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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献法
、

调查法
、

归纳法
、

比较法等研究方法
,

对 年 一 年我国新四大马拉

松赛事的基本情况进行研究
,

认为马拉松赛在推动全民健身
、

塑造城市品牌
、

提高城 市精神文

明程度
、

促进主办城市经济增长
、

促进 当地企业发展等方面对城市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

建议打

造品牌赛事
,

使更多的人快 乐
、

健康参与马拉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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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
,

一项古老而悠久的体育运动
,

起源

于公元前 年古希腊一位名叫菲迪皮得斯的战

士坚忍不拔的奔跑  报捷的壮举
。

在  !

年第一届 现代奥运会上
,

为纪念希腊人心 目中的

英雄
,

顾拜旦采纳了历史学家布莱尔的建议
,

以

这一史实设立 比赛项 目
,

举行了从马拉松镇到雅

典的长跑 比赛
,

并命名为
“

马拉松赛跑
” ,

并一直

延续至今
。

 ! 年
,

第一个城市马拉松在美国波

士顿成功进行
。

一百多年来
,

超越极限
、

永不言

弃的马拉松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世界各地勇于挑战

自我的人们
, “

更高
、

更快
、

更强
”

的奥林匹克精

神也成为各大马拉松城市追逐的城市精神
,

无论

是纽约
、

伦敦还是巴黎
、

东京
,

世界上有名的大

都市
,

几乎都拥有一个国际性的马拉松赛事
。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我国已有

多个城市马拉松比赛
,

这些赛事成为各城市向

世界展示 自己活力形象与开放精神的舞台
。

基于

此
,

本文拟通过对我国新四大马拉松赛事 北京
、

厦门
、

上海
、

扬州 与城市发展进行研究
,

旨在

为我国马拉松赛事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

程赛事 场
、

半程赛事 场
、

其他长跑赛事 场
,

涵盖 个省区市的 个大中城市
,

占全国各省

区
、

市 比例的
。

人员涉及 个国家
、

地

区和国内 个省区市
,

总人数近 万人次
。

在

看到我 国马拉松赛事蓬勃发展的同时
,

我们也应

认识到
,

我国马拉松赛事总体实力与波士顿马拉

松赛等世界上历史悠久的马拉松赛事相 比
,

不论

是在举办届数
、

赛事级别
、

国际化程度
、

最好成

绩及冠军奖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

还需要进

一步改进
、

提高 表
。

我国马拉松赛事基本情况

年我国共举行 场马拉松赛事
,

其中全

我国马拉松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促进

体育赛事为城市的发展注人活力
,

是城市发展

的助推器
,

也为举办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赛事遗产
。

诊释健康理念
,

推动全民健身

马拉松给市民注人 了健康理念
,

实现 了体育

的生活化
,

有助于建设健康城市
,

已成为大众

参赛选手和优秀运 动员 同场竞技的舞台
。

从国民

体质监测的结果来看
,

有超过 的体育锻炼者

采用长跑这种经济
、

有效且简单时尚的健身方式
,

马拉松为宣传
、

示范和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

健身意识和良好的健身习惯
,

为增加体育锻炼人

口做出积极贡献
。

北京马拉松赛由原来的专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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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新四大马拉松赛事基本情况一览表

北京马拉松赛 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国际田联
“

金标
”

赛事 上海六大品牌赛事之一

中国扬州

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国际田联
“

银标
”

赛事

石
八、

石气

届数

赛事级别

参赛国家数

参赛选手 万人

最好成绩 男子

冠军奖金 万美元

国际田联
“

金标
”

赛事

 ! ∀ !

注 本表数据截止 年 月

手参赛扩展成为全民参加的体育赛事
,

年北

京马拉松赛有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的 万余人参

加
,

群众参赛人数比例高达
。

年上海国

际马拉松赛也是上海市第十六届全民健身节
,

参

与的人群除了青年人
,

还有老人与小孩
,

越来越

多的市民亲身参与
,

感受着跑步带来的健康与快

乐
,

城市到处洋溢着健康和活力  
。

立体宣传报道
,

塑造城市品牌

马拉松赛用以代表一个城市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介绍这座城市
,

展示城市形象
,

塑造城市品牌
。

马拉松 比赛大多在城市景观丰富的公路上进行
,

赛道设置
,

才是现代马拉松魅力的源头
,

没有什

么能比在一个城市跑上个马拉松更能迅速切实地

感受城市精华所在
,

如在扬州马拉松的比赛路线

上
,

有扬州的母亲河
—

大运河
,

有充满现代气

息的广陵新城与文化艺术中心
,

有 平方公里

的历史城区
,

有东关古渡
、

唐城
、

宋夹城遗址
、

瘦西湖
、

平山堂
、

双博馆等数十个文博景点
。

高

度浓缩的城市人文风貌精华
,

令数万名参赛选手

在
“

唐宋元明清
、

从古看到今
”

中穿越时空
,

用

脚丈量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厚重与繁华
。

也 正

是因为全世界数以千记的个性赛道
,

马拉松才能

在历经   年后
,

依然是稳居世界第一的经典运

动项 目
。

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有重要作用
,

 年

厦门马拉松赛 由中央电视台和厦门电视台联合全

程航拍直播
,

国内外 余家电视台
、

多家媒

体对赛事进行转播和全方位立体宣传报道
,

塑造

了厦门
“

海上花园
”

的形象
,

在全球 目光的关注

下
,

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日益成为厦门走向世界的

一张耀眼名片
。

丰富城市精神文化
,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

是城市特色的鲜明

体现
。

扬州是鉴真大师故里
,

鉴真大师矢志不渝
、

勇往直前的精神
,

与
“

挑战 自我
,

超越极限
,

坚

韧不拔
,

永不放弃
”

的马拉松精神深度契合
,

极

大丰富了扬州的城市精神
,

深深融人市民的生活
 。

年北京马拉松首次建立 了体育赛事新型

慈善合作模式
—

为慈善而跑
,

它提供一个宽广

平台
,

让更多的慈善组织 以及愿意投身慈善事业

的民众走到一起
,

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 自己

的力量
。

推动三产发展
,

促进经济增长

马拉松赛事庞大的宣传效应
,

自然 吸引各方

赞助商跃身其中
,

尤其是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赞

助商
。

马拉松赛事影响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
,

刺

激消费需求
,

推动当地娱乐
、

旅游
、

餐饮
、

服务
、

酒店
、

交通等产业增长
,

由此引发投资和消费的

乘数效应
,

为城市的繁荣发展注人营养和动力  
。

年厦门马拉松赛比赛期间
,

旅游者云集
,

较

平时大幅增长
,

酒店人驻率超过
,

批发零售
、

贸易 日销售额较平时增长
,

餐饮 日营业额较

平时增长
,

为厦门市相关企业带来的各项经

营收人超过 亿元
,

比上届同口径测算收人增

加
。

通过参与者的真实体会和 口碑效应
,

提高了厦门知名度
,

吸引大批参赛者
、

旅游者慕

名而来
,

为厦门第三产业发展聚集更高的人气  
,

为发展
“

马拉松产业链
”

提供了一个有力载体
。

形成优质平台
,

促进企业发展

对于赞助商而言
,

因马拉松赛事具有巨大的

社会公益性
、

规模盛大的壮观场面
、

品牌曝光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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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抢段上
,

陈梦应该多运用其反手拧球技

术
,

同时丰富其接发球的处理手段
,

积极使自己

由被动转为主动
,

控制比赛的节奏
,

为进一步发

挥其在相持段的优势创造条件
。

在相持段上
,

陈梦应该加强其正反手位拉直

线和侧身正手抢拉技术的能力
,

加强步法练习
,

提高其在相持过程中移动击球的命中率
,

同时加

强其在相持过程中的落点意识
,

进一步提高其整

体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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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知晓率和关注度
,

已成为具有巨大市场价值

和营销影响的赛事平台
,

越来越多的政府
、

机构
、

企业开始对马拉松赛事产生关注 和兴趣
。

以厦门

马拉松为例
,

从最初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
,

以回

报社会的心态赞助比赛
,

到建发集团连续的总冠

名成为马拉松运动的坚定推动者
。

厦门马拉松赛

为建发集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

投人产出 比达到

了 比
,

赛事的媒体广告价值也从 年的

约  万美元增加到   年的约   万美元
,

增长 倍
,

实现了马拉松赛事品牌与自身品牌的

双丰收
。

其余各类赞助商也蜂拥而至
,

既为赛事

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支持
,

也满足了企业品牌发

展
、

产品竞争的战略需要
,

是多赢格局的体育营

销
,

也是成功的企业营销
。

与 民众互动的平台 数万人浩浩荡荡的大场面
,

让选手们印象深刻 永远捕捉不完的镜头和说不

完的话题
,

让传媒界对马拉松刮目相看
。

马拉松

赛事也带来了人员大量涌人
、

城市交通拥堵
、

社

会治安危机
、

污染加重等负面影响
,

需要我们妥

善解决
。

可 以预见
,

我国未来马拉松赛事在提升优秀

职业运动员成绩的同时
,

将进一步扩大群众的参

与力度
,

使更多的人能分享马拉松运 动的快乐
,

推动我国马拉松品牌赛事的真正崛起
,

共同迎我

国接马拉松运动更加美好的明天
。

未来我国马拉松赛事的发展

我国马拉松赛事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从无

人问津到遍地开花
,

充分诊释了现代城市与马拉

松赛
、

体育与当今时社会的密切联系
。

不过
,

数

量的递增并不代表一切
,

赛事品质和品牌才是决

定马拉松赛事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

年复一年

的狂欢
,

让全世界人民记住了马拉松这个节 日

赞助获得的超值回报
,

让商家记住了马拉松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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