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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渊fsQCA冤对 2019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进行系统

分析袁 以探讨导致我国各省区市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遥 研究

发现院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尧体育投入水平尧人口基础尧区域景区数

量尧 交通发展水平均在马拉松赛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 马拉松赛事的有效发

展是多种因素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遥 结论院 经济发展水平是马拉松赛事发展的关

键条件袁人口基础是重要前提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动力基础袁交通发展水平是外

生动力袁发展马拉松赛事需要把握主要影响因素袁注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遥
关键词院 马拉松赛事曰组态分析曰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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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

ly analyze the 2019 marathon so as to discus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that l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marathon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my count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ertiary industry, the level of sports

investment, the population base, the number of regional scenic spots, and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athon events.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marathon events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ke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athon events; the

population bas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he level of tertiary industry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s an exogenous motivation. Therefore, it's essential to uti-

lize and integrat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athon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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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1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

办了第一场国际马拉松赛事后袁我国举办的马拉松

赛事逐年增多遥 2016 年 7 月 13 日国家体育总局在

叶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中提出袁野十三五冶时
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袁也是加快体育

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1]遥 鉴于体育以及赛事作为中

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袁成功举办马拉松赛事

对扩大全民健身意识尧延伸马拉松产业链尧提升城

市的知名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遥 截至 2020

年 3 月袁具有中国田径协会渊Chinese Athletic Associ-

ation袁CAA冤 认证的马拉松赛事数量于 2019 年已增

长至 355 场遥 马拉松赛事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袁
这离不开体育政策尧体育经济尧体育文化尧群众健身

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袁但我国各省尧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马拉松赛事仍然存在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遥 鉴

于此袁本文通过对我国马拉松赛事的区域发展因素

进行分析袁探讨影响我国各省尧自治区和直辖市马

拉松赛事发展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袁以期为促进我

国各省尧自治区和直辖市马拉松赛事的发展提供理

论参考和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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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尧管理学家波特认为院生产要素袁
需求条件袁相关和支持产业袁企业战略尧结构和同业

竞争对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袁 且这四因素间具

有相互促进尧相互影响的双向作用袁进而形成钻石体

系 [2]遥 马拉松赛事竞争力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中指

出马拉松赛事的基础竞争力与举办城市本身的社会

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3]遥 鉴于此袁本文综合前人有关

野中国高水平马拉松赛事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冶[4]及

野中国体育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发展关系冶 [5]中的研究

结论袁 重点选取了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中的 9 个前

因条件袁 探讨影响我国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差异的

多重并发原因及其复杂机制遥 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

指标的具体描述如下遥

马拉松比赛是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袁 具有规模

大尧参与人员多等特点袁创造了良好的全民健身活动

氛围遥 CAA 发布的叶2018 年田径产业及马拉松工作

报告曳中显示袁2018 年中国境内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运

动规模赛事 渊800 人以上路跑赛事尧300 人以上越野

赛事冤共计 1 581 场袁其中 CAA 认证赛事 339 场袁累
计参赛 583 万人次[6]遥马拉松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

大量志愿者的工作袁 志愿者作为赛事人力资源的重

要补充袁也成为了赛事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袁志愿者主

要来源于高校和社会 [7]袁所以举办地人口规模这一因

素对马拉松赛事志愿者的需求有着重要影响[8]遥有研究

指出马拉松赛事数量随总人口的增加大致呈递增的

趋势袁 马拉松赛事数量与在校大学生数量大致呈正

向关系[4]袁所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马拉松赛事

的发展遥 有学者指出袁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袁普通高校

在校人数可侧面反映人口的质量[9]遥另外赛事产业的

蓬勃发展与政府作用密不可分袁 尤其是政府部门为

了培育竞赛市场给予的资助 渊体育事业投入额是国

家财政每年投入到体育事业的经费冤袁对体育产业的

市场开发具有重要作用遥 因此袁社会因素方面主要选

取了人口基础渊区域总人口冤尧人口质量渊普通高校在

校学生数冤尧体育投入水平渊体育事业投入冤3 个指标遥

肖锋等指出只有在经济尧安全保障尧体育设施等

方面具有一定基础且具备大型事件和活动丰富组织

经验的大都市才能够举办好大型体育赛事 [10]袁且马

拉松赛事的举办需要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袁 体现了

一座城市的公共管理能力[11]遥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的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

导意见曳渊国办发也2018页121 号冤中提出袁到 2025 年

中国体育竞赛表演业总规模达到 2 万亿元 [12]遥 而根

据国务院颁布的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国发也2014页46 号冤文件中提出的

5 万亿体育产业规模推算袁 体育竞赛表演业的产业

规模占比应为 40%[13]遥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

长刘扶民提出袁我国 2016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1.9 万亿袁
竞赛表演产业规模约占 33%[14]袁 可见马拉松赛事作

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众性赛事袁 还具有巨大的产

业发展空间遥再如体育本体产业渊竞赛表演业等非实

体产品冤 可带动体育相关产业 渊体育用品等实体产

品冤尧体育延伸产业渊体育旅游等无形产品冤以及体育

边缘产业渊餐饮业等冤的发展 [15]遥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李建明表示袁预计到 2035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量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4%左右 [16]遥 由此可说明体育赛

事的发展与体育产业袁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紧密

的联系遥另外袁体育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休闲方式已

成为我国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袁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促进优势越来越明显 [17]遥 随着体育赛事

数量的急剧增加袁 众多精彩的赛事吸引体育爱好者

踊跃参与袁 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举办地游

览[18]袁从而促进了当地体育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遥其

中高质量的旅游景区和区域接待能力袁 对参赛者和

游客能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袁 一定程度上能提升马拉

松赛事的吸引力遥 张登峰提出中国可以打造历史文

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为主题的马拉松赛事 [19]遥 此

外袁 马拉松赛事不同于其他有严格场地要求的体育

赛事袁可直接使用现成的公路进行比赛遥 因此袁本文

在经济因素方面主要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 渊区域年

度 GDP 总量冤尧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渊第三产业增加

值冤尧区域接待水平渊国际游客数量冤尧旅游发展水平

渊区域 5A 景区数量冤尧旅游发展水平渊国际旅游总收

入冤尧交通发展水平渊道路长度冤6 个指标遥

定性比较分析渊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袁
QCA冤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窑拉金渊Charles C. Ra-

gin冤教授开创并发展完善 [20]遥 近年来袁该方法已逐渐

拓展至各研究领域袁 在我国体育学相关研究中也开

始被使用遥 QCA 分为 csQCA渊清晰集冤尧mvQCA渊多
值集冤尧fsQCA渊模糊集冤尧tsQCA渊时序性冤4 种类型[21]遥
其中袁fsQCA渊模糊集冤结合了集合隶属的类别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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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袁 采用了更精确和更严格的集合理论的一致性评

估渊充分性和必要性冤袁且评价范围更加广泛袁不会加

剧有限多样性问题遥
查尔斯窑拉金认为许多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条

件是相互依赖的袁 并以组合的形式对结果产生复杂

影响 [22]遥 本文梳理马拉松赛事开展影响因素的相关

文献发现袁 多数学者仅研究单一要素或多个要素对

马拉松赛事发展的独立影响袁 很少学者对各要素间

组合要素进行分析遥 fsQCA 方法则可以突破以往仅

对独立要素分析的局限袁 便于深入研究要素间的组

合效应袁使研究结果更客观且具有探索性袁能为马拉

松赛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遥 本研究使用 fsQCA 方法

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尧交通发展水

平尧区域接待水平尧区域景区数量尧旅游发展水平尧人
口基础尧人口质量尧体育投入水平 9 个解释因素如何

相互作用而共同影响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水平遥

本文将 2019 年全国各省区市马拉松赛事的举

办数量作为唯一结果变量渊表 1冤遥 研究数据选取了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中国马拉松协会官网统计的具

有 CAA 认证的马拉松赛事 渊数据包含赛事名称尧赛
事时间尧赛事主题尧赛事等级尧赛事项目等冤袁社会经

济发展因素等数据来源于叶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曳遥
2019 年我国共有 30 个省区市举办过马拉松赛事袁
因此进入 fsQCA 分析的案例共有 30 个袁 其中既有

马拉松赛事举办场数较多的地区袁 也有马拉松赛事

举办场数相对较少的地区遥
表 1 解释因素统计表

本文根据各变量位置变化情况袁 运用模糊集对

变量进行数据校准遥 依据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设

定 3 个临界值院完全隶属尧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23]遥

样本数据采用 calibrate渊x袁n1袁n2袁n3)进行数据校准袁
其中 n1 为各变量最大值袁n2 为中值袁n3 为最小值遥

2019 年我国共举办高水平马拉松赛事 355 场袁
分布在 30 个省区市 渊表 2冤遥将马拉松赛事场数与我

国的行政区划图进行叠加发现袁 开展马拉松赛事数

量最多的地区为华东地区袁 共开展了 139 场马拉松

赛事袁其中 102 场 A1 级赛事袁29 场 A2 级赛事袁8 场

B 级赛事曰 华东地区中 A1 级赛事江苏省共举办了

31 场袁浙江省开展了 19 场袁山东开展了 17 场遥 中南

地区共开展了 77 场赛事袁 其中 56 场 A1 级赛事袁15
场 A2 级赛事袁6 场 B 级赛事曰 中南地区中 A1 级赛

事广东省开展了 20 场袁湖北省开展了 12 场袁河南省

开展了 11 场遥西南地区共开展了 52 场马拉松赛事袁
其中 35 场 A1 级赛事袁14 场 A2 级赛事袁3 场 B 级赛

事曰 西南地区中 A1 级赛事四川省开展了 12 场袁云
南省开展了 11 场袁重庆市开展了 7 场遥 华北地区共

开展了 39 场马拉松赛事袁 其中 21 场 A1 级赛事袁16
场 A2 级赛事袁2 场 B 级赛事曰 华北地区中 A1 级赛

事河北省开展了 8 场袁北京市开展了 5 场袁内蒙古开

展了 5 场遥 西北地区共开展了 34 场马拉松赛事袁其
中 10 场 A1 级赛事袁18 场 A2 级赛事袁6 场 B 级赛

事曰西北地区中 A1 级赛事陕西省开展了 7 场袁宁夏

开展了 2 场袁 甘肃开展了 1 场遥 东北地区共开展了

14 场马拉松赛事袁 其中 9 场 A1 级赛事袁3 场 A2 级

赛事袁2 场 B 级赛事曰 东北地区中 A1 级赛事辽宁省

开展了 4 场袁吉林省开展了 4 场袁黑龙江省开展了 1

场遥总体来看袁虽然马拉松赛事主要举办地位于华东

地区和中南地区袁并呈现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袁全
国马拉松赛事的开展规模越来越大袁其中西藏尧新疆

等地区马拉松赛事也已逐步发展起来遥

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程序分析之前袁 优先进行

必要条件的检查袁当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时袁则可认

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24]遥由表 3 可知袁影响马

拉松赛事区域高发展水平的各个单项条件一致性均

未超过 0.9袁 因此不构成必要条件遥 由表 4 可知袁缺
乏较高区域接待水平渊noit冤以及旅游发展水平渊iti冤
是非马拉松赛事区域高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遥 在必

要条件分析的基础上袁 下文把这些前因条件纳入

fsQCA袁进一步探索影响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的组态遥

因素 数据来源 数据英文指代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年度 GDP 总值 GNP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 TIV

交通发展水平 道路长度 RL

区域接待水平 国际游客数量 NOIT

区域景区数量 区域 5A 景区数量 NOSS

旅游发展水平 国际旅游总收入 ITI

人口基础 区域总人口 PO

人口质量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POQ

体育投入水平 体育事业投入 LSE

赛事举办水平 赛事举办数量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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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全国各省区市开展各等级马拉松赛事

统计表

结合已有研究发现袁 探索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

代表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袁 可使用一致性

来衡量组态的充分性袁 各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一致

性阈值遥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袁最终确定一致性阈值

为 0.77袁频数阈值为 1遥 在 fsQCA 中得到 3 类解院复
杂解尧简约解以及中间解 [23]遥 一般而言袁中间解优于

另外两种解 [24]遥 根据简约解和中间解来区分组态的

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袁 即若一个条件变量同时出现

于简约解和中间解袁则为核心条件袁它是对结果产生

表 3 马拉松赛事区域高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分析

注院变量大写表示条件存在袁小写表示条件缺席

表 4 非马拉松赛事区域高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分析

注院变量大写表示条件存在袁小写表示条件缺席

重要影响的条件曰若此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袁则将其

记为边缘条件袁它是起辅助贡献的条件遥条件组态分

析结果见表 5遥
在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复杂配置下袁 本文发

现了以下两种激活马拉松赛事高发展水平的组态袁
结合案例对两种组态的分析如下遥

H1院GNP*TIV*LSE*PO*~NOIT*NOSS*~ITI*POQ*

RL袁表明马拉松赛事的开展区域虽然区域接待水平

和旅游发展水平较低袁但只要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

业发展水平尧体育投入水平尧人口基础尧区域景区数

量尧 人口质量尧 交通发展水平 7 个方面均处于高水

平袁就可以促进马拉松赛事的高水平发展遥这一组态

的典型代表是四川省和河北省遥需要指出的是袁当地

区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尧体
育投入水平尧人口基础尧区域景区数量尧人口质量尧

区域 省区市
A1 级赛事

数量 / 场

A2 级赛事

数量 / 场

B 级赛事

数量 / 场

总计 /

场

华东地区 31 7 3 41

19 8 2 29

17 3 2 22

14 5 1 20

8 2 0 10

6 3 0 9

7 1 0 8

中南地区 广东 20 6 3 29

湖北 12 4 1 17

河南 11 1 1 13

广西 6 4 0 10

湖南 4 0 1 5

海南 3 0 0 3

西南地区 四川 12 7 1 20

云南 11 1 1 13

重庆 7 4 1 12

贵州 4 2 0 6

西藏 1 0 0 1

华北地区 河北 8 7 1 16

北京 5 3 1 9

内蒙古 5 2 0 7

山西 3 4 0 7

西北地区 陕西 7 7 2 16

甘肃 1 10 0 11

新疆 0 0 3 3

宁夏 2 0 1 3

青海 0 1 0 1

东北地区 辽宁 4 2 1 7

吉林 4 0 0 4

黑龙江 1 1 1 3

合计 233 95 27 355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江西

上海

福建

条件变量 Consistency Coverage 条件变量 Consistency Coverage

GNP 0.844 842 0.833 474 NOSS 0.854 220 0.826 051

gnp 0.652 174 0.422 419 noss 0.660 699 0.433 688

TIV 0.808 184 0.815 835 ITI 0.670 077 0.842 444

tiv 0.676 897 0.431 991 iti 0.786 019 0.446 057

LSE 0.794 544 0.789 831 POQ 0.836 317 0.784 800

lse 0.695 652 0.448 352 poq 0.582 268 0.390 286

PO 0.877 238 0.771 364 RL 0.803 921 0.821 429

po 0.592 498 0.417 167 rl 0.666 667 0.422 246

NOIT 0.681 159 0.849 097

noit 0.784 314 0.446 819

条件变量 Consistency Coverage 条件变量 Consistency Coverage

GNP 0.427 477 0.656 855 NOSS 0.446 087 0.671 888

gnp 0.891 626 0.899 503 noss 0.884 510 0.904 309

TIV 0.428 571 0.673 838 ITI 0.373 290 0.730 975

tiv 0.882 868 0.877 584 iti 0.919 540 0.812 772

LSE 0.450 465 0.697 458 POQ 0.415 983 0.608 000

lse 0.864 258 0.867 582 poq 0.852 764 0.890 286

PO 0.468 528 0.641 679 RL 0.414 340 0.659 408

po 0.833 060 0.913 565 rl 0.887 794 0.875 810

NOIT 0.376 574 0.731 137

noit 0.922 277 0.81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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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影响马拉松赛事区域高发展水平的条件组态

注院表中荫或● 表示组态中该条件存在袁淫或淫表示该条

件不存在袁空格表示该条件缺席曰荫或淫表示核心条件袁
● 或淫表示辅助条件

交通发展水平时袁 区域接待水平的高低和旅游发展

水平的高低对马拉松赛事的发展无实质影响袁 典型

代表的马拉松赛事是 2019 年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

拉松赛和 2019 年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遥
H2院GNP*TIV*LSE*PO*NOIT*NOSS*ITI*POQ*RL袁

表明马拉松赛事的开展区域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尧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尧体育投入水平尧人口基础尧区域接

待水平尧区域景区数量尧旅游发展水平尧人口质量尧交
通发展水平 9 个方面均处于高水平袁 能够促进该区

域马拉松赛事的发展遥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

业水平尧体育投入水平尧人口基础尧交通发展水平尧人
口质量说明这一类型地区的体育产业正处于高度发

展中袁能为马拉松赛事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袁加之当

地政府对马拉松赛事的支持力度较高袁 拥有更强的

资源整合能力以举办马拉松赛事曰大量景区数量尧高
水平的区域接待能力以及旅游发展的高水平能够使

该区域马拉松赛事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遥 这一组

态的典型代表区域是广东省和山东省袁 其中典型代

表的马拉松赛事是 2019 年广州马拉松赛尧2019 年深

圳国际马拉松以及 2019 年黄河口渊东营冤国际马拉

松赛遥
在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复杂配置下袁 本文发

现了以下两种激活非马拉松赛事高发展水平的组

态袁结合案例对两种组态的分析如下遥
NH1院~GNP*~TIV*~PO*~NOIT*~NOSS*~ITI*~

POQ*~RL袁表明即使地区政府对马拉松赛事有较高

的投入袁但马拉松赛事开展区域袁其较低的区域接待

水平尧较低的旅游发展水平尧较低的人口基础尧较低

的交通发展水平都会抑制马拉松赛事的开展遥 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这种处于相对稳定的体育环

境中的部分地区袁 无法达到马拉松赛事开展的硬性

要求袁如温度尧湿度的条件遥 仅有少数特定条件下的

马拉松赛事才能在这些地区举办袁 这一组态的典型

代表区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尧 内蒙古自治区尧 青海

省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袁其中典型代

表的马拉松赛事是 2019 年野丝绸之路冶宁夏窑银川国

际马拉松赛尧2019 年呼和浩特马拉松尧2019 年青海

海东沿黄河马拉松赛尧2019 年铁门关市半程马拉松

以及 2019 年拉萨半程马拉松遥
NH2院~GNP*~TIV*~LSE*~PO*~NOIT*~ITI*~POQ*

~RL袁表明即使该地区有较多的景区数量袁但是较低

的区域接待水平和较低的旅游发展水平袁 以及较低

的经济发展水平尧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尧较低的

体育投入水平尧较低的人口质量袁会抑制马拉松赛事

的开展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举办一个规模

宏大的马拉松赛事需要涉及医疗安全保障尧 场地选

择等方面袁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尧较低的第三产业

水平尧较低的体育投入水平尧较低的人口质量会使马

拉松赛事举办所需资源的整合能力稍弱袁 较低的交

通发展水平更使场地选择较难遥 这一组态的典型代

表区域是甘肃省尧贵州省尧黑龙江省尧吉林省等地区袁
其中典型代表的马拉松赛事是 2019 年兰州国际马

拉松赛尧2019 年凉都窑六盘水夏季国际马拉松赛尧
2019 年碾子山山地马拉松赛和 2019 年长春国际马

拉松遥
基于组态视角的各地区马拉松赛事的发展路径

及讨论院渊1冤马拉松赛事高发展水平组态的两条路径

中袁经济发展水平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尧体育投入水

平尧人口基础尧区域景区数量尧交通发展水平均为核

心条件袁其余条件的加强袁有助于该组态区域马拉松

赛事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遥 但 H2 组态相较于 H1

组态有更高的区域接待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袁故 H1

组态区域的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可优先通过区域接待

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行改善曰H2 组态区域

的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可通过区域接待水平尧 旅游发

展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均衡发展进行改善遥渊2冤非马拉

松赛事高发展水平组态的两条路径中袁 区域接待水

平和旅游发展水平为必要条件遥 NH1 组态的核心条

前因条件

马拉松赛事区域高

发展水平的组态

非马拉松赛事区域

高发展水平的组态

H1 H2 NH1 NH2

经济发展水平渊GNP冤 荫 荫 淫 淫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渊TIV冤 荫 荫 淫 淫
体育投入水平渊LSE冤 荫 荫 淫
人口基础渊PO冤 荫 荫 淫 淫
区域接待水平渊NOIT冤 淫 ● 淫 淫
区域景区数量渊NOSS冤 荫 荫 淫
旅游发展水平渊ITI冤 淫 ● 淫 淫
人口质量渊POQ冤 荫 ● 淫 淫
交通发展水平渊RL冤 荫 荫 淫 淫
一致性 0.936 364 0.975 045 0.970 633 0.964 925

原始覆盖度 0.526 854 0.466 326 0.705 528 0.707 718

唯一覆盖度 0.129 582 0.069 053 0.014 231 0.030 104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43 320 0.962 33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595 908 0.811 166

影响我国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的组态效应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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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区域接待水平尧旅游发展水平尧交通发展水平以

及人口基础袁 说明该组态区域的马拉松赛事的发展

可以优先围绕这四方面进行改善遥 NH2 组态的核心

条件为区域接待水平尧 旅游发展水平尧 交通发展水

平袁 说明该组态区域的马拉松赛事的发展可以优先

围绕这三方面进行改善遥

本文从社会与经济层面出发袁对我国 30 个省区

市马拉松赛事的 9 个条件变量袁 应用组态思维和

fsQCA 方法重新配置袁 探究了社会与经济层面中各

因素间的组态效应对马拉松赛事区域发展的内在影

响机制袁得到研究结论院渊1冤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市马

拉松赛事的发展处于改善尧上升阶段袁尽管各省区市

马拉松赛事水平参差不齐袁 但总体发展处于上升趋

势而非停滞不前曰渊2冤 基于 2019 年中国马拉松协会

官网所统计的 CAA 认证的马拉松赛事分析袁我国马

拉松赛事主要分布于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袁 并呈现

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曰渊3冤不同马拉松赛事发展的

组态取向应有所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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