 中国大奖赛的居民比例袁促进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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