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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比赛主场优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范成文，钟丽萍，刘亚云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众所周知，足球比赛具有主场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发挥取决于多种因素。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影响足球比赛
主场优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观众、旅途疲劳、情景熟悉性、裁判偏向、领域性、规则变化、战术指导思想及比赛任

务性质等。并且，这些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主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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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场优势（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最早源于主客场制
竞赛。对于主场优势的定义，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

点。Ｋｏｐｐｅｔ认为“主场优势是指在主场比赛中提高
主队获胜机会。”［１］Ｃｏｕｍｅｙａ和Ｃａｒｒｏｎ认为“主场优
势是在主场与客场比赛次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主

场和客场比赛的赛程，主队在竞赛中获胜的比例超

过５０％。”［２］Ｂｒａｙ认为“主场优势是在主场和客场
比赛次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主客场比赛日程，主

场获胜率减去客场获胜率大于５％。”［３］马红宇等
认为“主场优势是在比赛任务性质这一背景下，主

场环境因素通过运动员的自我表现动机、心理领域

感这一中介，采取有效主场推进策略的结果。”［４］这

些定义的提出引发了众多研究者对体育比赛中主

场优势的探讨。自１９世纪末有专门的足球主客场
比赛以来，主场优势就已经出现，它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性的现象，但不同国家主场优势的表现又是不

同的。据Ｐｏｌｌａｒｄ的研究显示，过去几十年里，欧洲
主要联赛的主场优势处于下降趋势，但与其他集体

项目相比，足球比赛的主场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主

场优势被认为是决定比赛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它

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球员、教练员、裁判员、

观众和媒体的态度。［５］随着足球主客场赛制的广泛

开展，主场优势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外诸

多学者对主场优势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因素进

９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及应急机制研究”（１１ＢＴＹ００７）
作者简介：范成文（１９７１－），男，湖北荆门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学；钟丽萍（１９７３－），

女，湖北荆门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学；刘亚云

（１９６２－），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１期）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由于足球比赛特点的

多样性以及影响主场优势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众多

研究结果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有的还出现相互矛盾

的现象。因此，本研究在查阅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

基础上，总结归纳出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的影响因

素，旨在探讨足球比赛的制胜规律，为我国的职业

足球联赛服务，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　观众

许多研究证明，观众的影响是足球比赛出现主

场优势的主要因素。Ｗｏｌｆｓｏｎ等对观众在英超联赛
主场优势中的作用进行了调查，参与调查的大多数

人认为在过去英超联赛中观众对主场优势的影响

相当明显。［６］但对于观众的数量、密度、支持度，不

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场优势与观众数量是

否有关系？是不是观众人数越多，主场优势越明

显？Ｎｅｖｉｌｌ研究了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赛季英格兰和苏格
兰足球联赛，发现在不同级别的足球联赛中主场优

势区别很大，这种区别与每场比赛中的观众人数有

很大关系。但是，有时比赛现场观众数量很少，主

场优势照样能够显现出来。［７］因此，一些研究认为

观众的数量、密度与球队成绩之间并没有十分肯定

的联系。Ｄｏｗｉｅ对英格兰足球联赛４个级别联赛的
主场优势与观众的绝对数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尽

管观众的人数在２５００人到２５０００人不等，但主场
优势并没有发生变化。［８］那么观众的密度是否有助

于主场优势呢？Ｐｏｌｌａｒｄ对英格兰足球联赛４个级
别联赛观众的密度与运动成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当观众的平均密度从４级联赛的２０％增加到
１级联赛的７０％时，主场优势仍然没有差别。从而
认为观众的绝对人数对胜负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

那么重要，比人数更重要的是观众的支持度，也就

是观众的倾向性。［９］因为观众对主队的大力支持可

以大大激发主队球员的比赛动机和自我表现欲望，

使他们全身心投入比赛，尽全力发挥自已的技战术

水平，从而在主场球迷面前充分表现自已的技战术

能力。Ｂｒａｙ等的研究表明，当出现观众支持时，运
动员对自己获胜能力具有更强的信心。［１０－１２］Ｗａｔｅｒｓ
和Ｌｏｖｅｌｌ运用 ＰＯＭＳ简表进行半开放式的访谈方
法，通过对５个球员的访谈来研究球员心理状态与
主场优势的关系，发现球员在主场比赛中心理上十

分乐观，对取得比赛胜利充满自信。［１３］但任何事物

都有两面性，观众的支持可以激发主队球员的斗

志，也可能抑制球员技能的发挥。Ｄｏｗｉｅ等的研究
表明，支持性观众既可以促进运动员的发挥，也可

以阻碍运动员的发挥。［８－９，１４］马红宇等认为支持性

观众等主场环境因素使运动员的自我表现动机提

升，这种提升可以提高简单任务的效率，而妨碍困

难任务的完成。［４］但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是支持性

观众是主场优势形成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对于足

球比赛中观众的支持到底如何发挥作用，除了上述

分析的提高球员的自我表现动机外，Ｎｅｖｉｌｌ的解释
是：或者是由于大量主场观众的支持分散了客队球

员的注意力，能够引起客队球员的犯规行为（真正

犯规）；或者是主场观众的嘘声、噪音、恐吓影响裁

判的判罚，使裁判认为客队球员实施了犯规行为

（感觉犯规）。［７］此外，Ｂｏｙｋｏ研究认为，观众距离球
场的远近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１５］

　　二　旅途疲劳

旅途疲劳是否会制约客队的比赛成绩，一支球

队是否旅途距离越远，比赛成绩就越差？一些学者

对部分国内联赛或国际比赛中客队旅途疲劳对球

队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Ｐｏｌｌａｒｄ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欧洲５１个国家足
球联赛，认为领域性、观众和行程等因素的影响占

了主场优势变量的７６．７％；［１６］Ｃｌａｒｋｅ和 Ｎｏｒｍａｎ分
析了英超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赛季和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赛季所
有球队的主场优势，认为主场优势与俱乐部的旅途

长短有关；［１７］Ｂｒｏｗｎ等研究了包括 １９８７年 １月 １
日至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２日之间被国际足联认可的所
有与世界杯有关的比赛，发现一支球队到达比赛场

地路程越远，球队休息时间越少，球队成绩就越

差。［１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时间的旅途颠簸破

坏了生物节律，导致身心疲惫，出现疲劳、睡眠、饮

食等运动障碍。而Ｐｏｌｌａｒｄ统计了３４９６场大样本的
数据发现，球队旅途的距离大于或小于２００ｋｍ都
有相同的主场优势，从而认为旅途疲劳并不是导致

客队劣势的重要因素；［９］Ｃｏｕｒｎｅｙａ等用比赛结果作
为反应变量，以旅途距离和跨越时区的数目作为解

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主场优势仅有小于

１．２％的比例变量能用旅途因素解释；［１９］Ｐｏｌｌａｒｄ根
据英超联赛统计数据，认为足球主场比赛中观众支

持和旅途疲劳对比赛的影响比球队对情景熟悉性

要小；［９］Ｓｍｉｔｈ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参加比赛的运
动队，它在赛前进行了很好的调控，那么旅途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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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赛结果的影响是微量的。［２０］但许多学者通过

研究得出结论：没有旅途劳累的同城队比赛减少了

主场优势。虽然学者们对旅途疲劳对主场优势影

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但在交通日益发达的

今天，旅途因素不可能是影响主场优势的主要

因素。

　　三　情景熟悉性

研究结果表明，对情景熟悉可能是主场优势的

一个影响因素。当一支球队在主场进行比赛时，它

对周围的场馆、设施和环境都比较熟悉，这些为他

们的比赛提供了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也显得十分

困难。Ｍｏｏｒｅ等研究认为，主场运动员越熟悉比赛
情景或比赛场馆，他们就有更大的主场优势。［２１］在

谢红光等人的问卷调查中有７４．４４％的运动员认为
对场地的熟悉有利于发挥技术，５７．７％的运动员感
到不适应场地而影响技术的发挥。除了场地软硬、

草皮质量、摩擦力等“质感”性条件外，场地的参照

系如场地的形状、大小、颜色、方位、背景等也对运

动竞赛能力的发挥构成潜在影响。对参照物的熟

悉有利于运动员的技术发挥。［２２］殷小川等研究也

发现，运动员在主场比赛时，对场地、设备、气候的

熟悉程度的差异达Ｐ＜０．００１。［２３］Ｐｏｌｌａｒｄ研究发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欧洲大量的足球

比赛中断，二战结束后，英格兰和意大利足球比赛

主场优势呈现下降趋势。出现这种现象与球队对

周围场地设施、环境条件不够熟悉有很大关系，因

为一个球队移到一个新的体育比赛场馆时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适应。［５］同时，Ｂａｒｎｅｔｔ等在研究英格兰
足球联赛时发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人造草皮上比
赛确实有一个主场优势，而且可以直接引起利害关

系。［２４］然而与此观点相反，Ｐｏｌｌａｒｄ在研究英格兰足
球比赛后认为，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主场优势受比赛

场地草皮差异的影响。［９］ｌａｒｋｅ等在讨论 Ｐｏｌｌａｒｄ的
论点时指出，这种无差异可能是由于各队的竞技能

力水平的不同所致。［１７］Ｄｏｓｓｅｖｉｌｌｅ通过研究法国足
球职业联赛中使用不同类型足球产生不同的效果，

从而认为主队球员由于熟悉某种足球型号并且知

道此种型号的足球在该草皮上的运转情况，这样更

有利于球员们的发挥，从而增加主场优势。［２５］此

外，也有证据显示，对当地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的

熟悉和适应也有助于比赛中主队水平的发

挥。［２６－２８］虽然主队球员有更多的机会熟悉比赛场

地、设施和环境等情况，从而能更有信心在比赛时

取得好成绩。但从学者们整体上的研究看，除去个

别的现象外，大多数的实证都倾向于在各队竞技水

平相等的条件下，情景熟悉性并不是影响主场优势

的主要因素。［２９］

　　四　裁判偏向

充分的证据显示裁判判罚一般偏向主队。

Ｎｅｖｉｌｌ研究发现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在判罚球员和点
球方面大都偏向主队一方。在拥有大量观众的赛

区，主队球员被罚下场的比率相对较低，只有３０％，
而在拥有少量观众的赛区，主队球员被罚下场的比

率达到５０％。与之相似的是，在人数较多的赛区，
主队获得点球的比例是很大的，超过７０％，而在人
数较少的赛区主队获得点球的比例则很少，没有任

何优势。［７］Ｇｌａｍｓｅｒ研究了英格兰足球比赛中的裁
判判罚，发现客队在比赛中受到裁判的纪律处分多

于主队；在伦敦地区举行的比赛中，裁判对黑人球

员的判罚和白人球员基本相似，而在伦敦地区以外

的比赛中，黑人球员受到裁判的警告大概是白人球

员的７倍。［３０］Ｌｉｄｂｏｍａ和 Ｍｉｋａｅｌ在研究了２００７年
意大利没有观众的足球比赛后，认为裁判出现偏向

主要是由于观众的压力造成的。［３１］由于受到比赛

气氛、观众等因素的影响，裁判们不由自主会出现

打分偏向。但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通过研究英超联赛认为裁
判的偏向和有无观众以及观众的多少没有多大关

系。［３２］Ｇａｒｉｃａｎ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裁判在足
球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有自由裁量权，因此当主队

比分领先时，他们往往会缩短伤停补时时间；当主

队比分落后时，他们往往会延长伤停补时时间。因

赢得比赛胜利的奖金不同，裁判偏向也相应发生变

化。但在比赛不是很重要时，他们往往显得比较公

正。裁判出现偏向主要是为了满足球场观众的需

要。［３３］Ｄｏｈｍｅｎ通过分析德甲１２个赛季裁判判罚，
得出了和Ｇａｒｉｃａｎｏ研究一样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指
出，观众的人数多少影响着裁判偏向尺度，裁判偏

向还和观众与赛场的距离有关。［３４］虽然一些学者

研究认为裁判偏向的主要原因是观众支持的结果，

但到底是否准确还不能确定。裁判偏向行为可能

是对主队，也可能是对客队，或者两者都有。也有

学者研究认为，裁判员和比赛球队球员间的种族差

异也可能导致裁判判罚的不公，这说明其他因素也

可能对裁判的偏向产生影响。［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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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领域性

领域性是指个体对其知觉的领域的入侵进行

保护的反应，这种领域性可以激发个体更强的精

力、毫不犹豫的攻击行为以及竞赛行为。［３６］Ｐｏｌｌａｒｄ
在对足球主场优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指出，领

域性可能是一个取得足球主场优势的因素。［１６］众

所周知，人类和动物在其家园被侵犯或感到被侵犯

时，他们会本能的做出反应，这似乎合理地支持了

领域性可能是影响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的一个因

素。Ｍｏｒｒｉｓ最早提出这种观点。［３７］Ｎｅａｖｅ等通过测
试球员在两个主场比赛、两个客场比赛和三个训练

时段的睾丸素，发现球员在主场比赛的睾丸素比在

客场比赛和训练时候要高很多。［３６］后来的一些研

究也证明主队球员在比赛前激素活性大大增

加，［３８－４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领域性导致了竞争程

度的增加。Ｓｅｃｋｉｎ等在研究土耳其足球职业联赛
时发现，在伊斯坦布尔球队之间的比赛中主场优势

是比较低的，只有５７．７％，但在土耳其比较偏远的
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主场优势比较高。［４１］Ｐｏｌｌａｒｄ
选择了欧洲、南美及其他大洲共７２个国家联赛在６
个赛季的比赛结果来研究主场优势。研究发现，在

欧洲巴尔干半岛国家，特别是波斯利亚和阿尔巴利

亚等国家，主场优势高于平均水平；而在南欧波罗

的海国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不列颠群岛，其

主场优势低于平均水平；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国家主

场优势是高的，而其他地区则是比较低的，特别是

乌拉圭国家比较低；其它大洲的一些国家其主场优

势高或低是不显著的。［１６］Ｒｉｃｈａｒｄ和 Ｍｉｇｕｅｌ分析了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自７０多年前
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以来的所有比赛，共包括８１１８５
场比赛，其中有２４４支不同球队，以此来探讨主场
优势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主场优势在科西嘉岛

和西西里岛的球队是比较高的（Ｐ＜０．００１），在意
大利的撒丁岛是比较低的（Ｐ＝０．０９５），在四个国
家的首都，球队的主场优势比较低，在意大利的米

兰城市，由于ＡＣ米兰和国际米兰两只球队共用一
个球场，其主场优势也是比较低的。因此作者认为

由于隔离形成的的地域感情和独特的文化群体可

能增加主场优势。［４２］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不同国

家间的球队比赛、一国内部特定城市或地区的比

赛、以及经常遭受孤立或具有历史冲突的球队比赛

都增加了主场优势，这可能是由于地域性增强的原

因。［４３］大量的领域变化可以解释领域性是影响主

场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　规则变化

虽然足球只是一项简单的运动，但在过去的几

十年，足球比赛规则和运动员参赛规则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这种潜在的因素影响了主场优势。自从

Ｃｏｕｒｎｅｙａ提出规则是影响主场优势的因素后，还未
发现不同的观点。Ｊａｃｋｌｉｎ研究了英格兰两个顶级
足球联赛主场优势的发展趋势，使用变点分析论证

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场优势发生的变化。规则未

改变之前，获胜球队得２分；规则改变后，获胜球队
得３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计分规则的变化造成
主队和客队胜利的比率和原来相比下降了０．３９％，
这种下降很可能是获胜球队得３分这一规则使用
后，减少了客队追求平局的想法。而替补队员使用

数量的增加，造成主队和客队胜利的比率有一个较

小的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替补队员上场后起到了传

递教练信息的作用。［４４］Ｔｓｏｎｉｓ研究认为替补队员使
用的增加和半场比赛结束后中间休息时间的加长

对主场优势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样教练员和球员

之间可以更大程度地进行信息传递。［４５］新的规则

限制球员回传球给守门员，裁判员对球员的背后铲

球判罚更加严厉，１９９５年生效的博斯曼法案使得球
员在俱乐部之间的转会更加随意，变更越来越频

繁，这些都可能对主场优势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

在英超联赛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本土球员，这可能

淡化了球员和球员之间的关系、球员和俱乐部所在

城市的关系以及球员和球迷之间的关系，从而潜在

地影响了主场优势。［５］

　　七　战术指导思想

在足球比赛过程中，主客队对待比赛在具体战

术指导思想上可能采用不同的策略。教练员和球

员在主客场比赛时，战术指导思想往往有明显差

异。通常情况是主场比赛战术指导思想多以主动

进攻为主，而在客场比赛战术指导思想则多以防守

为主。如果客队采取保守和防御性的战术，这可能

给主队带来地域上和心理上的优势。［９，４６］在关键性

的冠军决赛或加时赛时是否具有主场优势，一直为

许多国外学者所关注。Ｃｏｈｅｎ研究发现，客场冠军
赛比其非冠军赛输的可能性更大。［４７］Ｐａｇｅ统计分
析了跨度５１年欧洲冠军杯决赛数据，发现在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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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比赛中虽然两队都有一个主场优势，但拥有第二

回合主场比赛的球队主场优势显得更加明显，往往

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这可能是由于战术指导思想的

原因。［４８］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把具体战术策略

和主场优势联系起来，但根据统计出的比赛数据，

主客队的明显差距受具体战术策略的影响。

　　八　比赛任务性质

主场环境因素能否形成主场优势还会受到运

动员比赛任务性质的影响。比赛任务性质是指教

练员和运动员针对他人（或组织）提出的应达成的

特定比赛目标所感知到的重要性及难易程度，也就

是教练员和运动员所感知到比赛任务的重要性及

难度。［４］Ｐａｇｅ研究认为比赛任务的重要性是主场优
势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４８］Ｐｏｌｌａｒｄ承认，当出场观
众人数相对较少和不重要的比赛时，几乎没有主场

优势（５２．６％）。［９］刘卫民的研究也得出，比赛任务
性质的重要性对其客场劣势也存在较高的依

存性。［４９］

总之，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然而，由于引起足球比赛主场优势相关影响因

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呈

现出多元化趋势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现象。实际上，

影响足球比赛主场优势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织在一

起，共同发生作用。但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究竟如何

发生作用，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在研

究足球比赛主场优势影响因素时，应注意运用多学

科知识，不断突破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甚至可以

通过建立一个多因素相互影响的主场优势模型，以

此来分析主场优势，这都需要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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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ｅｓｔｏ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ｒｅｍｉ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Ｊ］．Ｊ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２００７，（２５）：１１８５－１１９４．

［１６］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Ｊ］．Ｊ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２００６（２４）：
２３１－２４０．

［１７］ＣｌａｒｋｅＳＲ，ＮｏｒｍａｎＪＭ．Ｈｏｍ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ｃｌｕｂ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ｏｃｃｅｒ［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１９９５
（４４）：５０９－５２１．

［１８］ＢｒｏｗｎＴＤ，ＶａｎＲａａｌｔｅＪＬ，ＢｒｅｗｅｒＢＷ，ＷｉｎｔｅｒＣＲ，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ＡＥ，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ＭＢ．ＷｏｒｌｄＣｕｐｓｏｃｃｅｒｈｏｍ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Ｊ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２００２（２５）：１３４－１４４．

［１９］ＣｏｕｒｎｅｙａＫＳ，ＣａｒｒｏｎＡＶ．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ＨｏｍｅＳ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Ｔｒｉｐｏｎｔｈｅ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Ｊ
ＳｐｏｒｔＥｘ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９９１（１３）：４２－４９．

［２０］ＳｍｉｔｈＤ．Ｒａｎｄａｌｌ；Ｃｉａｃｃｉａｒｅｌｌｉ，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ｅｒｚａｎ，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ｏｒｔｓ［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Ｊ，２０００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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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４．
［２１］ＭｏｏｒｅＪＣ，ＢｒｙｌｉｎｓｋｙＪ．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ｍ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Ｊ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５（１８）：３０２－３１１．
［２２］谢红光，殷小川，李志强．对我国甲Ａ职业足球联赛主

场优势的研究［Ｊ］．体育科学，１９９８（１）：８９－９４．
［２３］殷小川．我国甲Ａ足球联赛中的主场优势影响因素研

究［Ｊ］．体育科学，１９９８（６）：８２－８５．
［２４］ＢａｒｎｅｔｔＶ，Ｈｉｌｄｉｔｃｈ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ｉｔｃ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ｎｈｏｍｅｔｅ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ｓｏｃｃｅｒ）
［Ｊ］．Ｊ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ＳｏｃＡ，１９９３（１５６）：３９－５０．

［２５］ＤｏｓｓｅｖｉｌｌｅＦＥ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ａｌｌｔｙｐｅｏｎ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ｃｅｒ［Ｊ］．ＰｅｒｃｅｐｔＭｏｔ
Ｓｋｉｌｌｓ，２００７（１０４）：３４７－３５１．

［２６］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ｄａＳｉｌｖａ，ＣＤ，ｙＮíｓｉｏ，ＣＭ．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ｍ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ｖｅｌｅｄ［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
ｃ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３－１０．

［２７］ＳｅｃｋｉｎＡ，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Ｔｕｒｋｉｓｈ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ｃｅｒ［Ｊ］．Ｊ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Ｍｅｄ，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８］ＭｃＳｈａｒｒｙＰ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ＢＭＪ，２００７
（３３５）：１２７８－１２８１．

［２９］Ｎｅｖｉ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Ｓｐｏｒｔ［Ｊ］．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１９９９（４）：２２１－２３６．

［３０］ＧｌａｍｓｅｒＦＤ．Ｃｏｎｔｅｓ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ｅｒ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
ｒａｃｅ：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ｏｃｃｅ［Ｊ］ｒ．Ｊ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
１９９０（１３）：４１－４９．

［３１］Ｐｅｒ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Ｌｉｄｂｏｍａ，ＭｉｋａｅｌＰｒｉｋ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ｍｐｔｙＩｔａｌｉａｎｓｔａｄｉｕｍ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ｅｂｉａｓ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２）：２１２

!

２１４．
［３２］Ｒｏ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ｅｂｉａｓ，ｃｒｏｗｄｓｉｚｅ，ａｎｄｈｏｍｅ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ｏｃｃ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ｓ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６）：５６３－５６８．

［３３］ＬｕｉｓＧａｒｉｃａｎｏ．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２００５（２）：２０８－２１６．

［３４］ＴｈｏｍａｓＪ．Ｄｏｈｍｅ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ｒｅｆｅｒｅ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８（３）：４１１

!

４２４．
［３５］ＭｅｓｓｎｅｒＣ，ＳｃｈｍｉｄＢ．üｂｅｒｄｉｅＳｃｈｗｉｅｒｉｇｋｅｉｔ，ｕｎｐａｒｔｅｉ

ｉｓｃｈｅ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ｅｎｚｕｆ？ｌｌｅｎ［Ｊ］．ＺＳｏｚ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０７（３８）：１０５－１０．

［３６］ＮｅａｖｅＮ，ＷｏｌｆｓｏｎＳ．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Ｂｅｈａｖ，２００３，（７８）：２６９
－２７５．

［３７］ＭｏｒｒｉｓＤ．ＴｈｅＳｏｃｃｅｒＴｒｉｂ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ｐｅ１９８１．
［３８］ＷｏｌｆｓｏｎＳ，ＮｅａｖｅＮ．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ｗａｙｍａｔ

ｃｈｅｓ［Ｊ］．Ｉｎｓｉｇｈｔ，２００４（２）：４３－４６．
［３９］ＷｏｌｆｓｏｎＳ，Ｎ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Ｃ］／／Ｉｎ：Ｔｈｅｏｄｏｒａｋｉｓ
Ｙ，ＧｏｕｄａｓＭ，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Ａ，Ｅｄｓ．Ｂｏｏｋｏｆｌｏｎｇｐａ
ｐｅｒｓ，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Ｈａｌｋｉｄｉｋｉ，Ｇｒｅｅｃｅ：ＦＥＰＳＡＣ２００７：５７－６０．

［４０］ＮｅａｖｅＮ，ＷｏｌｆｓｏｎＳ．Ｔｈｅ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ｓｏｃｃｅｒ［Ｃ］／／Ｉｎ：ＬａｖａｌｌｅＤ，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Ｊ，ＪｏｎｅｓＭＶ，Ｅｄｓ．Ｃ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ｎ
Ｓｐｏｒ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ｖ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１２７
－１４４．

［４１］ＳｅｃｋｉｎＡ，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Ｔｕｒｋｉｓｈ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ｃｅｒ［Ｊ］．Ｊ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Ｍｅｄ，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３
－２０４．

［４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ｏｌｌａｒｄａ＆ＭｉｇｕｅｌＡ．Ｇóｍｅｚｂ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６）：３４１－３５２．

［４３］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ＳｅｃｋｉｎＡ．Ｗｈｙｉｓ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Ｉｎ：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ｋｉｓＹ，ＧｏｕｄａｓＭ，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Ａ，Ｅｄｓ．Ｂｏｏｋｏｆｌｏ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１２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Ｈａｌｋｉｄｉｋｉ，Ｇｒｅｅｃｅ：ＦＥＰＳＡＣ２００７：５３－５６．

［４４］ＪａｃｋｌｉｎＰＢ．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ｎｇ
ｌｉｓｈ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ｗｈａ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ｗａ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２００５
（２３）：６６９－６７９．

［４５］ＴｓｏｎｉｓＡＡ，ＴｓｏｎｉｓＰ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ｈｏｍｅ
ｆｉｅｌ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Ｍａｔｈ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１（３７）：２４－２５．

［４６］ＰｏｌｌａｒｄＲ．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ｓｏｃｃ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ｔｓ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ｔ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Ｊ］．ＪＳｐｏｒｔＢｅｈａｖ，
２００６（２９）：１６９－１８９．

［４７］Ｃｏｈｅｎ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ｎｄｅｄ．）．［Ｊ］．Ｈｉｌｌｓｄａｌ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１９８８（１０）：
３５－３７．

［４８］ＰａｇｅＬ，ＰａｇｅＫ．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ｇｈ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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