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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专家访谈法尧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多种方法袁选取上海这一具有代表性

的马拉松赛事举办城市为研究对象袁2013要2015 年上海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和马拉松系列

赛的现状进行分析袁发现和归纳在上海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并针对上海马拉

松运动如何健康良性发展提出对策和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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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expert interview, literatur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and taking Shanghai

Marathon as the subje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Marathon and marathon series held in Shanghai in

2013-2015 so as to discover and sum up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ath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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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拉松赛事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为例
陈 丹

在最新公布的叶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曳中袁上海市民体质

继 2005 年尧2010 年两次野夺冠冶后袁第三次夺得国民体质

野大金牌冶遥 调查显示袁跑步已经逐渐成为上海市民锻炼的

首选袁并取代足球尧篮球等传统项目袁成为上海市民追捧的

第一运动项目遥 随着全民跑步热的升温袁马拉松毋庸置疑

地成为了现今最火热的群众性体育赛事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

享冶理念袁体育改革全面展开袁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野健康中国冶 理念的提出都为国内马拉松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遥 越来越多的人跑马拉松袁越来越多的地区愿意

承办马拉松系列赛袁这是和经济发展尧社会进步同频共振

的好事遥 然而随着上海半程马拉松赛尧上海滴水湖马拉松

赛尧松江马拉松赛尧青浦马拉松赛等等野上马冶系列赛的涌

现袁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端接踵而至遥
为促进上海马拉松赛事的健康持续发展袁发挥马拉松

在上海全民健身中的重要作用袁本研究以城市马拉松赛为

切入点袁选取上海这一具有代表性的马拉松赛事举办城市

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近 3 年上海举办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和马拉松系列赛的现状分析袁发现和归纳上海马拉松赛事

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最后通过整理访谈内容结合文献资料尧

问卷调查情况袁针对上海马拉松运动如何健康良性发展提

出对策和意见遥

近年来袁马拉松赛事犹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蓬勃

发展起来袁据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袁2014 年

中国各地举办了 46 场各类马拉松比赛袁2015 年将近 50

场袁而这个数字在 2010 年袁才仅仅是 20 场遥 可见袁马拉松

赛事在中国确实迎来了野井喷式冶的发展遥随着马拉松运动

的发展袁关于马拉松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遥在中国知网袁
输入关键字野马拉松冶共搜索到 214 篇相关内容的文章遥通
过阅读归纳发现袁截止目前袁与马拉松相关的学术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遥

靳英华尧原玉杰在叶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分析曳的研究中指出院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推动了

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袁提高了群众自身参与和健康意识袁
拉动了北京市体育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袁 产生了较大

规模的广告效应 [1]遥 丁一在叶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市场化运

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曳的研究表明院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

上海马拉松赛事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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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和赛事组委会在有利于竞赛组织工作以及各

方面协调能力的同时袁 抑制了竞赛的发展活力遥 赛事推

广袁产品开发力度不够遥要努力将赛事打造成精彩赛事袁形
成品牌 [2]遥

李荣德等在叶日本长跑尧马拉松训练概况曳中指出院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日本袁交流经验尧互相学习尧集训等方

法是促进其马拉松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遥根据国

内气候特点和国际重大比赛任务的需要袁把各个时期的训

练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3]遥 张普生在叶马拉松比赛的战术曳一
文中指出院运动员要以均匀的速度袁合理分配体能曰要有冷

静的头脑袁按照合理的比赛计划进行曰要重视万米速度储

备袁提高运动成绩 [4]遥 B窑佩赫尧C窑吉洪诺夫在叶洛杉矶奥运

会马拉松冠军 K窑洛佩斯的训练曳中指出院优异成绩的取得

需要根据运动员个性特点选择正确的系统的训练方法袁进
行持之以恒的训练[5]遥

综上所述袁有关马拉松不同方面的研究袁发展完善了

马拉松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袁推动了马拉松赛事的健康繁

荣发展遥然而袁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院目前国内外关于马

拉松运动选材尧身体训练尧技战术要求尧身体指标尧市场运

作尧赛事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袁而具体阐述城市马拉松

赛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等的文章非常少遥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袁通
过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定性研究遥 笔者前期

利用学校图书馆袁 中文和外文期刊网站下载和检索需要

的论文期刊袁 同时通过互联网检索与相关的资料信息作

为参考曰后期通过问卷调查尧访谈尧数理统计方法等进行

定量研究袁本研究对 2015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部分参赛

运动员进行了赛后问卷调查袁 对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赛

事主管尧 部分主裁判以及东浩兰生上海马拉松赛事负责

人陆启孙等进行了访谈袁 通过访谈和问卷获取研究所需

的第一手资料遥

研究表明袁 马拉松运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

关袁马拉松运动在世界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遥 有

调查显示袁当人均 GDP 达到 5 000 美元时袁人们开始更关

注健康遥 目前跑步运动最流行的野北上广冶地区袁恰恰都已

踏上了这个台阶袁 人们的生活和运动观念都发生着巨变遥
马拉松热在全国持续升温袁马拉松赛事数量不断增多渊表 1冤遥
全年一场大型马拉松比赛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

说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遥而通过一些相对规模较小的中小型

马拉松比赛来进行参赛者的分流与减压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2015 年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申城落户袁 开创了国内

首个野一城双马冶的赛事体系袁与此同时袁崇明森林半程马

拉松尧元旦迎新跑尧奉贤海湾半程马拉松等马拉松系列赛

也相继落户申城袁马拉松系列赛的开展打开了上海路跑运

动的新局面遥
表 1 2013要2015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数量统计渊场冤

数据来源院综合百度搜索结果遥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渊简称野上马冶冤是由中国田径协会尧

上海市体育总会主办袁起始于 1996 年袁截至 2016 年已连

续举行了 19 届遥野上马冶不但是上海传统的重大体育赛事袁
也是上海城市景观体育之一袁是上海市全民健身节的一项

重大活动遥

为了了解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报名和参赛情况袁本研

究统计了近 3 年上马的项目设置变化和不同项目的参赛

人数情况袁具体见表 2遥
表 2 2013要2015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参赛人数情况统计表渊人冤

数据来源院百度搜索综合得到遥
由表 2 可知袁 近 3 年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在项目设

置上已见娱乐化的端倪遥 目前袁许多城市马拉松比赛都

根据不同的人群和需求分别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尧半程马

拉松尧10 km 跑尧5 km 跑以及健身跑尧 情侣跑等花样繁

多尧难度各异的子项目供大家选择袁旨在吸引各个阶层尧
各个水平段尧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前来参赛遥 20 周年的上

海国际马拉松赛袁还设置了野上马冶公益组比赛袁赛事组

委会设立了 200 个全程马拉松的公益慈善名额袁每个名

额的报名费为 3 000 元袁 所有报名费都会捐赠给上海市

体育发展基金会袁并设立野上马冶专项基金遥 这是新型的

以慈善为主题的大型马拉松赛的做法遥 公益跑项目一经

推出袁 受到了跑友们的一致好评袁2016 年上海国际马拉

松赛公益跑的名额将会增加至 500 个遥 此外袁除了报名

和参赛人数不减外袁赛事组委会根据不断变化的人群需

求调整了部分项目的名额袁 比如 2015 年的全程马拉松

参赛人数由原来的 8 000 增至 15 000袁 半马和健身跑则

减至 8 000 和 5 000遥不同项目参赛名额的调整一方面是

为了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作为全程马拉松项目为主的赛

事的的特殊性和标志性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多地满足

跑友们的需求遥
表 3 显示院从 2013 年到 2015 年袁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年份 赛事场数 

2013 年 39 

2014 年 51 

2015 年 134 

 

年份 
全程 

马拉松 

半程 

马拉松 
10km跑 健身跑 

接受报名 

总人数 

2013 年 8 000 10 000 5 000 12 000 35 000 

2014 年 8 000 10 000 7 000 10 000 35 000 

2015 年 15 000 8 000 7 000 5 000 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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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程马拉松的完赛率呈递减趋势袁由原来的 97.7%减

至 96.7%曰全程马拉松的完赛率在 2014 年增加了将近 2

个百分点袁 而 2015 年却下降了 6.6%袁 波动幅度较半程

大遥 调查得知袁野上马冶每年的完赛率均领先于国内同类

马拉松比赛遥 超过 9 成的完赛率也从侧面反映出上海马

拉松运动雄厚的群众基础袁也反映出上海运动人口的比

重上升 渊2015 年的上马有近 1.34 万人能够完成全程马

拉松冤遥
表 3 2013要2015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半程和全程完赛率统

计渊%冤

数据来源院百度搜索综合得到尧作者对上海马拉松赛事主管访谈

获得遥

赛事服务的好坏对赛事举办的成功与否具有深远的

影响袁一场成功的马拉松赛事往往和优质的赛事服务不可

分割遥马拉松的赛事服务主要可以分为后勤保障服务和安

全保障服务两个方面袁后勤保障服务主要表现在院移动厕

所尧饮水用水尧食品补给尧志愿者等几方面曰安全保障服务

主要体现在院医疗安全保障和安保等遥 本研究对近 3 年上

海马拉松的后勤保障服务现状尧医疗保障服务现状尧医疗

保障措施以及安保情况等几方面内容进行了实地和问卷

调查袁结果表明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赛事服务工作总体来

说是比较出色的袁而且服务质量逐年上升遥
3.2.2.1 后勤保障服务情况

由表 4 可知院2014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移动厕所

比 2013 年增加了 30%袁为 326 个袁增加部分为起点处增设

了 30 个袁20 周年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仅起点就配备了

316 只移动厕所袁在赛事沿途每 2.5 km 处设置厕所曰饮用

水和饮料数量从 2013 年的 3 瓶 / 人袁 增加到 2014 年的 9

瓶 / 人 渊运动员将按照人均约 5 瓶水和 4 瓶运动饮料袁进
行补给配置冤曰用水方面袁海绵块在 2013 年 6.8 万份的基

础上增加了 38%袁达到了 9.4 万份袁2015 年的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更是从 7.5 km 起袁每 5 km 配备了用水站袁提供海

绵块 14 万份袁增幅将近一半遥 此外袁2014 年开始袁组委会

还首度增设了 3 个能量补给站袁为参赛者准备了 5.2 万份

能量棒和 2 万份小食补充热量遥 2015 年沿途设置了 3 个

补给站袁共准备了 4.1 万份补给袁2016 年的野上马冶袁补给

站增至为 5 个袁分别为半程马拉松 2 个袁全程马拉松 3 个遥
除了这些贴心人性化的服务外袁2014 年上马的志愿者人

数也增加了近 4 倍袁共有 2 460 名志愿者为参赛者提供存

衣尧引路尧供水尧按摩等服务遥 相比 2013尧2014 两年袁 2015

和 2016 年袁野上马冶官方赛事补给也将全新升级袁饮用水尧
能饮料尧补给食品的种类也更加地丰富遥在补给食品上袁之
前都是单一的欧倍能量棒袁2015 年起新增了香蕉和西贝

点心遥

表 4 2013要2015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后勤保障服务情况调查

数据来源院百度搜索综合得到尧作者对上海马拉松赛事主管尧饮
料能量补剂主裁判访谈获得尧 作者担任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裁判

搜集得来遥
根据表 4 的调查结果袁我们不难发现从 2013 年开始袁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后勤保障服务质量在不断地攀升袁服
务的内容也逐年在创新和衍生遥
3.2.2.2 安全保障服务情况

渊1冤医疗安全保障情况

由表 5 可知院2013要2015 年这 3 年中袁上海国际马拉

松的救护车辆分别为 19尧19尧20袁变化幅度不大袁然而 2015

年的上马特别增加了 2 辆特种救护车和 21 组骑行 野移动

保障冶队袁为上马的医疗保障增加了野筹码冶曰医护人员数

量分别为 200尧210尧216袁人员数量略微有所增加曰医疗点

数量 2014 年在 13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3 个袁为 20 个袁其中

赛道沿途 15 个袁健身跑袁10km袁全尧半程马拉松起终点 5

个袁2015 年在 2014 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5 个袁 沿途设立

21 个袁起终点设立 4 个袁2 年的增幅分别为 11.1%和 25%曰
医疗专业志愿者数量增幅较大袁2013 年为 210 人袁2015 年

为 652 人袁增加了将近 2 倍遥
表 5 2013要2015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医疗保障服务内容调查

数据来源院百度搜索综合得到尧作者对上海马拉松赛事主管尧东
浩兰生马拉松赛事负责人陆启孙访谈获得遥

除了对医疗安全保障服务内容的实地调查外袁本研究

对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袁访谈了

解到比赛的现场医疗措施较为全面尧细致遥 2013 年袁上马

组委会为每一位参赛者和所有工作人员购买了保险袁为比

赛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遥 而在 2014 年举行的 野上
马冶比赛中袁除覆盖面广的医疗设施外袁在 10 km 跑终点附

近以及半程和全程马拉松终点前 2 km 处开始袁 每隔一定

距离袁安排两人一组的医疗组袁这些医疗组人员手举提示

牌袁提醒选手在特殊路段加强保护袁并对有异状的参赛者

及时采取相应举措遥 2015 年袁新增了野骑行保障队冶和野医
疗护跑团冶袁进行流动的赛道医疗观察遥 此外袁在每年的比

赛现场组委会为大赛配备了除颤仪尧心电监护仪尧心电图

时间 半程马拉松 全程马拉松 

2013 年 97.7 94.1 

2014 年 97.0 96.0 

2015 年 96.7 89.4 

 

后勤保障服务内容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移动厕所数量/个 266 326 起点 316+沿途 

饮水数量/（瓶/人） 3 9  

用水（海绵快）数量/万份 6.8 9.4 14 

食品补给站数量/个 0 3 3 

志愿者数量/人 500 2 460 约 2 700 

 

上海国际马拉松 
医疗保障服务内容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救护车数量/辆 19 19 20 

医护人员数量/人 200 210 以上 216 

医疗点数量/个 17 20 25 

医疗专业志愿者数量/人 210 200 以上 652 

 

上海马拉松赛事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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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医疗设备和充足的抢救药品及解除肌肉痉挛药品袁被
指定的相关负责医院同时也在院内临时开通了包括接诊

室尧心血管病监护室尧手术室等在内的绿色通道遥越来越科

学尧多元的医疗救护措施袁为马拉松运动员保驾护航的同

时也为比赛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保障遥
渊2冤安保情况调查

马拉松的安保工作包括赛前的交通管制和赛中的安

全保障工作遥赛前的交通管制袁为清理赛道尧赛事的顺利举

办提供了基础保障遥 赛事期间交警尧武警安保工作的开展

确保了比赛的顺利进行和绝对安全遥 对于重大活动而言袁
安保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遥

调查了解到袁2013要2015 年袁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

安保人员数量从 6 500 上升至 10 000 余人袁人数增加了

将近 50%遥 除了人员数量方面的增加外袁上海国际马拉

松的安保工作也越来越全面尧细致遥 赛事期间袁交警部门

在赛道沿线外围设置交通管制标志袁进行预先提醒遥 为

保障市民的正常出行袁执勤交警还在不妨碍运动员正常

比赛的前提下实施弹性执法袁组织非机动车尧行人横穿

比赛线路遥 武警方面袁每年的上马沿途都要安排大量的

武警进行固定执勤袁以保证安全袁但考虑到警力的分布

无法做到更均匀细致袁2014 年袁组委会新设立了野自行车

武装骑警冶袁在比赛全程袁20 名特警两人一组袁每组特警

前后相隔5～ 10 min 的车程袁分梯队骑自行车全程跟随参

赛选手到终点遥 野自行车武装骑警冶是上海市公安局探索

完善重大活动安保机制的一项新举措遥 特警队员荷枪实

弹尧特殊技能与自行车的灵活便捷相结合袁实现了重大活

动安保的野零距离冶警戒遥

越来越多的城市主办方看中了马拉松赛事背后巨大

的经济利益袁 急于通过举办马拉松赛事获取经济利益袁然
而袁举办一场野国际范儿冶的马拉松赛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情遥 上海的马拉松运动在发展越来越成熟袁赛事越来越

多的背后袁也隐藏着一些不可忽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群众健康意识的提高袁马拉松

运动在国内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追捧遥 2015 年袁中国田径

协会取消了对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审批制度袁马拉松赛事数

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遥 当年袁我国共举办了超过 130 场

次的马拉松及相关赛事遥 也就是说袁平均不到 3 天就有一

场马拉松赛事在我国举行袁特别受追捧有野北上广冶的马拉

松赛遥 从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了解到袁2015 年的 9 月

14 日下午 5 时前袁野上马冶共计预报名人数 97 309 人袁获得

野上马冶的一个名额简直不亚于每年的春运抢票袁而中签难

度堪比每月抢拍上海机动车牌照遥
调查发现袁野上马冶参赛如此紧俏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遥

首先是因为赛事本身贴近老百姓生活袁 赛事规模相对较

大袁赛道环境优美袁有助于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曰其次袁
马拉松这项运动袁就其运动项目自身特点来看袁不需要特

殊的运动器材袁对运动场地要求也相对较低袁便于普及遥能
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袁 符合全民健身的需求袁丰

富了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曰此外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袁社
会竞争激烈袁群众的身心压力大袁而马拉松正好为其提供

了一个畅通尧健康尧安全的宣泄通道遥

马拉松赛事的安全隐患可归纳为 3 个方面院运动员安

全尧城市安全以及食品安全袁其中运动员的人身安全隐患

尤为重要和突出遥 2015 年的野上马冶袁一位男性参赛者跑到

龙华中路赛段时袁突然一头栽倒在地袁心脏骤停尧意识丧

失尧口吐白沫袁正在附近的中山医院心外科医生魏来和同

伴们急忙赶来袁 对其进行抢救袁20 min 后终于把他从鬼门

关上拉了回来遥据守在终点线的东方医院国家应急救援队

统计袁当天 3 个医疗点共救治 1 123 名参赛者袁出现重症

者 32 人遥 被救治的参赛者中袁虽然大多数是擦伤尧脚底起

泡袁但也不乏抽筋尧扭伤等情况袁这样的数据无疑令人感到

吃惊遥一场马拉松赛袁千余人被救治袁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存

在着巨大的隐患遥其次是城市安全问题袁 2015 年的富力海

口马拉松赛袁可谓是一场马拉松赛瘫痪一座城袁比赛期间袁
海口市滨海大道尧世纪大桥尧海甸五西路等多条路段封路袁
导致海口多条路段交通拥堵袁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遥 此外袁食品安全也是举办马拉松赛不容忽视的问

题之一袁据部分参与野上马冶的跑者反映袁大会提供的能量

补给食品通常是临近保质期的袁此外袁也有部分赞助的食

品或饮水缺乏卫生安全保障和质检说明遥

自 2015 年起袁 上海部分区域和赞助商看到马拉松赛

事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纷纷组织具有区域特

色的马拉松赛袁比如院崇明森林半程马拉松尧奉贤海湾半程

马拉松尧浦东女子半程马拉松等袁为了扩大效应袁个别区域

一味地追求赛事规模和赛事带来的巨大效益袁忽略了当地

的赛事准备和运营能力袁反而给当地的政府和人民带来了

不利的影响遥

每年马拉松赛的赛道上都不乏千奇百怪的 野作秀军

团冶袁他们大多穿着奇装异服袁在赛道上各种摆拍袁吸引围

观者的眼球遥 马拉松终归是一场赛事袁而不是无限拉长的

秀场遥 参赛名额百里挑一袁抢票堪比春运袁资源如此紧张袁
应该值得每一个跑者珍惜遥 此外袁随着马拉松赛事影响力

的不断攀升袁越来越多的精明商家打着野赞助冶的旗号加入

其中袁大到跨国公司袁小到餐饮小店袁精明的商家通过各种

方式植入广告袁只为博人眼球袁赛事偏离了主题袁驶入了功

利化的歧路遥 野上马冶作为路跑金标赛事袁是有影响力的品

牌袁不该成为企业尧单位宣传和炒作的工具遥

要改善野上马冶一票难求的局面袁满足越来越多的热爱

跑步的市民需求袁丰富马拉松的赛事种类是目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遥 增加赛事种类的方式方法分为多种袁从距离上来

讲袁除了常规的全程马拉松尧半程马拉松以外袁还可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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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m尧10 km尧健康跑等项目袁来满足不同参赛水平的运动

员需求曰从参赛对象上来讲袁野六一冶儿童节可举行针对青

少年的迷你马拉松比赛袁重阳节可以社区或区县为单位举

办老年马拉松袁情人节可在公园举办情侣跑等袁以此满足

社会不同群体的参赛需求曰从内容主题上来讲袁可以结合

时下流行的主题举办特色的马拉松赛袁 比如与全民健身尧
奥运年尧中国梦等主题结合遥此外袁除了上海市体育局主办

的马拉松赛袁各区还可以结合地方特点袁吸取优秀的马拉

松办赛经验袁开展别具一格的马拉松系列赛遥

首先是人身安全问题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落实遥渊1冤
体检证明院主办方应认真落实核查每一位参赛者的体检证

明袁重视参赛者的人身安全宣传工作袁要让参赛选手看到

赛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袁教会他们科学参赛袁规避赛事伤

害事故的发生遥 渊2冤医疗队伍院完善医疗队伍的建设袁包括

医疗车尧医疗志愿者等遥对于猝死者而言袁晕倒的前 4 或前

5 min 是抢救的黄金时间袁 过了这一时间袁 即使能抢救回

来袁也会受到严重损伤遥 因此一场比赛中应该平均分布医

疗队伍袁保证其能在 4 min 内可以到达事故现场遥 渊3冤急救

联系人院 要求在本人号码布的背后填写紧急联系人的信

息袁以便第一时间通知亲人遥
其次是城市安全问题袁相关部门应根据赛事主办方的

赛道尧交通问题袁提前做好赛道的规划尧交通管制方案遥 最

大程度地减少赛事举办对城市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遥
最后是食品安全问题袁主办方不要因为食品是免费赞

助的袁就忽视了食品本身的质量安全问题袁应对赞助的企

业进行筛选袁对赞助的食品进行质量检测遥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主办单位是上海体育局袁而直接

执行者是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袁属于政府体育部门下

属临时机构遥 上海市体育局事实上既是赛事的宏观管理

者尧监督者,又是赛事的微观管理者尧组织者遥 这种管理模

式带来的现状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赛事机构对其进行系统尧
全面的管理袁容易出现管理漏洞袁不利于赛事的长远发展遥
因此袁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创新管理模式袁向西方国家吸取

成功经验遥例如院将政府部门与管理部门分开袁政府体育管

理部门只负责宏观的调控尧政策的制定袁而具体的组织尧决
策都由非官方的组织机构自己负责袁 比如上海田径协会遥
而上海田径协会的角色就是做好马拉松运动发展的指引

者和服务者袁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袁不断完善马拉松赛事

分类管理体系尧组织标准体系和注册认证体系建设曰协会

还应加强对马拉松产业的调研和政策研究袁以促进马拉松

与体育用品尧文化尧旅游尧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遥

不同区域的马拉松赛事要与举办城市的特点相契合袁
要以举办区域为依托袁结合地域特点尧比赛时机尧赛道环境

等袁因地制宜地增改马拉松的具体项目袁开展富有地域人

文尧自然特点的地方马拉松系列赛遥例如袁不同地区可以制

定特色赛道袁上海的松江区尧金山区尧崇明区可以制定特色

的自然风光赛道袁而黄浦区尧静安区尧长宁区等可以围绕特

色的建筑尧标志性的景观制定人文景观赛道遥 或者不同地

区可以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比赛项目袁推陈出新袁完善地区

项目设置袁保持地区赛事特色遥 比如以野kiss run冶为主题的

全国半马锦标赛袁首站在南京浦口举行袁不但整个赛程为

女性提供全线型男一条龙服务袁而且在赛道的起终点特设

妆扮区域袁指甲油尧假发尧彩妆贴尧发夹等妆扮物品一应俱

全曰赛道沿线安排了钢琴小提琴现场演奏袁另外还特别创

设家人等候区袁整个赛事受到了女性跑者的一致好评遥

企业对赛事的赞助是为了获取利益遥企业赞助一届马

拉松赛袁其企业知名度尧美誉度等无形利益固然能得到提

高袁但过度的商业化不但扭曲了马拉松的精神文化和运动

本质袁而且对大众健身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袁不利于马

拉松的健康可持续化发展遥
赞助商应尽可能地为马拉松赛事提供优质的后勤保

障服务袁比如院提供充足尧质优的饮料和饮用水袁增加能量

站食品补给和食品品种袁提供赛后的毛巾浴巾袁为每一位

运动员购买保险等遥 另外袁赞助商们还可以根据企业优势

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袁 比如在起点增设个性服务点袁帮
助有需要的选手在号码布上印制名字袁 让赛道边的志愿

者尧观众都能喊出名字为参赛者加油遥 企业赞助为赛事提

供保障袁更好地促进赛事的发展袁同时赛事的发展也将对

赞助的企业起到正面宣传的效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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