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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数量井喷的同

时，马拉松运营机构的运

营能力和参赛者的观念意

识并没有跟上，导致近年

来一些马拉松赛事组织乱

象层出不穷。

赛事越办越多，但得

到官方认证赛事的比例却

逐年下降。中国田径协会

的数据显示，2016年，马拉

松赛事总量为993场，其中

田协认证的赛事为328场，

占比略超三成；到了 2019

年，赛事总量增长到 1828

场，认证赛事仅为 357 场，

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二

成。

“田协或者登协认证

的比赛，会派出专业的监

督人员和裁判，对赛事筹

备整个流程进行监管和把

控，因此基本的安全还是

有保证的，一些‘野鸡比

赛’就不好说了。”广州一

位资深跑友说。

被很多人戏称为“野鸡

比赛”的，就是没有田协、登

协、体育局等官方和专业组

织认证的赛事。这些赛事处

在“监管真空”下。不少赛事

背后的运营公司，可能仅仅

是一两个专业人士带着几

个大学毕业生搭的“草台班

子”，“方案美如画，执行烂

成渣”。

云南省路跑协会副秘

书长饶利群说，我国越野

赛起步较晚，很多组委会

的运营方经验参差不齐，

专业水平不尽如人意，赛

事医疗救援和现场应急救

治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有

些仅是临时招募，仅仅进

行一次赛前培训就拉上赛

场；对于多层医疗救护力

量的布控，没有实现闭环

高效管理。”

作为黄河石林山地马

拉松的运营方，甘肃晟景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6

年成立，在2018年以150万

元的价格中标“黄河石林大

景区管理委员会2018首届

黄河石林国际百公里越野

赛暨首届黄河石林国际马

拉松赛运营服务项目”，其

在工商系统登记的2020年

报显示，2020年该公司缴纳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人数为0人。

赛事井喷：5年增长30多倍

为何各方趋之若鹜？

山东某马拉松赛事运

营公司负责人说，我们用4

到 5 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

国家马拉松50年的发展历

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

对马拉松运动缺乏理性认

知。

广州一家马拉松运营

公司的创始人梁先生说，

现在国内马拉松办赛市场

已经“一片红海”，每当有

新的马拉松开办或者此前

的运营合同到期，“十几家

公司去抢项目都算少的”，

价格压得很低。

由于需要协调安保、

交 通 、医 疗 等 多 方 面 的

公 共 资 源 ，“ 地 头 蛇 ”现

象也成为不少马拉松赛

事运营公司的一个普遍

特点。

“很多赛事，你要拿就

必须和当地熟门熟路的公

司合作，有的‘地头蛇’很

强势，也就借用下你的资

质，中标以后就没你啥事

儿了。”梁先生说。

马拉松比赛为何引得

各方趋之若鹜？

山东某市已经连续多

年举办马拉松，该市一位

副市长说，对于举办城市

来说，马拉松赛事可以展

现城市风貌，塑造城市形

象；赛事办得好就有品牌

效应，就能成为新的城市

名片，提升城市品位与国

际影响力。

而一场越野马拉松，

对于一些自然景区的品牌

营销，亦是“四两拨千斤”。

除了传统媒体，很多地方

也很看中网络“大 V”等

“KOL”（关键意见领袖）。

“很多跑圈‘大神’跑

小比赛，报名费、交通费、

住宿费组委会全包，全程

VIP接待，只需要动动手指

发发微博。”一位资深跑友

说。

此外，承接、承办马拉

松赛事，也有不错的利润，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司

开始推动、运营“跑马”。

“一路狂奔”的马拉松赛乱象透视
21条生命猝然逝去——甘肃省景泰县的一场马拉松越野赛惨剧，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国内马拉松、越野跑运动飞速发展。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

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到2019年的1828场，5年时间数量增长超过30倍。

数量井喷的同时，马拉松赛乱象频发，一些劣质比赛“方案美如画，执行烂成渣”。

中国田径协会2020年

4月发布的《2019中国马拉

松蓝皮书》显示，2011 年，

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

事的数量仅为 22 场，2014

年增长到51场。

2014 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家体育总局也取消

了群众性和商业性体育赛

事的审批。此后，马拉松赛

事数量进入“井喷期”——

全 国 马 拉 松 2015 年 134

场，2016 年 993 场，到 2019

年达到1828场。

2020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大部分马拉松

赛事停办。但从 2020 年底

开 始 逐 渐 恢 复 办 赛 ，到

2021 年 5 月，马拉松赛事

的数量已基本达到2019年

同期水平。

赛事数量增长后，“内

卷”在所难免——无论主

办方还是参赛者，都有追

求长距离和高难度的倾

向。近年来，长距离越野跑

这个小众运动也渐渐走进

大众视野。中国田径协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越野跑赛事数量为312场，

2019年增长到481场。

在网络上搜索 100 公

里越野跑，会发现一串长

得看不到头的名字——北

京100、广州100、深圳100、

大连 100、黄山 100、阳朔

100、大理 100……甚至还

有不少100英里的赛事。

业内人士介绍，越野

跑虽然也经常被冠以“马

拉松”的名头，但与公路马

拉松比，越野跑在比赛场

地、难度特点、危险系数、

赛事组织和对选手身体心

理要求等方面差异非常

大，是一个小众运动。

一位越野跑赛事运营

从业者说，美国越野跑协

会注册的比赛大约 1500

场，其中百公里和百英里

的比赛不到总数量的5%。

“越野运动最发达的

国家尚且如此，但我们的长

距离越野跑赛事，已经大大

超过了这个比例。”他说。

“野鸡比赛”乱象频发

生命至上 警钟长鸣

这次甘肃景泰越野赛

重大事故给野蛮生长的各

种跑步赛事敲响了警钟。

国家体育总局 23 日

晚紧急召开“全国体育系

统加强赛事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提到要进一步压实

体育系统的赛事安全管理

工作，不断完善体育领域

安全风险防控制度和举

措。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教授谭建湘说，取

消群众性和商业性体育赛

事审批激活了体育市场，

但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审批

权下放后，一些地区的管

理和服务能力没跟上，造

成了监管真空。尤其是越

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个别地方招标还存在依靠

人情关系的情况。一些运

营机构缺乏法律责任意

识，导致办赛中安全和应

急措施不到位。

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婉说，取消赛事

审批只是从行政层面简化

了赛事申办流程，但依然

有《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

法》等规定；而且，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对于参赛过

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

件，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要承担侵权责

任。

饶利群说，每一场赛

事都要以人为本，要秉持

“生命第一，赛事第二”的

赛事宗旨。马拉松和越野

赛事都是户外极限运动，

存在一定的危险。主办方

要高度重视赛事医疗保

障，将生命元素置于赛事

活动的金字塔之上；参赛

者要放下“跑咖”心态，珍

惜生命，学习急救常识，防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树立

“回家，才是赛事终点”的

根本理念。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