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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我国电脑型福利彩票购彩群体一般人口学特点 、 购彩行为及动机。方法:采用多

级抽样抽取广东 、 浙江 、 辽宁 、 四川 、 安徽 、 陕西 6省 25个地市的电脑型彩票购彩者 , 共回收有效问卷

2126份。用自编购彩者背景信息问卷和购彩行为问卷进行测评。结果:(1)一般特征方面 , 购彩者年龄最

小 16岁 , 最大 80岁 , 平均 (37 ±12)岁;男性多于女性 (82.9% vs.17.1%, P<0.001);个人月收入≤

2000元者占 75.8%。 (2)购彩行为方面 , 购彩者购买的全国发行的彩票种类主要是双色球 (49.3%)和 3D

(12.4%), 两者都买的占 38.3%;投注站是购彩者购买彩票 (97.7%)、 了解开奖结果 (46.7%)的主要途

径;更多的购彩者是自选号码 (79.5%)。(3)购彩动机方面 , 以奉献爱心 、 娱乐和中大奖为三大主要购彩

动机 , 以中大奖为目的的购彩者月彩票投入占收入百分比高于以奉献爱心和娱乐为目的的购彩者 (19.17%

vs.18.65%, 15.26%, P=0.039)。结论:我国购彩者具有一定特征。男性购彩者多于女性;与高学历群体

相比 , 低学历购彩者在彩票上的相对投入更高;购彩者的购彩动机与其彩票投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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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demographicandbehavioralfeaturesofChinesewelfarecomputer-

izedlotterybuyers.Method:Totally2126 casesfrom 6 provinces, including25 citieswereinvestigated.Measures

includeddemographicfeaturesquestionnaireandlotterybuyers'behavioralquestionnaire.Results:(1)Theageof

allcaseswerebetween16 ～ 80 years, meanage(37 ±12)years.Thereweremoremalesthanfemales(χ2 =

919.29, P<0.001).Therewere75.8% caseswhosemonthlyincomelowerthan2000 Yuan, 77% caseswere

thoughttoberationallotterybuyers.(2)UnionLottoand3Dwerecommonkindsoflotterygamespublishedcoun-

trywide.Bettingstationplayedanimportantroleinbuyinglottery(97.7%)andgettingtoknowtheresults

(46.7%).Morebuyerspreferredchoosingthenumbersbythemselves(79.5%).(3)Charity, amusement

andbigprizeweremainlymotivationoflotterybuyers.Conclusion:MorestudiesshouldpayattentiontoChinese

lotterybuyersinnearfuture, especiallythosewhoarelow-educationalmiddle-agedmales.

【Keywords】　lotterybuyer;demography;behavioralfeatures;motivation;cross-sectionalstudies

　　彩票是印有号码或图形 (文字), 由人们自愿购

买并能够证明购买人拥有按特定规则获取奖励的书面

凭证
[ 1]
。 1987年 , “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 ” 首

发 , 后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 标志着新中国彩票事业

的开始
[ 2]
。自 2000年发行电脑票以来 , 彩票发行量

得到迅速发展:2008年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量达到

603亿元 , 其中电脑票发行量为 505亿元 , 占总销量

的 83.83%
[ 3]
。我国主要发行的电脑型彩票种类为乐

透型和数字型游戏。近年来 , 彩票购买者的问题行为

逐渐受到社会关注 , 有研究认为彩票可以使人成

瘾
[ 4]
。一项对济南市 560名购彩者进行的调查发现 ,

有 22.59%的彩民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 其

中彩民的成瘾情况 、 动机以及人格特征等与其心理健

康状况密切相关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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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和管理学角度考察

彩票发展现状和购彩者经济行为
[ 6]
。如 , 有研究者

对体育彩票购彩者进行了效用分析 、 预期心理和感觉

寻求分析
[ 7]
;也有研究者关注彩票的概率研究

[ 8]
、

营销策略
[ 9]
等 。对购彩者购彩行为的实证研究少见 ,

且局限于个别省市的人群 (北京
[ 10]
、 沈阳

[ 11]
、 江

西
[ 12]
等)。本研究通过对广东 、 浙江 、 辽宁 、 安徽 、

陕西 、 四川 6省 25个地市的购彩者进行基本特征 、

购彩投入及购彩动机等调查 , 以整体把握购彩者现

状 , 并为彩票发行机构和管理部门未来决策提供支

持 。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对象是我国电脑型彩票购彩者 , 筛选在过

去半年中至少购买过一次彩票的购彩者参与调查。采

用多级抽样 , 于 2007年 11月 -2008年 1月间 , 各省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根据其省内各地市彩票销售销量实

际情况 , 抽取销量高中低具有代表性的 6省 , 并在各

省内考虑销量 、 地理位置后抽取 4 ～ 5个具有代表性

的地市 (共 25个)。在 25个地市内 , 方便抽取其彩

票销售站点以及前往站点购买彩票的购彩者 (样本

分布情况见表 1)。共发放问卷 2500份 , 回收有效问

卷 2126份。

表 1　调查样本各省市分布情况

省份 地市 频次
百分比

(%)
省份 地市 频次

百分比

(%)

广东 273 12.8 辽宁 378 17.8

广州 45 2.1 大连 128 6.0

东莞 72 3.4 抚顺 59 2.8

阳江 34 1.6 盘锦 65 3.1

清远 56 2.6 沈阳 126 5.9

惠州 66 3.1

浙江 235 11.1 安徽 376 17.7

杭州 37 1.7 合肥 134 6.3

湖州 63 3.0 马鞍山 57 2.7

嘉兴 66 3.1 宿州 86 4.0

绍兴 64 3.0 宣城 99 4.7

四川 391 18.4 陕西 473 22.2

乐山 82 3.9 西安 140 6.6

眉山 78 3.7 延安 34 1.6

成都 173 8.1 宝鸡 101 4.8

雅安 58 2.7 汉中 198 9.3

1.2工具

选取彩票购买者和彩票发行中心工作人员共 30

名进行前期访谈 , 初步了解彩票发行程序 、购彩者普

遍行为特征 , 如人群构成 、购彩动机 、 购彩方式等。

在此基础上 , 结合国内外相关资料
[ 13-14]

以及我国彩

票发行信息 (游戏种类等)编制中国购彩者人口学

特征问卷 、 购彩动机和行为问卷。购彩者人口学特征

问卷共 12题 , 涉及购彩者的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

度 、婚姻状况 、 个人月收入 、 宗教信仰等 。购彩动机

和行为问卷共 12题 , 涉及购彩者的购彩投入 、 购彩

频次 、 购彩方式及购彩动机。

1.3统计方法

用 SPSS13.0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 、 卡方检验以

及克 -瓦氏等级方差分析 , 以考察购彩者在人口学变

量上的分布情况以及彩票消费行为特点。

2　结　果

2.1购彩者一般人口学特征

购彩者年龄 16 ～ 80岁 , 平均 (37±12)岁 , 以

26 ～ 45岁年龄段为主;男 1762人 , 年龄 (37±12)

岁 , 女 364人 , 年龄 (37±11)岁 , 男女比例为 4.8

∶1;高中 /中专受教育程度者最多 (占 41.7%), 其

次是初中及以下 、大学 /大专及以上;职业分布:公

司 /企业职员所占比例最大 (29.5%), 其次是私营

业主 (15.8%)、 下岗 /待业 /无业人员 (15.0%);

个人月收入 <2000元者占总样本的 75.8% (表 2)。

2.2购彩者的购彩投入 、 购彩方式及购彩动机情况

2.2.1游戏种类

2007年全国电脑型福利彩票总销量为 439亿元 ,

其中双色球全国销量 180亿元 , 占总销量的 41%,

3D游戏全国总销量 184亿元 , 占 42%。调查结果显

示 , 目前 49.3%的受调查者购买双色球 , 12.4%购

彩者购买 3D, 814人 (占总人数的 38.3%)两者都

买 。

2.2.2购彩投入

购彩金额和频次是衡量购彩者购彩行为的重要指

标
[ 14-15]

。本调查显示:54.0%彩票购彩者每周彩票

投入≤50元;每周购彩 3次者占 30.81%, 每周购彩

7次者占 28.08%;77.0%的购彩者每月彩票投入占

其收入百分比≤20%, 而 4.52%的购彩者花费其月

收入的一半以上购买彩票 (表 3)。

2.2.3购彩动机及购买方式

调查发现 ,购彩者购买彩票的动机选择情况是:奉

献爱心(936人 ,占 44.0%)、娱乐(578人 , 27.2%)、中

大奖(359人 , 16.9%)、好奇(122人 , 5.7%)、受周围

人影响(131人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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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购彩者人口学特征 (N=2126)

项目 n(%) χ2值

年龄(岁) 468.44＊＊＊

　≤25 362(17.0)
　26 ～ 35 670(31.5)
　36 ～ 45 645(30.3)
　46 ～ 55 281(13.2)
　≥56 168(7.9)
性别 919.29＊＊＊

　男 1762(82.9)
　女 364(17.1)
婚姻状况 3074.80＊＊＊

　已婚 1585(74.6)
　未婚 501(23.6)
　丧偶 　10(0.5)
　离异 　30(1.4)
受教育程度 　69.83＊＊＊

　初中及以下 654(30.8)
　高中 /中专 886(41.7)
　大学 /大专 586(27.6)
职业 1053.69＊＊＊

　下岗 /待业 /无业 318(15.0)
　离 /退休人员 185(8.7)
　农民 /农民工 172(8.1)
　私营业主 335(15.8)
　公司 /企业职员 627(29.5)
　在校学生 　44(2.1)
　公务员 101(4.8)
　服务业从业人员 241(11.3)

　其他 103(4.8)
个人月收入(元) 658.03＊＊＊

　 <500 211(9.9)
　500- 608(28.6)
　1000- 794(37.3)
　2000- 318(15.0)
　≥3000 195(9.2)
宗教信仰 544.58＊＊＊

　有 525(24.7)
　无 1601(75.3)

注:＊＊＊P<0.001。

购彩者购买彩票的过程主要包括 3个步骤:选择

号码 、购买彩票 、了解开奖信息及兑奖。调查发现 ,我

国彩票购彩者选择号码方式有如下几种:机选号码

(279人 ,占 13.1%),自选号码(1690人 , 79.5%),两

者都有(157人 , 7.4%);购彩者购买彩票的主要方式

包括 (多选题 ):投注站 /销售厅购买 (2078 人 ,

97.7%),网上 (31人 , 1.5%),固定电话投注(93人 ,

4.4%),手机投注(43人 , 2.0%);了解开奖信息的途

径包括 (多选题):投注站点 (992人 , 46.7%),报纸

(550人 , 25.9%),手机短信(75人 , 3.5%),电视(455

人 , 21.4%),网络(415人 , 19.5%)。

表 3　购彩者投入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每周投入 (元)

　2 ～ 10 271 12.75

　11 ～ 20 315 14.82

　21 ～ 50 562 26.43

　51 ～ 100 518 24.37

　101 ～ 300 310 14.58

　 >300 150 7.06

周购彩频次

　 <1 77 3.62

　　1 60 2.82

　　2 162 7.62

　　3 655 30.81

　　4 141 6.63

　　5 192 9.03

　　6 140 6.59

　　7 597 28.08

　 >8 102 4.80

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

　≤5 705 33.16

　6 ～ 10 556 26.15

　11 ～ 20 376 17.69

　21 ～ 50 393 18.49

　 >50 96 4.52

2.3购彩者购彩投入的组间比较

2.3.1不同年龄段及受教育程度购彩者间比较

在每周购彩投入 、每周购彩频次以及月投入占收

入百分比上 , 不同年龄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25

岁及以下年龄段购彩者投入水平最低;大专及以上受

教育程度购彩者在购彩频次和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两

方面都较其他组表现出更低的消费水平 (表 4)。

表 4　不同年龄段及受教育程度购彩者购彩投入比较 (N=2115), 人数 (平均等级)

项目
年龄段

≤25岁 26 ～ 35岁 36 ～ 45岁 46 ～ 55岁 ≥56岁
χ2值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χ2值

每周购彩投入 362(829.85) 670(1105.72)645(1127.01)281(1146.83)168(1015.39) 69.30＊＊＊ 654(1043.86)886(1082.13)586(1057.25) 1.56

每周购买频次 362(923.56) 670(1056.71)645(1118.78)281(1107.44)168(1106.36) 27.87＊＊＊ 654(1132.88)886(1079.99) 586(961.14)26.71＊＊＊

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 362(941.90) 666(1042.22)643(1081.74)277(1081.73)167(1075.94) 26.41＊＊＊ 649(1128.66)882(1079.11) 584(947.60)29.26＊＊＊

注: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剔除了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大于 100%的样本 11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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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不同月收入购彩者间比较

总体上电脑型彩票购彩者随月收入增加 , 其每周

彩票投入金额有所增加 , 同时 , 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月彩票投入占收入百分比降低 , 然而 , 这一趋势在月

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时出现一个拐点 , 即 3000元以

上购彩者月彩票花费金额有所提高 , 并且其月彩票花

费占收入百分比明显增高 (图 1、 2)。

图 1　不同收入购彩者周彩票投入

图 2　不同收入购彩者月彩票投入占其收入百分比 (单

位:%)

2.3.3不同动机购彩者间比较

奉献爱心 、 娱乐和中大奖三种购彩动机在每周彩

票投入 (χ
2
=1.30, P=0.522)和购彩频次 (χ

2
=

5.06, P=0.080)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 在

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上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6.47, P=0.039), 以娱乐为动机的购彩者月

彩票投入占收入百分比较低 (15.26%), 而以中大

奖为目的的购彩者彩票投入占收入百分比较高

(19.17%), 奉献爱心居中 (18.65%)。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我国购彩者群体的基本特征 , 发现

我国购彩者以 26 ～ 45岁年龄段为主 , 男性多于女性。

这与已有对于体育彩票的研究结果相似 , 如有研究者

对北京市体育彩票购彩者的调查发现:购彩者年龄结

构以中青年购买群体为主 , 男性彩民明显多于女性 ,

男女比例为 3∶1
[ 10]
;江西省体育彩票的消费者中 ,

男性占 68.0% , 女性占 32.0%
[ 12]
。有对澳门人的风

险知觉与赌博行为的研究 , 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少参与

赌博
[ 16]
。可能的解释是男性更倾向于冒险 , 无论是

性格原因还是雄性激素的刺激 , 甚至为了赢他们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
[ 17]
。国外研究同样发现男性购彩者较

女性多
[ 18]
。国外研究还发现 , 在药物依赖发生 、 发

展 、治疗的各个阶段中均存在性别差异
[ 19-20]

。该领

域目前已经发现一些生理机制来解释性别差异
[ 21]
。

在本调查中 , 购彩者以 “公司企业职员 ” 最多 ,

占总样本的 30%, 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下岗 /待

业 /无业人员 ” “离退休人员 ” 以及 “农民 /农民工 ”

三类相对较弱势的社会群体共占总样本的 31.8%,

特别是 “下岗 /待业 /无业人员 ” 这一购彩群体 , 他

们在彩票上的投入占其收入百分比 (20.86%)远高

于其他群体 (F=3.465, P<0.001), 从这一结果推

测这一群体可能将购彩看作是投资 , 以此途径获得收

入 。但本研究中学生群体在所有受调查购彩者中只占

2.1%, 与吴剑等人
[ 22]
研究结论不一致 , 其研究中发

现体育彩票 消费者的职业结构 , 以在校 学生

(21.0%)、 打 工 者 (15.1%)、 个 体 工 商 户

(13.9%)为最大的三个消费群体 。这种差异可能与

调查样本的采集有关 , 例如接受调查的投注站所处位

置与购彩者构成有关 。

本调查显示 54.0%的购彩者每周彩票投入在 50

元以下 (含 50元);77.0%购彩者每月彩票投入占其

收入百分比不高于 20%, 同时 4.52%的购彩者花费

其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购买彩票 。根据前人研究提出的

20%为购彩者过度购买的标准
[ 23]
, 在本调查中 77%

的购彩者属于适度购彩 , 而过度购彩的占 23%。根

据不同年龄段 、 受教育程度和购彩动机组间比较发

现 , 46 ～ 55岁年龄段彩票投入较其他年龄段高;大

学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购彩群体彩票投入占收入

百分比最低 , 购彩频次也低于其他组。月收入在

3000元以下的购彩者占 90.9%, 该购彩群体表现出

随着月收入水平的增高 , 每周彩票投入增高 , 而彩票

投入占其收入百分比逐渐降低的趋势 。这说明 , 低收

入购彩者虽然在彩票的绝对花费上相对低于高收入群

体 , 但是他们的投入占其个人月收入的比例是相对较

高的。这与国外彩票相关研究类似
[ 15]
。

本调查发现 , 我国彩票购彩群体购买彩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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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奉献爱心 、娱乐和中大奖 , 以中

大奖为目的购彩的群体 , 其彩票投入比例最高 , 而以

娱乐为目的所占比例较低 。我国福利彩票发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汇聚社会力量贡献慈善福利事业 , 然而 , 不

可否认的是 , 由于彩票确实具有以小博大的可能 , 存

在部分购彩者将彩票看作是一夜暴富的机会 , 因此可

能使个别购彩者沉迷其中 , 不可自拔
[ 5]
。因此 , 特

别需要彩票发行机构在彩票发行过程中加以引导和适

时的提供干预和心理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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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com, wangqiang130@hotmail.com。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

第七届学术会议组委会

308 ChineseMentalHealthJournal, Vol24, No.4,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