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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马拉松赛事的消费趋势和经济影响的研究对马拉松赛事各方面的决策具

有重要意义遥 对 2016要2018 南京马拉松的参赛者调查问卷进行分析袁在得出参赛

者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分析参赛者的消费情况袁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袁计算赛

事产出效应尧所得效应尧税收效应尧乘数效应等经济影响指标遥 梳理目前南京马拉松

存在的问题袁分析其中的原因袁最后针对优化赛事品质袁提高赛事经济效益袁从四个

方面提出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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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nsumption trends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marathon is of great impor-

tance for decision making in all aspects of the marathon events. We first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stants in the 2016-2018 Nanjing Marathon and analyze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ontestants, and then calculated economic impact indicators such as the

event output effect, income effect and tax effect, multiplier effect 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model,

and then identified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Nanjing Marathon and summarized the cor-

responding causes, and finally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from four aspect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event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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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随着居民体育运动意识不断增强以及

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袁 马拉松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广

泛的参与袁 国内各个城市对举办马拉松赛事的积极

性也逐步提高遥 据中国田径协会 2015要2018 年叶中
国马拉松年度报告曳 中的数据显示袁2015要2018 年

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备案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

分别为 134 场尧328 场尧1 100 场和 1 581 场袁 参加比

赛的人数分别为 150 万人尧280 万人尧500 万人尧583
万人袁 马拉松赛事的数量和参与人数的巨大增幅体

现了消费者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旺盛需求遥而叶支持社

会力量举办马拉松尧 自行车等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

行动方案渊2017冤曳叶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曳等一

系列针对马拉松运动的政策文件也从供给侧的角度

为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袁 提供了强

大的发展动力 [1]遥 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具

有较大的带动作用 [2]袁所以对马拉松赛事的经济影

响研究尤为重要遥 消费是赛事经济影响的最直接体

现袁通过测算参赛者在赛事举办期间的消费情况袁推
算其为举办城市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袁 再选择相关

模型计算赛事为举办城市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袁是
了解马拉松赛事的经济影响的有效途径遥基于此袁本
文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袁 运用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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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入产出模型袁基于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

的参赛者消费问卷袁梳理参赛者的基本特征袁分析参

赛者的消费情况袁 并通过计算赛事经济影响的各项

指标进一步量化南京马拉松赛事的经济影响遥

本文通过线下问卷的调研方式袁分别于 2016要
2018 年在南京马拉松的现场直接对参赛者发放问

卷袁 问卷发放情况院2016 南京马拉松共随机发放问

卷 395 份袁收回有效问卷 271 份曰2017 南京马拉松共

随机发放问卷 360 份袁收回有效问卷 326 份曰2018 南

京马拉松共随机发放问卷 384 份袁 收回有效问卷

350 份遥
对于马拉松赛事的消费调查袁 网络问卷一直是

近年来研究的主要方法遥 王洪兵等通过向马拉松爱

好者社群发放网络问卷袁 对马拉松赛事参赛者消费

偏好及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3]曰李兆锋等通过电

子邮件的方式对 2014 年北京马拉松参赛者进行问

卷调查袁 进而分析马拉松旅游参赛选手的参赛消费

特征[4]遥 与网络社交渠道相比袁线下渠道由于调查员

在场对问卷进行解释说明袁 所以更能保证所获数据

的质量袁 进而保证了后续研究中结论的可靠性和准

确性[5]遥 另外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赛事所使

用的问卷在内容和结构的设计上基本保持一致渊表1冤袁
为进行参赛者基本特征尧 消费情况和赛事经济影响

的横向对比袁了解变化趋势奠定了基础遥
表 1 问卷中有关参赛者基本特征和消费情况的主要

指标

一方面袁 本文针对南京马拉松参赛者的基本特

征和消费情况袁 运用 SPSS24.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袁得出这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基本特征尧消费情

况的变化趋势遥
另一方面袁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对赛事经济

影响进行测算遥 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举办地 GDP尧举办地就业水平尧政府税收收入尧举办

地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 [6]遥 但当前研究在对于赛事

经济影响的测算方法上有所差异遥 赵蓓蓓使用时间

序列模型袁对北京奥运会经济影响进行测算袁得出奥

运会对城市经济增长尧产业结构升级尧区域集聚尧区
域创新四方面影响的结论 [7]遥 顿晓明使用双重差分

模型对 2006要2014 年 59 个城市进行比较研究袁得
出马拉松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系数袁 并进一步得

出马拉松赛事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影响具有差异

性袁 以及马拉松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滞后性等

结论 [8]遥 罗秋菊等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第 16 届广州

亚运会进行分析袁得出赛事的产出乘数袁对赛事的经

济影响进行量化[9]遥 可以看到袁赛事经济影响的测算

方法比较丰富袁 根据赛事自身特征选取合适的测算

方法是保证结果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遥
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经济体系中各个产业部门

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数量分析方法袁 可以

较好地解决国民经济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袁 既反映

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袁 又反映部门之间的全部间接

联系袁是进行深刻的产业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10]遥使

用投入产出模型对赛事经济影响进行测算具有数据

全部量化尧结果可比性强尧数据需求量大尧研究区域

不宜过小等特征[11]遥数据的量化有利于对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经济影响进行横向比较袁 并进一步

挖掘数据的变化原因曰2016要2018 年问卷内容和结

构的一致性为投入产出分析的使用奠定了基础遥 因

此袁综合赛事类型尧问卷数据等多方面考虑袁本文最

终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遥
基于此袁为比较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的

赛事经济影响袁 本文在 叶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要
2012曳中 2012 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数据渊42 部门冤的
基础上进行调整袁 调整的投入产出表中部门与赛事

相关程度越高袁 对赛事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直

接和间接联系测算则越准确[12]遥因此袁本文单独列出

与赛事相关性较高的部门袁 同时合并其他相关性较

低的部门袁 最终重新归类为包含农林牧渔业尧 制造

业尧批发和零售业尧铁路道路水上航空运输业尧城市

公共交通运输业尧 其他运输业及仓储邮政业尧 住宿

业尧餐饮业尧信息传输业尧金融与房地产业尧租赁与商

业服务业尧旅游业尧社会及其他个人服务尧文化体育

娱乐业尧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15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

表袁经过调整得到的 15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成为本文

测算赛事经济影响的主要工具遥
本文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测算马拉松赛事的各项

类别 主要指标

参赛者基本特征 现居地尧在赛事举办地的逗留时间尧参加马拉松

赛事的类型尧性别尧周岁年龄尧最高学历尧职业尧家
庭平均个人税后收入

参赛者消费情况 参赛报名费尧城际交通往返费尧住宿费尧餐饮费尧
市内交通费尧通讯费尧购买赛事纪念品的费用尧娱
乐费用尧游览费用尧除赛事纪念品外的购物费用尧
其他费用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马拉松赛事经济影响研究要要要以 2016-2018 南京马拉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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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遥 首先根据问卷中参赛者填写的各项消费

金额袁计算不同消费项目的均值袁将均值与参赛者平

均逗留时间和参赛者人数估计值相乘 渊参赛者总数

来自中国田径协会中国马拉松管理服务平台冤袁即可

得到赛事为每个行业带来的新资金遥 由于本文仅计

算赛事为每个行业带来的新资金袁 南京市本地参赛

者正常活动而产生的资金应被排除袁因此袁不同消费

项目的计算方法也有所差异袁即住宿费尧城际往返交

通费尧通讯费尧娱乐费用尧游览费用仅包含外地参赛

者的消费袁参赛报名费尧餐饮费尧市内交通费尧购买赛

事纪念品的费用尧除赛事纪念品外的购物费用尧其他

花费应同时包含外地参赛者和本地参赛者的消费遥
以住宿费用和市内交通费用为例袁 由赛事产生的住

宿业尧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的新资金计算过程如表 2

所示遥 本文再使用 15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的各值

除以对应行业的总产出值袁即可得到直接消耗系数

矩阵 A袁而渊I-A冤-1 则为列昂惕夫逆矩阵袁将列昂惕夫

逆矩阵与新资金矩阵相乘袁 即可得出各行业的产出

效应遥
表 2 马拉松赛事住宿业和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新资

金计算过程

所得效应和税收效应的测算方法与产出效应的

测算方法类似袁 所得效应测算先使用投入产出表中

的增加值合计除以总产出袁得到增加值系数袁再使用

增加值系数乘新资金矩阵并与列昂惕夫矩阵相乘袁
求出各行业的所得效应值遥 而税收效应先使用投入

产出表中的生产税净额除以总投入袁得到利税系数袁
再使用利税系数乘新资金矩阵并与列昂惕夫矩阵相

乘袁求得各行业的税收效应遥

年龄方面袁 南京马拉松赛事的参赛者年龄主要

集中在 21 岁以下尧21~30 岁尧31~40 岁尧41~50 岁渊表3冤袁

虽然 21 岁以下参赛者和 41~50 岁参赛者的占比有

一定波动袁 但可以看出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

松大部分参赛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21~30 岁和 31~40

岁袁即以中青年为主袁这与 2016要2018 年叶中国马拉

松年度报告曳 的统计结果也比较相符渊2016要2018

年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年龄段占比前两名分别为

30~39 岁和 20~29 岁冤遥
表 3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年龄占比

学历方面袁2016要2018 年参赛者学历水平占比

居前 3 位的均为本科尧硕士及以上和大专渊表 4冤袁可
知南京马拉松参赛者的学历结构比较稳定袁 马拉松

赛事的参与者更多是高学历人群遥
表 4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学历水平

前 3 位占比

家庭收入方面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分

别有 84.1%尧78.4%和 88.0%的参赛者家庭平均月收

入为 1~3 万元袁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13]袁具有购车尧
购房尧闲暇旅游的消费能力袁而参赛者职业主要为管

理人员 / 高级行政人员尧公务员尧专业人士尧一般员

工等袁这也与参赛者的收入情况相符遥 由此袁可以得

出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赛事的参赛者具有

比较清晰的基本特征院 以中青年居多尧 学历水平较

高尧家庭收入以中等收入为主袁这与目前对马拉松参

赛人群特征的刻画基本一致袁 反映了本文使用的数

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遥
中国田径协会已出台了面向社会的马拉松叶参赛

指南曳和叶办赛指南曳[14]遥办赛标准的建立和赛事服务

的不断提升袁 是吸引更多群众参加马拉松赛事的重

要保障袁通过参赛者基本特征分析也可以看出袁中国

马拉松赛事已经逐步培育起一个比较固定的参赛群

体袁 为马拉松赛事未来健康尧 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

础遥但是如何吸引更多群体参与到马拉松运动中袁是
值得马拉松赛事管理者进一步考虑的问题遥

消费项目 对应部门 计算过程

住宿费用 住宿业 外地参赛者单天住宿费用均值伊外地

参赛者平均逗留时间伊外地参赛者总

人数

市内交通费用 城市公共交

通运输业

外地参赛者单天市内交通费用伊外地

参赛者平均逗留天数伊外地参赛者总

人数＋本地参赛者单天市内交通费

用伊天数伊本地参赛者总人数

年份 21 岁以下 /% 21~30 岁 /% 31~40 岁 /% 41~50 岁 /%

2016 14.9 39.3 25.1 15.7

2017 26.0 38.1 23.8 9.4

2018 2.3 35.4 31.4 24.6

年份 本科 /% 硕士及以上 /% 大专 /%

2016 56.5 20.3 13.8

2017 56.4 19.3 13.3

2018 54.9 22.9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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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尧 国际田联铜标赛

事袁 南京马拉松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外地和外籍选手

参赛袁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南京市本地居民参与其

中遥故针对南京市本地居民参赛情况进行分析袁可以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京市居民全民健身的发展态

势遥 通过查询中国田径协会中国马拉松管理服务平

台可知袁2016尧2018 两届南京马拉松的参赛总人数

分别为 21 000 人和 28 000 人袁 而样本中 2016尧2018
年本地参赛者占全部参赛者的比重分别为 67.7%和

74.9%袁由此可估算出 2016尧2018 两届南京马拉松的

本地参赛者的人数分别为 14 217 人和 20 972 人遥 而

2016尧2018 年样本中的本地参赛者选择全程马拉松

的比重分别为 10.35%和 34.35%袁 选择半程马拉松

的比重分别为 26.70%和 45.80%袁 卡方检验结果说

明 2016尧2018 年本地参赛者对全程尧 半程马拉松的

选择存在显著差异 渊P＜ 0.01冤遥 故相比于 2016 年袁
2018 南京马拉松本地参赛者的数量有所提高袁同时

参加全程尧 半程马拉松等较专业项目的本地参赛者

数量也有所增加遥 2017 年叶南京市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曳 中提出从完善全民健身设施尧 健全全民健身网

络尧 扩展全民健身活动尧 促进全民健身服务提质增

效尧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推进野健康

南京冶战略[15]遥由此可见袁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袁南
京本地居民的全民健身水平有所提高遥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赛事中本地参赛

者尧外地参赛者及参赛者的单天消费均值见图 1遥 对

参赛者的单天消费均值数据进行逐年比较袁发现院
2017 年较 2016 年无显著变化渊P=0.065冤袁2018 年较2017

年呈显著下降趋势渊P=0.001冤遥 总体来看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单天消费均值无显著增长袁
分析其原因有如下几方面遥

图 1 2016要2018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单天消费均值渊元冤

一是外地参赛者的消费水平增长乏力遥 由于外

地选手参赛需要支付额外的交通尧住宿尧餐饮等费

用袁在参赛期间的游览尧娱乐活动也会产生更多的

消费袁因此袁吸引外地参赛者参与消费是提升赛事

整体消费水平的重要路径遥 但是经过对 2016要2018

三届外地参赛者的消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袁发现其

游览费用和住宿费用呈显著下降趋势渊单因素方差

检验结果分别为 0.007 和 0.042冤遥 这与南京市旅游

资源的性质有一定关联袁在旅游消费过程中袁休闲

旅游更容易产生重复消费袁而以观光为主的旅游大

多为一次性消费 [16]袁通过野南京智慧旅游公共服务

平台冶查询可知袁南京市所有 5A 景区中袁以休闲为

主要内容的旅游景点仅有 7 个袁 占所有 5A 景区的

10.61%遥 因此袁每年举办南京马拉松袁对多次参赛的

外地参赛者来说袁其游览消费以及与游览相关的住

宿消费会降低遥
二是南京市其他路跑赛事质量的提升增加了南

京马拉松促进外地参赛者消费的难度遥 根据中国田

径协会中国马拉松管理服务平台的数据发现 袁
2016要2018 年间袁南京市各类路跑赛事的质量显著

提升遥 2016 年袁全市仅有 1 场铜标赛事尧两场 A 级赛

事曰2017 年袁全市有 1 场银标赛事尧1 场铜标赛事尧6 场

A1 级赛事曰2018 年袁全市共有 1 场金标赛事尧1 场银

标赛事尧3 场铜标赛事尧6 场 A1 级赛事遥 赛事水平的

快速提升袁给予外地参赛者更多的选择袁分散了其在

游览尧餐饮等方面的消费袁使得南京马拉松赛事在提

升外地参赛者的消费水平上的难度增大遥
三是赛事周边消费的营销水平不够高遥 本文通

过对南京马拉松官网进行查阅袁网站上仅有野南京美

景冶和野南京美食冶两个板块对南京的城市信息进行

介绍袁 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缺乏对城市各类商业等

其他资源的介绍袁 并且与南京市相关部门的网站联

系不够紧密袁可见官网在网络营销尧合作营销等现代

营销方式的运用上比较欠缺 [17]遥 参赛者通过赛事官

方网站可以查询到的信息较少袁 难以在短时间内对

城市产生比较丰富的认知袁 无法有效提升外地参赛

者的消费意愿遥反观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官网袁
通过野吃在扬州冶野游在扬州冶野住在扬州冶3 个界面对

扬州饮食尧旅游尧住宿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袁并提供

了部分知名餐饮尧 旅游景点的具体信息袁 同时预留

野体育旅游套餐冶窗口袁为赛事与当地旅游资源的合

作营销奠定基础曰同时为野城市跑不停冶野冠军林冶等
特色活动设置独立界面袁 通过特色活动介绍着力宣

传了扬州城市特色元素袁 提升赛事对参赛者的吸引

力遥 又如厦门马拉松官网将旅游资源与比赛路线紧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马拉松赛事经济影响研究要要要以 2016-2018 南京马拉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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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袁 以图示的方式标明比赛路线中的知名旅游

景点曰赛事组委会与当地酒店达成合作袁官网上提供

野厦门马拉松客房套餐冶袁提供早餐打包尧比赛日接送

等专属服务袁同时提供 4 个价格档次供参赛者选择袁
满足不同类型参赛者的需求遥另外袁赛事每年举办摄

影大赛袁增强参赛者与厦门的联系袁诸多手段均提升

了厦门马拉松的营销水平遥

本文分别就本地参赛者和外地参赛者的消费结

构进行分析袁 其中本地参赛者对赛事的消费主要在

报名费上袁2016要2018 年赛事报名费分别占本地消

费者平均总消费的 53.74%尧48.98%和 68.27%遥 而外

地参赛者消费占比较高的几项分别为住宿费尧 餐饮

费和城际交通往返费袁其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遥本文

认为针对南京马拉松赛事的消费结构袁 有以下两个

方面亟待优化遥

图 2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外地参赛者主要

消费项目占比变化趋势

一方面袁赛事相关产品的购买力不足遥不论外地

参赛者还是本地参赛者袁 对于南京马拉松赛事相关

产品的消费占比均较低袁 调研的三届赛事相关产品

的消费占比均未超过 5%遥 这与赛事和赞助商之间

的合作模式尧赛事相关活动的设计有一定关联袁本文

查阅同样为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的其他马拉松赛

事袁可以发现不少赛事与赞助商深度合作袁通过配置

丰富的赛事相关活动促进参赛者的消费遥 例如北京

马拉松联合 Keep尧 阿迪达斯和华夏幸福三家赞助

商袁举办跑步训练尧跑步文化等元素结合的赛事嘉年

华曰以赛事发展历程为主线袁建设野北马博物馆冶袁提
升参赛者对赛事的文化认同感曰 同时在赛事期间举

办的野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冶袁售卖纪念品的同时袁也为

赞助商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空间遥 重庆国际马拉

松举办以体育健康为主题的 野重马体育产业博览

会冶袁为各类体育健康新产品搭建展示尧销售的平台遥
这些都是提升赛事相关产品消费的有效手段袁 而目

前袁南京马拉松未设置专门售卖赛事纪念品的渠道袁
官网虽预留了野赛事嘉年华冶的窗口袁但是没有具体

的活动内容遥
另一方面袁更多消费类型有待挖掘遥通过对三届

南京马国际马拉松各类消费占比的分析可发现袁该
项赛事各类消费的占比较为稳定遥 但与发达国家的

马拉松赛事相比袁 目前南京马拉松的产业链仍有拉

长的空间袁更多的消费类型有待挖掘遥例如一些运动

品牌针对美国跑步爱好者的特征袁 与各大路跑赛事

形成深度合作袁以提升参赛者运动装备相关的消费[18]遥
而本文通过对南京马拉松赞助商现场活动的调查发

现院运动装备尧运动营养尧可穿戴设备等赞助商的活

动现场仍是传统的打折尧 赠送礼品等简单的互动方

式袁这与现场金融尧食品尧饮料等赞助商的活动形式

没有明显的差异袁 说明运动相关产品的赞助商未能

有效地与赛事结合袁开展有效的尧符合产品特色的现

场促销活动遥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江苏省投入产出表袁
计算得出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新资金尧产出

效应尧所得效应尧税收效应经济效益指标渊表 5冤遥 在

针对体育赛事尧 会展等大型活动使用投入产出模型

的研究中袁野乘数效应冶 是评价其消费产生经济影响

的重要工具 [19]遥在产出乘数尧收入乘数尧就业乘数中袁
产出乘数更适用于政府管理部门和赛事主办方对赛

事发展进一步决策 [20]遥经测算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

马拉松赛事的产出乘数分别是 2.19尧2.05 和 2.08袁即
参赛者消费每增加 1 元袁可为南京市的 GDP 相应增

加 2.19 元尧2.05 元和 2.08 元遥可以看到袁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的经济影响变化不大袁 这是因为该

项赛事这 3 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不显著袁所以野产
出乘数冶变化不明显遥 参赛者在游览尧住宿等项目上

的消费平均水平降低袁 赛事相关产品开发不充分等

是导致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不显著的直接原因遥因此袁
进一步提升南京马拉松赛事的经济影响袁 要以提升

赛事的人均消费水平为主要路径遥
表 5 2016要2018三届南京马拉松经济效益指标渊万元冤

另外袁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对 2016要2018 三届南

年份 新资金 产出效应 所得效应 税收效应

2016 4 259 10 467 4 787 580

2017 4 444 10 536 5 148 605

2018 3 670 8 814 4 242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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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马拉松赛事的经济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袁 本文

作如下说明院渊1冤参赛者对自身消费水平的估算比较

模糊遥 本文在整理数据时发现袁如住宿尧游览等费用

的填写袁大多参赛者无法给出准确的消费金额袁只能

填写大概的整数金额袁 可能会导致经济影响的计算

产生偏差遥渊2冤未将观众等其他与赛事相关的人员计

算在内遥马拉松赛事作为参与型体育赛事袁其消费主

要来自于参赛者袁但是马拉松赛事中也有观众尧媒体

等其他与赛事相关的人员进行消费袁 虽然赛事观众

大多为本地市民袁 参与报道赛事的媒体记者也比较

有限袁但这些人群同样有可能产生额外消费遥本文只

计算参赛者消费支出袁 可能造成对赛事经济影响的

低估遥 渊3冤投入产出表的选择导致经济影响被低估遥
本文的投入产出计算数据是基于 2012 年江苏省投

入产出表整理所得袁 无法准确反映南京市每年经济

的实时增长情况遥另外袁由于投入产出表是由省级及

以上统计局汇编袁 以此来对南京市相关经济影响进

行估算袁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遥

根据 2016要2018 三届南京马拉松参赛者基本

特征尧消费情况和赛事经济影响的对比研究袁本文得

到如下结论遥
渊1冤从参赛者的基本特征来看袁南京马拉松赛事

的参赛者特征比较清晰袁以中青年尧学历水平较高尧
收入水平中等的人群为主遥

渊2冤从赛事参与方面来看袁相较 2016 年袁2018
南京马拉松赛事的本地参赛者数量有所增加袁 在本

地参赛者中有更多人选择全程尧 半程马拉松等较专

业的赛事袁 从侧面反映出南京市全民健身成果比较

显著袁 即市民在体育运动的参与度和专业度上均有

所提高遥
渊3冤从赛事的经济影响来看袁一是南京马拉松的

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不显著袁 主要原因在于外地消费

者的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不足袁 南京市其他路跑赛事

质量提升袁赛事对旅游尧娱乐等相关产业的营销水平

不高有关曰 二是赛事的消费结构在赛事相关产品的

开发和赛事消费类型的挖掘两方面仍有较大的优化

空间曰三是由于赛事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不显著袁导致

赛事的产出效应尧所得效应尧产出乘数等经济影响指

标均未有提升遥

针对以上结论袁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袁为南京

马拉松优化赛事品质袁 提高赛事经济效益等方面的

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袁 对其他同类型或相似类

型的马拉松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一是针对更加广泛的参与人群袁丰富赛事内涵遥

当前马拉松赛事的参与者一般为中青年袁 具有学历

水平较高袁收入处于中等水平袁职业类型以公务员尧
专业人员尧职员为主等比较鲜明的特点遥而吸引青少

年参加赛事袁 可以使其从小树立良好的体育消费观

念袁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袁这不论是对赛事的长久发

展袁还是对体育消费的未来增长都有着重要作用 [21]曰
叶全民健身指南曳也指出袁适度的身体锻炼也有利于

中老年人改善自身身体状况 [22]遥 故建议在保持对年

轻尧高学历人群的吸引力的同时袁南京马拉松应针对

其他群体的特征和消费特点袁丰富赛事内涵袁形成独

有的文化底蕴袁 吸引其他消费群体参与到马拉松赛

事中来遥例如柏林马拉松针对青少年的运动特点袁依
托马拉松赛道开展青少年轮滑赛事袁 在提升青少年

运动参与的同时袁 培养青少年对马拉松赛事的认知

和热情袁挖掘赛事的消费潜力遥
二是充分利用当地旅游尧 娱乐等行业的特色资

源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马拉松赛事遥虽然南京市大

部分著名景区以历史人文类为主袁 但是通过加强南

京马拉松官方网站的建设袁 可为参赛者提供参加比

赛尧游览当地名胜尧参与特色娱乐活动的特色攻略袁
同时在价格尧交通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袁为南京市

创造大量的旅游消费空间遥 例如纽约马拉松在其官

网野旅游与住宿冶页面中袁列出与赛事密切相关的 3

个领域的关联网站渊表 6冤袁为参赛者在赛事之余进

行旅游尧餐饮尧购物等消费提供了充分的引导遥
表 6 纽约马拉松野旅游与住宿冶页面信息概览

资料来源院https://www.tcsnycmarathon.org/plan-your-race/trav-

el-and-lodging

三是注重赛事周边产品的开发袁 促进参赛者形

成情感寄托遥 赛事周边产品的开发不仅能够提升参

赛者的人均消费水平袁为赛事带来更大的经济影响袁
还可以从情怀感染的角度吸引参赛者持续参与赛

事袁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新参赛者 [23]遥 因此袁一
方面主办方可以通过打造赛事特有的文化标签袁提
升参赛者对赛事的情感寄托袁 进而激发其更多的消

序号 网站名称 服务类型

1 United Airlines 机票预订

2 Anthony Travel 酒店预订

3 Nycgo.com 餐饮尧购物尧名胜导览及行程规划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马拉松赛事经济影响研究要要要以 2016-2018 南京马拉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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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纽约马拉松赛事照片相关产品售卖情况

资料来源院https://www.marathonfoto.com/

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说明 价格 / 美元

1 旗舰版赛事纪念套装 赛事全纪录尧经典时刻剪影 149.95

2 赛事全纪录 完整数码照片备份尧自定义照片模板尧赛事抓拍视频 84.95

3 单张照片下载 选手高分辨率参赛照片 29.95

4 纪念品照片光盘 选手专属参赛照片 CD 刻录 89.95

5 对开本照片集 质感光滑尧可任意选择 2 张渊12.70 cm伊17.78 cm冤照片尧皮质封面 59.95

6 拼贴画照片集 以拼贴画形式展现 4 张任选照片 39.95

7 照片打印套装 在既定设计背景上使用个性化模板来展现消费者最喜欢的赛事照片 27.95

8 自定义冲线照片打印 专属定制冲线照片打印 24.95

9 照片打印渊大冤 任选单张照片专业高品质打印渊20.32 cm伊24.50 cm冤 24.95

10 照片打印渊小冤 任选单张照片专业高品质打印渊12.70 cm伊17.78 cm冤 19.95

11 照片经典裱框印花 专业设计的照片裱框和印花 89.95

12 照片豪华裱框 任选两张赛事照片渊15.24 cm伊19.01 cm冤袁垂直裱框展示 79.95

13 照片经典裱框 单张照片经典光面裱框 69.95

费潜力遥例如绍兴马拉松在奖牌尧奖杯等产品的设计

上与当地古城文化结合袁每年不断创新袁对参赛者形

成了更为长久的吸引力[24]遥另一方面袁主办方可依托

现有资源袁从增加赛事周边产品种类尧提升赛事周边

产品的吸引力等方面进行设计袁 提高消费者对于周

边产品的购买欲望遥 例如纽约马拉松依托已有的赛

事照片资源深入开发产品袁为参赛者提供电子相册尧
实体相册等产品的售卖服务渊表 7冤袁参赛者可通过

名字或参赛号码对照片进行搜索袁 再选购感兴趣的

商品遥

四是结合当地经济状况袁 合理决策是否举办马

拉松赛事遥由本文结论可以看出袁举办马拉松所带来

的经济影响比较有限袁 而马拉松赛事是属于占用城

市公共资源较多的大型活动袁需要公安尧医疗尧卫生尧
交通等部门的大力协同袁 会对城市造成较大的经济

负担 [25]遥 在目前全国各地区大量举办路跑赛事的背

景下袁城市管理者决定是否举办马拉松赛事时袁应紧

密结合当地经济环境及周边城市举办路跑赛事的现

状袁 同时与当地其他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充分

比较袁从而作出有利于城市发展的科学决策遥

综合来看袁 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待进一步

深化院 一是南京马拉松的参赛者数据仍不足以充分

体现马拉松赛事参赛者的消费情况以及经济影响袁
缺乏北京马拉松尧 上海国际马拉松这样更加成熟的

赛事数据来进一步论证本文得出的结论遥 二是由于

野乘数效应冶在体育产业中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比

较有限袁现有文献未对赛事的野乘数效应冶作更加深

入的分析袁本文仅使用野产出乘数冶这一指标进行对

比袁但对野就业乘数冶和野收入乘数冶未作讨论袁在今

后的研究中应更多地参考旅游尧文化等领域的野乘数

效应冶相关数据袁为马拉松赛事决策提出更加深入尧
全面的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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