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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数量多 跑者热情高

2024 年是中国马拉松产业蓬勃发展
的一年。全年举行的 671 场路跑赛事分
布范围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261 个市、537 个区县。数据显示，仅去
年 11 月，国内就举行了 114 场路跑赛事。
11 月 3 日当天，31 场马拉松同时举行，
赛事“扎堆”已经成为常态。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
体育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轶龙介
绍，路跑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已成为
提高人民身心健康水平、满足美好生活
向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展示城市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是赛事数量的提升，另一方
面是跑步爱好者热情的持续高涨，许多
名牌赛事一“签”难求。今年的厦门马
拉松预报名人数超过 18 万，刷新了国内
全程马拉松赛事报名人数纪录。值得一
提的是，首次报名参加厦马的人数接近
6.5 万，增幅超过 60%——跑马的人群规
模仍在持续增长。

马拉松参赛队伍壮大的同时，跑者
也在不断“提速”。跑出热闹，更跑出
了门道。

过去一年，专业运动员和大众选手
的成绩都很亮眼。2024 年 3 月 24 日，何
杰在无锡马拉松上以 2 小时 06 分 57 秒的
成绩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带领中
国马拉松进入“206”时代。今年厦马，
夺得男子国内冠军的杨绍辉创造了国内
参赛最好成绩，这也是该项纪录连续第
二年被刷新。

2024 年，“破三”（完赛成绩在 3 小
时以内） 成为大众马拉松跑者的关键词
之一。从无锡马拉松到北京马拉松，再
到南京马拉松，赛事“破三”人数连创
新高。其中，去年 11 月举办的北京马拉
松赛上，“破三”人数达 3004 人，与上
一届比赛 2402 人的纪录相比有了大幅度
提升。

带来了幸福 带动了消费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
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 《特征

与趋势洞察：中国跑者的运动参与和消
费》（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中年
人已成为路跑运动的中坚力量，40 岁以
上跑者占比颇高，想要拥有强健体魄、
追求精神满足和释放压力是参与路跑运
动的主要原因。路跑运动对跑者身心健
康和幸福感提升效果显著，跑者体质健
康水平相对更高，缓解压力效果明显，
健康意识和主观幸福感也较强。

路跑运动带来健康幸福和获得感，
也带热了消费，成为推动体育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

报告研究发现，2023 年中国路跑认
证赛事跑者消费总规模超 133 亿元，其
中直接消费总规模超 82 亿元，间接消
费总规模超 50 亿元。直接消费的消费
结构涵盖服装鞋帽、训练装备、参赛报
名、保健与康复治疗、运动营养品等方
面。具体到个人，一年的比赛下来，全
马 、 半 马 参 赛 者 的 人 均 总 消 费 可 达
13701 元。

报告数据显示，路跑消费领域的“粉
红经济”和“银发经济”现象显著，女性
跑者的总体消费水平高于男性跑者——
女性跑者人均间接消费为 4261.11 元、直
接消费达 8959.15 元。同时，高龄跑者消
费水平也相对较高，特别是 60 岁及以上
跑者在间接消费和直接消费上均处于较
高水平，成为路跑消费市场中的一股强
劲力量。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90% 以上的跑者会在运动防护用品方面
消 费 ， 总 支 出 超 2000 元 的 跑 者 达
30.21%；59.34% 的跑者在可穿戴运动设
备方面的花费超过 1000 元，花费 5000 元
以上的跑者占比超过 10%。

上海体育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叶涵以京东运动为例指出，该平台
2024 年销售金额较 2019 年同期倍数增
长，户外鞋服、体育用品等产品增长均
在 100% 以上。她说，中国体育消费新场
景不断涌现、新模式不断拓展，带动体
育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一场马拉松 城市新名片

一场马拉松，认识一座城。对于举
办城市而言，马拉松赛事早已超越了一

场体育比赛的范畴，不仅是吸引全民参
与的运动盛会，更是展现城市活力与文
化魅力的窗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

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观
赏型竞技体育赛事，马拉松比赛作为大
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活动，能够为举办
地旅游、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创造更
多衍生价值。相关研究显示，马拉松赛
事的外地参与者对赛事举办地及周围地
区的吃、住、行、游、购、娱等间接消
费的带动比例高达 1∶13。

去年 3 月举办的无锡马拉松，估算
产生经济效益约 2.8 亿元，较 2023 年提
升 45.5%。其中，餐饮、住宿两项占了
大头，分别产生经济效益 1.27 亿元和
1.17 亿元。2024 年 10 月举行的陕西宝鸡
马拉松，赛前一天流入宝鸡市人流峰值
达 51.1 万人次，赛事期间住宿、餐饮消
费增长均超过三成，累计拉动经济收益
达 1.55亿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以赛营
城”，通过举办马拉松比赛带动文旅产
业发展，将“体育流量”变成“经济增
量”。无论是名声斐然的标牌赛事，还
是富有特色的“小而美”比赛，都在因

地制宜，创造衍生价值，一方面注重与
城市文化、历史、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深
度融合，另一方面重视推动赛事和城市
文旅融合发展，写好“赛事搭台、文旅
唱戏”这篇大文章。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女
子半程马拉松期间，直升机在空中抛洒
当地特产的玫瑰花，为选手们铺就玫瑰
花赛道，赛事为这座县级市带来数亿元
收入；新疆喀什马拉松赛道串起大气磅
礴的古城建筑、高楼林立的城市地标和
湿地田园风光，展示喀什千年古城的多
彩民俗风情；重庆马拉松举办期间开展

“重马国际消费节”系列活动，共计拉
动消费零售收入 68.7 亿元，实现文化旅
游收入 31.2亿元。

中国田径协会驻会执委兼司库王晓
莹认为，随着中国马拉松产业不断发
展，“可持续发展”成为马拉松赛事长
期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赛事组织者
应该在赛事的策划、组织、运营、执行
各个环节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将赛事
组织与城市生态文明实践、产业建设、
社会效益紧密结合，让马拉松真正成为
城市闪亮名片。

中国马拉松跑出新动能
本报记者  刘  峣

自 2014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以来，中
国体育产业走过十年的快车道。站在 2025 年
的开端，中国体育产业将以何面貌走向下个
十年？1 月 7 日，从业者们相聚在第十一届体
育大生意年度大会，各抒己见。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原司长刘扶民表示，
从 2014 年到 2024 年间，除 2020 年之外，中国
体育产业总值和增加值均呈上涨之势。居民
的体育消费积极性不断提高，体育对我国经
济发展的贡献持续加深。政策、法律等多种
手段促进体育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
参与体育的热情提高，带来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

不少从业者认为，体育产业将与科技手
段深度融合，酝酿新的变化。

“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新质生
产力的具体体现，它肯定仍是今后体育行业
在科技创新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刘扶民说，

“对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概念也要多
加关注。”

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体育行业总监杜
松玮介绍，数字技术能够应用的领域不断
增加。在北京冬奥会上，联通作为冬奥会
唯一的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提供了包
括 5G、 冬 奥 通 信 保 障 指 挥 中 心 、 云 转 播 、
5G+智慧急救等创新技术；在上海东方体育
中 心 ， 实 现 了 线 上 运 动 体 验 与 线 下 预 约 、
数字门票销售、虚拟社交、数字藏品交易
等创新场景；在马拉松这样的大众赛事里，
一 个 人 背 着 一 个 5G 背 包 就 可 以 转 播 一 场
赛事。

抖音体育赛事运营负责人周博表示，利
用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等机制分发内容，抖
音在赛事版权方、平台、观众之间实现三
赢。不仅世界杯、英超等顶级赛事触达千万
用户，“很多不起眼的民间赛事在抖音这两
年的付费收入都接近千万。小众比赛经营
好，找准了付费用户的群体，都可以找到它
的价值。”

德 勤 中 国 体 育 业 务 主 管 合 伙 人 王 易 认
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形成定制化的
球迷档案，对于相关的媒体内容能够进行一
对一地定制，有利于增强用户黏性。此外，
体育产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运营成本高
的行业，而人工智能在降本增效上将有所
贡献。

刘扶民认为，经过十年积累，当下的中国体育产业具有
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和大赛振兴三大势头。和旅游、教育等
领域融合，“体育+”形式推陈出新；进景区、进街区、进商
圈，体育的物理空间不断扩张；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手段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大
型赛事，为国内体育产业生态带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优
化，更是一个地区的综合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具有多样化
的经济刺激作用。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季嘉东）  

1月5日，今年全球首
场马拉松白金标赛事——
厦门马拉松在福建厦门鸣
枪起跑，来自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 3.5万名选
手在奔跑中迎接新年的
到来。

过去一年，中国各地
共举办路跑赛事 671 场，
参赛人次约656万，跑者
热情和赛事规模持续高
涨。奔跑中的马拉松赛事
不仅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
潮，也带动着体育、文旅
等多领域的消费升级，以
独特的“赛事+”效应，
串联起城市文化和现代
活力。

参观者在第六届中国马拉松博览会运动装备展区挑选运动鞋。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右 图 ： 1 月 5 日 ， 选 手 从
2025 厦门马拉松赛起点出发。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都灵大冬会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成立

本报电 （记者孙龙飞） 第 32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
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近日在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举
行，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参会。

据介绍，中国代表团由 84 人组成，来自 8 个省份 13 所高
校的 48 名运动员将参加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滑
雪登山、冰壶、短道速滑等 6 个大项 27 个小项的角逐。运动
员平均年龄 22 岁，其中有 45 人是首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综合
性运动会。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高度重视都灵大冬会组队工作，积
极组织各项目选拔赛，共有 80 校次 715 人次参与，最终与国
家体育总局共同选派了符合本届大冬会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据悉，各个项目运动队已于赛前 20 天在北京、吉林等地开展
集训，力争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
长刘立新表示，希望队员们努力拼搏、取得突破，同时做好
人文交流的使者，与世界青年建立友谊，在赛场内外都积极
展现中国青年一代自信乐观、热情友好的阳光气质。

本届大冬会将于 1 月 13 日至 23 日在意大利都灵举行，预
计有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余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参加。都
灵大冬会设 11 个大项，其中，滑雪登山作为 2026 年米兰冬奥
会新增正式比赛项目首次列入本届大冬会，高山滑雪和越野
滑雪 2个大项中首次为残疾人设项。

CBA联赛
激战正酣

近日，2024—
2025 赛 季 中 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

（CBA） 常 规 赛 迎
来新一年的赛程。

图为 1 月 6 日，
广东东阳光队球员
张文逸 （上） 在比
赛中传球。

彭志刚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记者朱悦） 2025 年第
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1 月 8 日迎来开幕
倒计时 30 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双亚冬之城”哈尔滨的亚
冬热情持续推高。

哈尔滨曾在 1996 年举办过第三届
亚冬会，今年将是第二次举办这项赛
事。亚冬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
体育局局长柏志国介绍，执委会为提高
赛事组织专业水平，开展了全要素演
练，举办总计 14 场测试赛，实现所有
比赛场馆和项目全覆盖，目前已完成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球等
测试赛。

与此同时，群众赛事“扎堆”，氛
围热烈。“为持续提升群众参与冰雪运
动热情，这个冬天，我们计划举办 300
余项大众冰雪运动赛事，吸引国内外
游客旅游观光、参与冰雪运动。”柏志
国介绍，他们也将聚焦亚冬会比赛项
目，串联竞赛场馆、冰雪赛事和景区，
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大精品主

题旅游线路。
亚冬会亚布力赛区指挥中心副指挥

长王克帅介绍：“ （亚布力赛区） 除亚
冬会 32 项赛事外，还举办高山滑雪赛等
专业赛事以及超级定点大赛等群众性冰
雪赛事 20 余项，以赛事推动亚布力品牌
升级。”他表示，亚布力将抢抓政策叠
加机遇，积极承办高水平冰雪赛事，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丰富产品
供给。

亚冬会信息技术部信息系统建设运
行专班负责人刘承启介绍，聚焦赛事云
网通信保障，他们组织官方通信及云服
务合作伙伴，为本届亚冬会专门打造了

“1 朵云和 4 张网”，支撑亚冬会拥有更高
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的网络体
验。目前，云数据中心及主干网络建设
均已完成并投入运行，为赛事云网通信
的安全通畅运行提供全方位保障。

30 天后，第九届亚冬会将在哈尔滨
开幕，“双亚冬之城”将再次迎来“高
光时刻”。

赛事“扎堆” “双亚冬之城”再燃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