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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ully grasp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of fan 
disturba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angle of the fan disturbance 
mostly is sociology, psychology. It was found that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sive, 
diversity, temporal and spatial uncertainty and group, and the agglomeration group had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age structure,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al convergence.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perspective, but there is still mo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in our country, establish the research system of fan disturbance, 
break through the subject barrier of research, and create more interdisciplines. And strengthen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The study of disturbance behavior and group negative emotio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sports “social safety valve”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fan disturbance on social security. 

 
Keywords 
Football, Football Fans, Hooliganism, Violence 

 
 

我国球迷骚乱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 

张富纶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休闲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29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11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18日 

 
 

 

摘  要 

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球迷骚乱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国内外对球迷骚乱的研究视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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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发现其行为特点为爆发性、多样性、时空不确定性和群体性；骚乱群体在年

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上有趋同性特征。现阶段的国内研究视角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在研究方法上

还有更多提升空间。学界应结合我国职业足球发展需要，建立球迷骚乱的研究体系，突破研究的学科壁

垒，创造更多交叉学科。并加强对青少年参与骚乱行为和群体负面情绪的研究，充分发挥体育“社会安

全阀”功能，减少球迷骚乱对社会治安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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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体育全球化、商业化发展的背景下，足球有着世界第一运动的美誉，但球迷骚乱行为一直阻碍着

这项运动的和谐发展。无论是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还是足球实力强劲的其他国家，每年都有着不同

程度的球迷骚乱行为。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球迷骚乱行为不断增多，“5·19”案件更是成为我

国体育社会问题中不可磨灭的节点。随着 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球迷骚乱

行为成为新的制约对象，但骚乱现象仍屡禁不止。笔者结合国内外针对球迷骚乱的实证调查研究和理论

分析，总结了球迷骚乱的国内外现状、骚乱行为的特点、社会成因。并提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并给出一

定的建议，为后续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2. 球迷骚乱研究概述 

众多学者在球迷的概念及定义上并未达成一致，球迷的英文单词(fan)来源于拉丁文的 fanatic，这个

单词有狂热之意，狂热在北京师范大学 1989 年版的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中有着如下解释：狂

热“又称盲目性，对某一事物表现出过度的、不合情理的热情”[1]。朱国生(2008)等学者认为球迷指沉

迷于球类运动的人，包括球类运动员和球类比赛的狂热观众[2]，傅道华(2006)等学者将球迷的概念区分

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类别，广义球迷指热爱某项运动，并参与此项运动的人或热爱某项运动但不直接参与

的人。狭义方面来讲，指到场观看体育竞技比赛的欣赏者[3]。综合以上概念，笔者认为球迷是指热爱足

球项目，有长期观看足球赛事习惯并从各种途径获取赛事信息的人。 
骚乱是群体行动的一种常见形式,是一种暴力和破坏欲的集体爆发[4]。球迷骚乱是普遍的体育社会问

题，是阻碍运动项目规范发展，违反社会道德准则，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失调现象[5]。这

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越轨行为，即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偏离和违反现有社会

规范的行为[6]；同时也是集群行为，集群行为与大规模冲突往往有密切联系，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

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7]。K·洛伦兹(1987)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的，非理性

的，在行为过程中，个人都不是独立地行动，而是与他人相赖，相互影响的”[8]。 

2.1. 我国球迷骚乱研究演进脉络 

20 世纪 80 年代后，球场观众暴力在我国显现出来，并呈现“与国际接轨”和“低龄化”的发展态

势[9]。由于我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较晚，因此球迷骚乱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均从现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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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加以理论分析辅之，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研究方法普遍为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

法，但也有少数学者利用调查问卷法、专家访谈法对球迷骚乱现象进行研究。 
白君玲(1987)曾对沈阳球迷协会的球迷做过一次访谈，她发现很多球常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如

一句口号、一句啦啦词就会使空气紧张起来，逐渐升级为冲突[10]。宋凯(1996)基于对北京沈阳两地的球

迷狂热行为调查，发现两地球迷的骚乱行为在时间、地点、参与者结构、起因都有相同之处，均在赛后

一段时间里，离体育场不远的地方爆发群体骚乱，参与人群结构复杂，起因皆为球迷支持的球队没有获

得预期结果[11]。张琨(2005)从更多社会学方面阐释球迷骚乱的成因，通过对陕西球迷的调查，他认为社

会文化差异与暴力行为呈显性相关，并且多数球迷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强烈反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缺位是导致未成年球迷参与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12]。姜哲(2014)将球迷过激行为的原因分为显性和隐

性两大类，显性是可见的，表层的因素，比如裁判误判、赛场球员的状态等等；隐性因素是不可见的，

深层次的，例如球迷的认知水平、球迷从众心理等等[13]。 
我国对球迷骚乱行为解释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从社会变迁的时间序列来看，我国在很多方面都在

重复昔日的西方[14]。球迷骚乱的行为成因是复杂的，它可能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种因

素，所以西方对球迷骚乱的解析视角主要分为社会学、心理学两个方面。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多从社会和

个人的动态关系中解释球迷骚乱的发生机制，主要有结构性紧张理论、亚文化理论、冲突理论；心理学

基于集群理论，利用价值累加理论、感染论、模仿论等阐释球迷骚乱的成因。近几年我国学者在原有理

论之上也增加了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刘媛媛(2007)等从身体理论出发，讨论身体理论与体育文化的关系，

得出人在体育场外积压的原始情绪和怨气，以身体为表达方式进行宣泄的结论[15]。杨万友(2007)等人从

传播学等方面对球迷骚乱行为重新审视，他们发现每次遇到足球赛事，一些不良媒体对赛事的描述过于

夸张，对赛前观众的情绪有着不正确的引导，并且在一些赛事评论的文章中，经常会放大比赛过程中不

起眼的小细节，引起读者的误会。这样做表面上好像在行使舆论监督的功能，实则此时最易激发观众情

绪，激化矛盾，扩大冲突，产生社会结构性压力，增加引发后续比赛观众暴力的可能[16]。宋亮(2015)从
文化认同视角审视球迷骚乱，他认为我国球迷骚乱问题的根源在于球迷认同了异化后的文化，而正是足

球管理制度不合理和技术水平欠缺导致我国足球文化的异化[17]。阎小良(2015)从体育法学的视角为解决

球迷骚乱问题提供有益建议和防范对策[18]。 

2.2. 球迷骚乱的行为特征与成因 

(1) 负面情绪的宣泄与爆发 
球迷骚乱的发生主体是观众，在观赛过程中，观众的心理状态是随着比赛进程而改变的。在特殊情

况下，比如裁判误判、远动员间的粗野动作等等会成为观众爆发骚乱行为的导火索，观众带有的负面情

绪极易被激发，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例如漫骂裁判或对方球员、摔打物品，甚

至是极端的破坏物品的行为[19]。 
球迷骚乱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较为常见的群体斗殴外，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球场设施、袭警、扰

乱发布会、焚烧垃圾桶、掀翻隔离带、团体暴乱等[20]均属于球迷骚乱行为。在观赛期间，比较激进的球

迷会与其他球迷形成互动，产生群体间的情绪共鸣，此时球迷的意志已服从于情感，其行为已超出了一

般观看比赛的倾向态度范围，从潜伏期至升温期的积压感情都涌到一起[21]，当比赛进程与球迷预期结果

产生偏差时，处于爆发的球迷则会失控，进而爆发骚乱。并且兴奋的情感会以循环式和链锁式的行式感

染他人，一个人或几个人会激发周围一群人，球场进一步失控会蔓延到球场外引起更大的破坏行为[22]。 
(2) 个体易受群体情绪影响 
集群行为产生需要必要的环境和场所。这种场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同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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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还必须容纳足够多的人群[23]。勒庞认为个人在群体环境中智力会下降，群体是易怒、多变和冲动的，

不仅如此，缺乏推理性的群体极易受到外界的“暗示”而改变他们的行为[24]。球场这种人群高度密集的

场所，人们极易容易收到周围情绪的影响。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其思考方式和行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状态，个体极易受到群众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模式[10]。感染理论认为，群体受到情绪感染的

路径有两种，分别是循环反应和连锁反应，经过这种群体感染过程，一种情绪、一种观点会迅速支配整

个人群，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为[16]。球迷骚乱还有着时空不确定性的特点，并且群体冲突有着

由场内向场外转移的趋势，国外研究人员观察到，争斗和暴力行为总是发生在酒比较容易得到的地方，

于是英国政府下令禁止在球场附近出售含酒精的饮料，球迷骚乱行为急剧下[25]。不仅如此，由于现代足

球赛事的转播技术越来越发达，球迷观看球赛的方式更趋多样化，很多球迷会在广场大屏幕前聚集观看

赛事，2014 年世界杯决赛，众多阿根廷球迷对球队失利的结局感到不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与警

察发生冲突(表 1)。 
 
Table 1. Overvie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fans rioting occurred 
表 1. 球迷骚乱行为发生地点概况 

 比赛前 比赛中 比赛后 比例 

体育场内 3% 33% 10% 46% 

体育场外 10% 7% 37% 54% 

比例 13% 40% 47%  

 
(3) 群体结构趋同性 
国内外很多学者将球迷群体根据观赛动机分为几种类型，比如有国外研究者从迷恋的程度，将球迷

划分为 fan (迷恋者)、fanatic (迷狂者)和 deiant (越轨者) [26]；卢元镇(1990)教授从需要和动机的角度将球

迷分为：求知型、审美型、娱乐型、求同型和发泄型 5 种[27]；谭涌从动机出发将球迷分为：满足嗜好动

机型、现场体验型、地缘亲情型、情感宣泄型、追星型、足球事业支持型球迷[28]；英国心理学家 B. J.
克列季将球迷分为 3 类，即球迷分为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为“第一线助威者”、通过电视或广播获知比赛

信息为“第二线助威者”、通过别人谈论或报纸获知比赛信息为“第三线助威者”[29]。挫折—攻击理论

认为攻击是一种对挫折的自然反应，攻击行为提供了和挫折有关的愤怒(如不合理事件)的宣泄或清除[30]。
比赛时观众的心理变化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兴奋和喜悦，另一种是受压抑和被激怒[31]，当所支持的球

队表现不佳、裁判误判等情形都可能是触发球迷情绪爆发的诱因，“情感宣泄型”、“发泄型”球迷非

常容易受到这些场内因素的干扰。 
在对我国球迷骚乱现象进行实证调查研究时发现，发生激烈冲突的球迷群体在年龄结构、受教育程

度、职业上有共同特点。国内学者郑海豹(2017)在对杭州绿城足球倶乐部主场球迷观赛行为进行调查时发

现，19~25 岁球迷是现场观赛的主体人群，这类人群不仅精力旺盛，有固定收入来源，具有本科学历的

球迷占调查人群数量的 59.55% [32]，球迷群体中学生占据大部分比例。学者姜哲[11] (2014)也对北京国

安球迷现状做过类似调查，两位的调查结果仅有细微差别。 
窦永涛和林华在针对陕西球迷从众行为研究的过程中发现，20~30 岁和 31~45 岁的球迷参与扰乱球

场秩序的比率较高，两个年龄段每次都参与的人数占被调查对象的 5%和 2.6%，结伴看球的观众占调查

人数的 83%，同辈群体间常会出现相互模仿、相互肯定、相互刺激的场面，这在比赛现场的群体行为中

表现尤为明显[33]。这使得群体行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根据两位学者的调查，表示支持球迷过激行为的

职业人群中，学生和企业员工态度最为激进，最为理智的是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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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建议 

3.1. 明确球迷骚乱的界定范围 

在球迷骚乱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虽然对骚乱的表现形式、群体结构都有针对性探讨，但球迷骚乱的

本质内涵却没有得出统一结论，球迷骚乱虽然是球场观众暴力行为中的一种类型，但与其他球迷越轨行

为有着很大区别，正是因为概念的界定不清晰，所以很容易与足球流氓混为一谈。“足球流氓”虽然是

球迷骚乱行为中的一种群体组织，但他们更趋近于组织化，行动目标更加明确，足球流氓覆盖孤立的球

场观众暴力事件行为、集群性暴力自发行为、具有社会性、有组织的球迷(流氓)群体暴力行为等多种形式

[34]，比赛本身只承担动员球迷，聚集球迷的职能，足球流氓就是要打上一架，以此寻求情绪上的快感[35]。
而球迷骚乱则大多属于事前无预谋策划，事中无明显指挥的从众行为。参与者受一定事件刺激，而一时

性的近乎失去理智，产生了具有群体性、盲目性的破坏行为[36]。在参与群体中，大多数英格兰足球流氓

来自于社会较低层，一个较小的相对稳定部分来自中低、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一个更小，同样较稳定

的部分来自上层阶级或接近上层社会[37]。而在球迷骚乱群体中，整场比赛的观众都有可能会参与其中，

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 

3.2. 扩大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 

国外学者在对球迷骚乱的研究大体分为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视角，国内学者大多沿用以上三种

理论范式，虽然在研究视角上我国学者有不断创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提升的空间。笔者认为，应多

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球迷群体加以针对性研究，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 

3.3. 拓宽研究思维，创造多学科融合体系 

虽然社会学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审视球迷骚乱行为成因，但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有参与球迷骚乱行为

的动机，正如李继刚在《体育越轨行为研究综述》中所言：“何以有的人产生越轨行为，而有些人却没

有。”社会学研究没有把种种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条件挂钩，在这一重要环节上留下了缺口，从而无法

解释同样环境下不同行为的发生原因[38]。在今后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球迷

骚乱为研究主线，创造更多交叉学科。 

4. 研究展望 

4.1. 加强对青少年参与骚乱行为的研究 

球迷骚乱是体育社会治理的对象，对于解决这种有着复杂影响因素的现象，我们必须联合社会组织、

政府等多个系统，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协商从内部和外部两种途径减少球迷骚乱现象的发生频率。目前

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搭成，但球迷骚乱问题仍屡见报端，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所以未来的体育社会治理功能将会呈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发展。根

据我国学者对现场观赛球迷的调查，观赛群体中，青少年的比例逐渐提升，他们具有精力旺盛，情绪易

波动等特点，所以他们极易受到周围观众的情感渲染，从而参与骚乱行为。体育社会治理功能在防范青

少年犯罪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此经验运用到球迷骚乱治理中，根据英国 SBI 项目的实

践经验，我们可以整合政府及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资源，以边缘青少年的需要为方向，设计具有本地特

色的体育公共服务模式，将体育作为预防边缘青少年参与反社会行为的工具，降低反社会行为的危害性。 

4.2. 加大对不同群体、阶层的负面情绪研究 

张鲲(2005)在对部分陕西球迷进行访谈时发现部分球迷对部分社会现实问题的感触强烈。这些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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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大多是由不良的社会心态导致，公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缺位会使得球迷在场外积压大量的负面情

绪，这些负面情绪大多由相对剥夺感、挫败感、焦虑组成，而当他们处于球场秩序混乱的时候，这种原

始情绪将得以宣泄。很多球迷对中国球员的高收入、低水准的现象颇有说辞。“假球”、“黑哨”等现

象和国家队成绩的退步正一步步吞噬球迷的希望，不利于形成高凝聚力和高度认同的球迷文化。与足球

发达国家相比，足球并未融入我们的生活，它仅仅是调节生活节奏的额外需求。在价值秩序失范、价值

观念扭曲的环境中，球迷群体逐渐形成一种负面的意识形态[17]。球迷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扭曲

的、异化的球迷文化会逐渐渗透至人们的日常健康生活中，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产生更多无异于社会

安全的负面情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在新时代条件下以“幸福导向”为核心的执政理念，旨

在为通过提升人们的内部追求，以此提升人们幸福感的持续体验，减少公众因社会阶级分化而导致的不

良情绪和心理压力。在充分发挥体育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的基础上，满足和宣泄人类的攻击本能，创

造更多缓解情感堵塞的途径。学界目前对此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个人-群体”的研究路径，我们应着重

关注于群体性的负面情绪，避免球迷因阶级对立而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参考文献 
[1] 朱智贤. 心理学大词典[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出版社, 1989: 312. 

[2] 朱国生, 孙保利. 球迷骚乱再思考[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8): 28-30+35.  

[3] 傅道华, 张培志, 孟宪林. 球迷的经济文化功能与越轨行为成因和预防对策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06, 42(6): 
33-37.  

[4] 赵建安, 张鲲. 足球赛场球迷骚乱和暴力成因的社会心理学探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0(6): 112-114.  

[5] 仇军, 钟建伟. 论体育社会问题[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1(6): 641-650+675.  

[6] 石岩, 高进, 张凯飞. 欧洲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进展[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2(1): 12-17.  

[7] [美]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8] [澳]K∙洛伦兹. 攻击与人性[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7: 211.  

[9] 石岩. 我国足球场观众暴力: 现状与问题[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8): 1013-1015.  

[10] 白君玲, 刘德佩. 球迷骚乱的心理过程与管理对策[J]. 体育科学, 1988(3): 10-12+93.  

[11] 宋凯. 当代中国足球迷现象解析——对北京、沈阳两地足球迷的社会调查[J]. 体育科学, 1996(6): 11-18.  

[12] 姜哲. 北京国安球迷过激行为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2014.  

[13] 张鲲. 陕西省足球暴力产生的社会因素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5, 28(11): 34-36+39.  

[14] 贾文彤. 中外体育越轨行为研究分析与比较[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3(5): 28-32.  

[15] 刘媛媛, 李骁天, 王大安. 身体之维——以全新视角审视球场观众暴力现象[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7): 30-34.  

[16] 杨万友, 王庆军. 从传播学视角看足球流氓暴力行为的成因[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2): 60-62.  

[17] 陈亮, 于文谦. 文化认同视域下球迷骚乱问题研究[J]. 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 2015, 2(12): 11-15.  

[18] 阎小良, 王家力, 邓仕琳. 从体育学与法学的视角对球场暴力概念的重构[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6(2): 
10-12.  

[19] 崔安福, 王建伟. 我国球场观众暴力研究概述[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26(4): 72-76.  

[20] 周秀军, 毛志晨. 我国足球赛场球迷越轨行为分级及趋势探析[J]. 体育与科学, 2011, 32(6): 103-106.  

[21] 祁永胜, 冯建强. 足球球迷骚乱的心理过程分析[J].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5(5): 30-31+45.  

[22] 邹尚全. 对足球迷观看比赛动机的研究[J]. 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6(1): 65-67.  

[23] 时蓉华. 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24]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25] 张志东, 孔祥安. 足球场暴力成因与防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88(3): 8-13+3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1259


张富纶 
 

 

DOI: 10.12677/ass.2019.811259 1909 社会科学前沿 
 

[26] 王则珊. 球迷手册[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0: l. 

[27] 卢元镇. 体育社会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92.  

[28] 谭涌, 李庶品, 牛锦山. 足球重点城市球迷观赛动机分析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33(2): 60-63.  

[29] 谭淼. 我国足球球迷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建设路径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3(1): 32-36.  

[30] Richard. H. Cox 著. 运动心理学——概念与应用[M]. 张力为, 等,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94-396.  

[31] 季浏. 体育社会心理学[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32] 郑海豹. 杭州绿城足球俱乐部主场球迷观赛行为及特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33] 窦永涛, 林华. 陕西球迷从众行为分析与对策研究[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24(6): 37-39.  

[34] 彭国强, 舒盛芳, 闫杰. 足球流氓文化探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6): 196-200.  

[35] 兰德尔∙柯林斯, 李睿. 运动暴力之观众暴力: 微观社会学理论[J]. 体育与科学, 2015, 36(4): 75-87.   

[36] 刘晖, 侯本华. 球迷骚乱行为成因探析及管理对策[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4(2): 91-92.  

[37] 丁海勇. 足球流氓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7(2): 15-18.  

[38] 乐国安. 越轨行为诱因辨析[J]. 社会学研究, 1994(5): 104-11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1259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Disturbance Behavior of Fans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我国球迷骚乱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球迷骚乱研究概述
	2.1. 我国球迷骚乱研究演进脉络
	2.2. 球迷骚乱的行为特征与成因

	3. 研究建议
	3.1. 明确球迷骚乱的界定范围
	3.2. 扩大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
	3.3. 拓宽研究思维，创造多学科融合体系

	4. 研究展望
	4.1. 加强对青少年参与骚乱行为的研究
	4.2. 加大对不同群体、阶层的负面情绪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