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进新十年， 中国马拉松跑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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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第18届厦门马拉松5日鸣枪
起跑， 拉开了一整年马拉松赛事的帷幕， 也意
味着中国马拉松运动迈进了 “2020” 时代。

经历十年， 尤其是近五年的 “井喷式” 发展， 马拉松在中国从小众走向大
众。 “跑马”， 已成无数中国人追求健康生活的新方式， 对经济社会发生着越
来越多的影响。 跨进新十年的中国马拉松运动， 将跑向何方？

中国田协数据显示， 2014
年-2018年五年间 ， 中国马拉
松赛事数量翻了四十倍。 “初
步统计 ， 2019年全国800人以
上规模赛事达1900场， 参与人
次 720万 。 ” 中国田协副秘书
长、 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社
会活动部主任水涛介绍。 2018
年出台的 《马拉松运动产业发
展规划》 预计， 2020年全国马
拉松赛事场次 （800人以上规
模） 将达到1900场， 参赛人数
超 1000万人次 ， 产业规模达
1200亿元。 “其中一些指标在
2019年已提前实现。” 水涛说。

曾连续13年执裁 “北马 ”
的外交学院体育部主任、 国际

级田径裁判王莉副教授认为 ，
马拉松热潮背后有着鲜明的时
代烙印 。 “经济水平提高了 ，
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 马拉松
参与性强 、 社交化 、 门槛低 ，
其高性价比受到很多人青睐。”
中国田协新闻委员会委员、 资
深跑步媒体人陈远丁介绍， 一
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越
5000美元， 会进入以马拉松为
代表的全民路跑体育消费周
期， 也就是国际著名的 “马拉
松周期 ”。 2011年 ， 中国人均
GDP超越5000美元， 马拉松至
此开启近十年的蓬勃发展。 未
来能否继续热下去？ 众多业内
人士的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

中国马拉松赛事数量大幅提
升， 但总量上仍不及美国和日
本 。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 ，
仍有继续火爆的空间 。” 王莉
表示。

厦门马拉松发烧友胡东业
告诉记者， 近年来各地民间跑
团兴起，有赛必报者越来越多，
多到绝大部分赛事都需要抽签
分配名额， 本届厦马中签率也
仅为28.8%。 从数量看，马拉松
的发展还远未达瓶颈期。

水涛认为， 在中国经济稳
中向好的大背景下， 马拉松总
体发展稳定。 “未来将继续完
善赛事体系和管理政策， 增加
活动供给。”

2019年， 世界田联公布了
首批马拉松 “白金标赛事 ”名
单， 中国的马拉松赛事未能入
选。 水涛表示，中国田协将支持
有条件的赛事争取白金达标 。
而相比波士顿、伦敦、东京等世
界顶级马拉松赛事， 中国还差
多远？ “其实在整个赛事组织、
硬件设施等方面我们可能比国
际上一些比赛更好。 ” 水涛表
示，“但要想达标白金， 一个是
世界顶级选手参赛， 还有赛事
服务、 电视转播等方面都需要
继续学习。 ”

水涛认为， 目前最大的差
距在于国际化程度。 “20年前我
去考察纽约马拉松，3万人的规
模，其中1万纽约人，1万纽约以
外的美国人，1万外国人。 然而
现在北马3万人的赛事，外籍选
手报名只有500人。 ”赛事数量

的激增， 使得马拉松专业管理
和运营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 有专家认为，部分跑道上的
乱象， 与中国仍缺乏足够的专
业运营管理人才不无关系。 水
涛介绍， 中国田协目前已和上
海体育学院共建马拉松学院 ，
共培养了赛事组织、 医疗救护
等各方面人才超过2000人 ，下
一步还将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 “在组织培训工作时，一
定要拒绝形式主义， 从问题出
发。 如果只是讲宽泛概念，对赛
事组织的提升作用仍不够明
显。 ”王莉提醒。

此外，多位专家表示，中国
马拉松文化培育是目前发展的
最大短板， 赛事同质化较为严
重 。 “真正的马拉松赛事做得
好， 一定是从服务跑者的角度
出发。 ”王莉表示。 “波士顿马拉

松对选手的吸引力就在于上百
年的文化积淀。 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地域特色强烈 ，可塑性 、
可延伸性强， 各地赛事都有形
成自身特色的充分空间。 ”胡东
业说。 胡东业认为，中国马拉松
高水平选手数量和成绩落后于
亚洲高水平国家较多， 人才培
养体系未形成也将为发展带来
隐忧。 “如何形成商业化人才培
养模式，将是未来的突破点。 ”

未未来来十十年年：：马马拉拉松松还还能能热热下下去去吗吗？？

无无缘缘白白金金：：离离世世界界顶顶级级还还差差多多远远？？

中中国国特特色色：：如如何何发发挥挥后后发发优优势势？？

从1981年首届 “北马” 至
今， 中国马拉松已走过39年历
程 。 相比欧美的百年发展史 ，
中国的马拉松还处于 “青年时
期”， 有后发优势。

水涛介绍， 2019年中国马
拉松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与科
技结合， 中国田协也在积极拥
抱科技发展的新成果。 “例如
我们在试点开展赛时心率监测
系统， 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跑者
的身体状态进行检测， 让跑步
更加安全 。” “中国马拉松在
科技运用、 社交媒体化方面当
之无愧是世界第一。 赛事小程
序很方便， 人脸识别运用也较
为常见， 赛事直播越来越移动
化。 未来效率会越来越高， 防
作弊手段也会越来越强 。” 陈
远丁表示。 近年来， 中国马拉
松的特色主题赛事越来越多 ，
城市马拉松类型不断丰富。 水
涛认为， 马拉松在中国已成为
一个宽泛概念 ， 其中包括全
马、 半马、 越野跑等多种类型
的路跑。 中国田协将鼓励不同
级别和类型赛事的推广， 以满
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赛事选择方面， 据保守估
计， 每年中国有数万名跑者选
择到国外参加马拉松比赛。 王

莉表示， 这一现象已成为体育
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
关管理部门应认识到大众对外
交流的这一趋势， 做好积极引
导规范工作。 中国的地方政府
乐于支持举办马拉松赛事， 视
其 为 促 进 本 地 发 展 的 机 会 。
“马拉松办赛涉及城市的资源
调配， 无法脱离政府。 而办好
马拉松对城市形象的宣传， 对
全民健身战略的推动作用， 也
使得地方政府愿意进行适当投
入。” “‘北马’ ‘厦马’ ‘上
马’ 等实现市场化的品牌赛事
已不再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 ，
而是发挥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的作用。” 水涛说。

“中国的马拉松前景未来
一定非常广阔。 针对出现的问
题， 我们要及时去处理、 去规
范。 发展国内市场同时， 也要
思考如何将中国的马拉松推广
到国外 ， 形成自己的特色 。 ”
王莉说。 刚刚过去的十年， 马
拉松运动随着中国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向往而迅猛发展。 这一战略机
遇期仍将继续， 可以说， 站在
新十年的起跑线上， 中国马拉
松面向的是高质量、 规范化发
展的新赛道。 据新华社

中国马拉松赛事无缘白金
名单被认作国际化程度不足

中中国国马马拉拉松松始始于于11998811年年首首届届““北北马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