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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人物故事

尽管天气已明显转凉，但国内马拉松赛事依旧火热。中国

马拉松网数据显示，仅在今年天马举办当天，国内就有20多场

马拉松开跑。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运动健康意识不断提

升，社会大众对马拉松等路跑赛事的需求持续增强，这是其火热

的最直接原因。”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

裕雄对记者介绍，通过举办马拉松，让居民广泛参与，一些地方

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还极大提升了城市形象。“马拉松并非

只是一场单纯的体育赛事，它不仅能促进消费增长，还能带动旅

游、文化等诸多产业发展。对很多城市来说，马拉松也是提升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他说。

不同等级的马拉松赛事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存在差异。王裕

雄对记者表示，一座城市围绕马拉松赛事“顶层设计”的优劣，极

大地影响其辐射带动效果。“在赛道设计时，组织方要把商圈、文

化旅游资源和设施等有效串联起来；在赛事运营前后，要有丰富

的旅游、文化和商业活动等与之相配套。”他说，“顶层设计”越好，

马拉松赛事对旅游、文化和商业等带动作用就会越强。

今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将体育消费列为“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的消费类型之一。

作为研究体育经济的专家，王裕雄认为，包括马拉松等在内的体

育赛事有助于“熨平”旅游消费的淡旺季波动。之前通过对国内

众多体育赛事深入调查研究后，他发现，部分体育赛事的外地参

赛者对吃、住、行、游、购、娱等关联消费的带动作用非常强，后者

往往是体育消费本身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一些参赛者通常是

‘一人参赛，全家出游’，这种情况下，体育赛事对举办地促消费

的实际作用将更加显著。”王裕雄坦言。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去年年底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3.3万亿元。按照《“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达

到5万亿元。未来，如何通过场景培育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

王裕雄给出的建议是，大力发展融合性场景，秉承生活体育的理

念，实现体育与各种生活场景的高度融合，例如围绕全民健身中

心建设，打造具有浓厚体育元素、多业态相互融合的特色商圈。

赛事“流量”变消费“增量”

马拉松 从竞技到经济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2个多月前，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
商务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发布
《天津市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记者注意
到，在激活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方面，
除了马拉松外，《行动方案》还重点提及
高尔夫、自行车、赛车、冰雪等重点项
目，要求培育竞技性高、观赏性强、影响
力大的高端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

更早之前，《天津市“运动之都”
建设行动方案（2022—2030 年）》（以
下简称《“运动之都”方案》）提出，积
极引进和培育马拉松、体操、武术、冰

壶、速度滑冰、高尔夫球、汽车、摩托车
等精品赛事。

建设“运动之都”，天津并非只是着
眼于竞技体育。按照规划，天津要推进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
化全面发展，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
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努力把天津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动之都”。
具体到体育消费目标，《“运动之都”方
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和2030年，全市
体育消费总规模分别达到 450 亿元和
700亿元。

据天津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天

津要围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
圈”活动和“跟着赛事去旅行”两项重点工
作，聚焦冰雪、水上、山地户外等消费引领
性强的重点领域，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
本的发展原则，深度挖掘天津本土特色资
源，持续打造特色、培育品牌。

记者获悉，今年8月印发的《行动方
案》除了提到激活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
外，还要求打造近山亲水消费新场景、丰
富体育场馆消费新场景、挖掘体育融合消
费新场景、创新体育潮玩消费新场景等。

目前，蓟州区是我市打造近山亲水消
费新场景的重要区域，其中涉及山地户外

运动和大众冰雪运动。
位于蓟州区的玉龙滑雪场已有20多

年历史，占地面积达150亩。与其他运动
场所或场馆不同，很多滑雪场并非全年营
业。“眼下，我们正为今年11月开始营业
做准备工作。”玉龙滑雪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滑雪场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对
外营业。

从去年情况看，玉龙滑雪场有一半左
右的游客来自北京市和河北省，周末日均
客流量可达3000人次左右。玉龙滑雪场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历年的滑雪季，大大
小小的滑雪场也带火了周边的民宿。

天津有多少个跑团？
“少说也得有200多个了，有的跑团规模高达500人。”57岁的

白金凤是太阳跑团成员，天马是她今年参加的第10场马拉松。
“近1个多月，我连续跑了5场，包括3个半马、2个全马。”她说。

白金凤在今年天津全马的成绩是4小时38分钟，她对此很
满意。“我的速度基本维持在每公里不超过7分钟，前半段配速
稳定，全马跑到35公里左右遇到‘撞墙期’（此时跑者出现极度
疲劳、双腿沉重等情况），要及时调整配速，加强能量补给。”她
说，她平均每个月的跑量维持在150公里左右，而她参加的跑团
中，有经常跑全马的跑友每月的跑量超800公里。

目前，太阳跑团有300多名成员，其中部分成员来自老牌跑
团——天津海河体育俱乐部。据62岁的资深跑友高大爷介绍，该
跑团的前身叫天津海河长跑队，算起来有30多年的历史了。“俱乐
部成员平均年龄在50多岁，我们基本上每周训练三四次，每次至少
跑10公里，不少成员现在是其他跑团的领队。”他说。

任崝是海河之春（天津）马拉松冠军俱乐部的合伙人。在参
加今年天马之前，她在俱乐部旗下的海河之春马拉松训练营参
加了为期半年的训练——每周三晚上高强度的间歇跑和每周日
早上超25公里的长距离慢跑，平时按照教练要求，单日完成5公
里至10公里的跑量，每个月跑量约200公里。“我这次全马成绩
缩短了10分钟。”据她介绍，训练营现有100多名会员，年龄在
25岁至60岁。跟她一起训练的40多名天马参赛者中，30多人
的比赛成绩都有所提高。

不只是训练营，海河之春（天津）马拉松冠军俱乐部的业务
线也在延伸。“我们正在组织亲子马拉松、越野赛等赛事，为此设
计了20款以我市的桥为特色的文创奖牌。未来，我们要讲好天
津故事，通过赛事带动产业发展。”任崝说。

10月20日，2024天津马拉松（以
下简称天马）如约开跑。与去年火爆
“出圈”相比，今年天马的热度依然不
减。不少参赛者表示，他们的完赛成
绩刷新个人“跑马”历史最好成绩。
从竞技到经济，马拉松并非只

是一场单纯的体育赛事，它具有极
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今年，天马“搭
台”，文体商旅联动
“唱戏”，天津将赛事
“流量”转化为消费
“增量”。

眼下，天津正在建设“运动之都”，包括马拉松在
内的众多体育赛事相继举办。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
育，这座城市不仅深耕体育产业，还不断通过培育新
场景来壮大体育消费规模。

强健是天津的一位运动达人。1992
年，马拉松进入他的视野。自那开始，
他一跑就是30多年。近些年，在跑马拉
松的同时，强健也迷恋上铁人三项运
动。但相较铁人三项，他坦言，跑马拉
松更累。

为了有更好的运动体验，一些年轻的
马拉松爱好者对于“装备”颇为看重。据
强健介绍，有的人一年光跑鞋就花费上万
元了，这还不算运动服、护目镜、智能运动
手表等。

记者见到强健时，他把自己全身都装
扮了，护目镜、运动帽等应有尽有。聊起
天马，他流露出遗憾之情：“一票难求啊！
今年，我又没中签。”

天津市体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超过12万人报名天马，较去年增长
28%。其中，天津选手占比48.04%。这意
味着，包括其他省区市、境外选手在内的
非天津选手占比超过一半。

天马共分3个项目，涵盖全马、半马

和健康跑。今年，共有3万人获得参赛
资格。张先生来自黑龙江，是一位半马
参赛者。早在 10月 18 日上午，他就已
经提前到达天津。“以前出差来过天津，
这次我想趁参赛来一次深度游。”由于
这次跑的是半马，因此完赛后，张先生
决定再沿全马赛道看看天津美景、品品
天津美食。

在赛道设计、赛事运营和服务保障等
方面，天马对参赛者极为“友好”。“人生首
马，最终成绩比自己预想的提前了20多
分钟，很满意！”“我跑了七八年，今年终于
破4了！”“天马是我成绩最好的一场马拉
松，提前了10分钟，谢谢天津！”……10月
20日完赛后，不少参赛者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喜悦之情。

与去年相比，今年天马赛道做了优
化。天津市体育局训竞处副处长王青告
诉记者，为了使选手快速进入比赛计划配
速，赛道前2.5公里的线路更为笔直，选手
出发后由友谊路直行向北至马场道。后

半程白堤路赛段调整为红旗路，路面更为
宽阔。

就整个赛道而言，天马充满了城市
文化特色，除了将五大道、世纪钟、“天津
之眼”摩天轮、鼓楼等众多旅游景点和地
标性建筑串联外，还将具有浓浓现代科
技感的天开高教科创园推至参赛者眼
前。不少外地参赛者坦言，天马赛道很
适合Citywalk（城市漫步）、Cityride（城市
骑行）。来自北京的一位参赛者表示：
“在天马，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松弛
感。不管前路如何，只要笑着前进，那都
不是事儿！”

10月21日下午，来自上海的一位参
赛者在微博上分享称：“在跑到一半的时
候，我看到赛道旁有煎饼馃子等各种小
吃。当时，我纠结了一下，是继续跑呢，还
是停下来吃？”在微博上分享参赛感受的
当天，这位参赛者就已开始期盼明年的天
马了。“尽享天马，津津乐道，2025，你我在
天津不见不散！”他写道。

天马搭平台，跑友展风采，赋能文商
旅，尽享新体验。作为天马的参赛者之
一，郑先生是一家科技型企业负责人，他
的企业注册在天开高教科创园。在今年
天马举办期间，他发现，不少外地参赛者
通过天马了解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显然，
通过赛道优化，天马在提升自身影响力的
同时，也宣传了天津这一创新沃土，有助
于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

一项体育赛事的“含金量”究竟有多
高？赞助商数量和体量是重要观察指
标。天津市体育局提供的信息显示，今
年，天马共得到包括天津银行、鸿星尔克、
百岁山、天津食品集团、美年大健康、亚朵
酒店、中信保诚人寿等在内的14家知名
企业赞助。

作为赞助商之一，鸿星尔克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赞助天马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品
牌影响力。在10月17日至10月19日举
办的天马博览会上，记者注意到，鸿星尔
克重点推广旗下“芷境2.5”“极风2”“绝尘
2”等多款跑鞋。其中，“芷境2.5”是专门
面向马拉松的碳板跑鞋。鸿星尔克在京
东上的官方旗舰店显示，在天马举办次
日，作为今年新品之一，“芷境2.5”自10月
21日起可以购买。

为了抓住天马带来的“流量”，一些商
场也推出了优惠政策。位于河东区的天

津金茂汇是半马的终点。天津金茂汇负
责人潘从飞告诉记者，去年天马举办当
天，累计有近2万人次到访金茂汇，在带
来极高人气的同时，也让餐饮、运动等门
店日销售收入提升30%以上。今年，除将
营业时间由上午10时提前至上午9时外，
他们还在天马举办当日针对参赛者提供
多重消费福利，其中包括天马参赛者出示
参赛证便可享受商场内39家商户的专属
优惠，比如鱼酷提供八折优惠、小卓健身
提供免费领取私教周卡福利等。

河东区商务局提供的信息显示，在
今年天马举办期间，位于河东区的金茂
汇、嘉里汇、俄欧风情街、爱琴海购物中
心、万达广场5个商业载体内涉及餐饮、
健身、娱乐等领域共88家商户开展持参
赛证享优惠活动。此外，在10月15日至
10月25日，河东区的部分酒店还提供八
折预订优惠。

作为一家海鲜连锁品牌，八号码头蒸
汽海鲜火锅目前在天津共有8家门店，其
中大多位于天马赛道沿线。该品牌负责
人刘宁告诉记者，在天马举办当天，他们
多家门店日营业收入较前一周周末增幅
均在20%以上，其中文化中心店增幅达到
30%左右。

不只是餐饮门店，天马的“流量”也让
不少景区收获了一波“红利”。据“天津之

眼”摩天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少外
地参赛选手慕名前来。10月18日至10月
20日，景区游客数量较前一周同期（即10
月11日至10月13日）环比增加近40%。

采访中，一些天马的外地参赛者表
示，他们趁参赛要在天津旅游。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10月18日至10
月20日，天津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上
涨38%。除天津本地外，这些预订者主要
来自北京、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保
定、济南、沈阳、秦皇岛、青岛等地。

据了解，为了促进文体商旅融合发
展，在今年天马正式开跑前，天马博览会、
桥边音乐汇“天马之夜”专场演出等配套
活动先行开展。天津市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天津积极推动体育赛事走
出体育场馆，走进景区、街区、商圈，连千
家连万户，兴百业兴万企。
“要充分发挥马拉松的关联带动作

用，以体育赛事促进文体商旅深度融合
就要在‘体育+’上发力，比如‘体育+旅
游’‘体育+医疗’‘体育+会展’等。”南开
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虹对记者表
示，除了在商业场景打造、旅游服务配套
等方面持续加强外，天津未来还应持续
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高端体育
赛事和大众体育活动，将大众体育基础
扎牢夯实。

外地选手占比过半 松弛感赛道Citywalk

“体育+”融合发力 文体商旅联动“唱戏”

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 培育“运动之都”消费新场景

1个多月跑了5场马拉松
35公里左右遇到“撞墙期”

有助“熨平”旅游淡旺季波动

体育赛事带动效应非常可观
——对话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齐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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