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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经济

全国今年有50多场马拉松赛事 跑步经济风起云涌

长沙，欠我们一场马拉松

10月19日上午10点56分16秒， 来自长
沙的公云峰以108名的成绩冲过北京马拉松
（以下简称“北马”）终点线。

如果参与跑步的人数意味着等量的消
费能力，那么跑步这项运动可以成为一门大
生意。据经济学家预测，一场国内马拉松的
赛事可以带来近3000万元的营收，经济报酬
率达7.8倍。

据长沙市体育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相关负责人透露，长沙正在筹备一场马拉
松比赛。“这一赛事一旦举办，将成为湖南首
次举办国际级马拉松赛事。”

【跑友多】
35名长沙跑友跑完北京马拉松

作为“北马”长沙组的领队，公云峰说此
次长沙有35人参加。其中19人是首次参加马
拉松比赛，所有人都全部跑完。

跑步的6年时间里， 公云峰跑过的里程
数累计约5000公里。

在长沙，像公云峰这样的跑步爱好者已
经越来越多，仅是“长沙跑吧”这个团体，就
已经有500多名成员，线下经常约跑的有300
多人， 其中有100多人常年忙于参加全国各
地的马拉松比赛。

每当夜色降临， 在长沙的烈士公园、湘
江风光带、橘子洲头等地方，都能看到跑步
者的身姿，即使在长沙的冬夜也不例外。

2011年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前，陈露喜欢
沿着徐家汇公园跑步， 从3公里到5公里，再
到10公里、20公里。 陈露说上海对她最大的
改变是让她爱上了跑步。

回到长沙之后，陈露每个星期至少会保
证40公里的跑量，无论是百公里毅行，还是
大小的跑步比赛，陈露都乐于参加。“跑步带
来的最大好处是让我学会了更好地与自己
相处。” 她正在努力向身边的人推广跑步文
化。

【赛事多】
今年全国有50多场马拉松赛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跑步运动的火爆：
2011年， 国内一共举办过马拉松赛事22场，
2013年增加到39场， 参赛人数从2011年的
40万上升到2013年的75万， 这已经超过美
国———根据《美国马拉松年度报告》的数据
显示， 去年有51.8万人在美国参加了马拉松
赛事。而今年，全年计划的马拉松赛事达到
了53场。

无论是马拉松还是彩跑等与跑步相关
的赛事，人们对于比赛的热衷已经到了近乎
疯狂的地步，报名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比赛本
身。

据媒体报道，9月15日，2014上海马拉松
报名开始， 一天内，200万人疯抢3.5万个名
额。今年“北马”半程项目4000个名额由摇号
产生。

在长沙，今年“橘洲彩跑”的5000个名额
瞬间被一抢而空，举办方只能根据报名的先
后顺序来筛选。而今年3月23日，由民间自发
组织的岳阳马拉松，更是吸引了来自黑龙江
等全国各地的选手，年龄分布从19岁到62岁
不等。 ■记者 侯小娟

实习生 孙乐知 龙红梅

有统计资料显示 ，中
产阶级已经成为跑步的主
力。如果说，人们对于跑步
的热爱是出于对健康的追
求， 那么对于依然以利润
为导向的资本而言， 中产
阶级背后的强大消费能力
则是资本追逐的方向所
在。

当马拉松赛、 彩跑、短
距离跑步等赛事在全国许
多城市落地生根，它们已经
成为众多经济链条中重要
的一环。

“厦门马拉松已经做到
‘不花财政一分钱’ 就可盈
利近千万，并且还给厦门的
企业带来2亿多的经营收
入。” 负责为赛事筹集资金
的张思杰说。

据报道，2013年，“北
马” 的总营收接近3000万
元。而本届“北马”，业内人
士保守估计，赞助费不会低
于3000万， 还不包括数百
万元的报名费。

在国外，以世界最古老
的波士顿马拉松 为 例 ，
2014年4月份 ，3.5万人参
赛，总支出为1060万美元，
然而这场比赛却带来1.7亿
元的消费额，为历年来经济
影响量最大的一次。

户外运动公司：
借马拉松提升形象

对于岳阳激情山水户
外运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激情山水）的掌门人刘佳维
来说，明年是否能让马拉松
比赛盈利，是这场比赛能否
坚持下去的关键。

今年3月23日， 一场民
间马拉松比赛在岳阳举
行，158人参赛。 作为2014
岳阳马拉松邀请赛的组织
方，激情山水共投入资金8
万多元， 其中还不包括隐
性支出以及沿途的补给。
刘佳维说公司贴钱筹备，
最多只会举行两届， 希望
明年能够拉到赞助商，让
比赛更盛大。

在刘佳维看来， 组织
一场马拉松短期的经济效
益来源是获取赞助商的资
金注入， 而长期经济效益
是提升城市影响力进而吸
引外界投资， 同时提升主
办方的企业文化及良好形
象。

运动品牌公司：
找到新增长点

对于利润正在下滑的
运动企业来说，跑步的人群
的增加，似乎让他们找到了
新的增长点。

从2012年到2013年，
一家以生产跑鞋著称的体
育用品公司New�Balance
在中国迎来了爆发时刻。在
过去的一年里，它在中国的
门店从 573家扩张到 886
家，增幅为54%。

有数据显示，跑步类产

品是销售最好的运动鞋类
别之一，市场研究公司NPD
提供的数据显示， 以2011
年为例，跑鞋在整体运动鞋
类中的销售占比排第二位，
高达23.6%。

无论是国际品牌耐
克，还是本土品牌李宁、安
踏、特步，他们除了在产品
形态上扩充跑步类产品
外， 更在全国各地举行各
类比赛。

房企：
“搭车”售楼

除了运动品牌对于跑
步的热捧，以万科为代表的
地产公司也在力推乐跑计
划。 在万科总裁郁亮看来，
通过“乐跑”，给万科创造出
的健康、公平的工作环境和
企业文化，这些都能转化成
效益。

橘洲彩跑被誉为“地球
上最快乐的5公里赛跑”，参
赛者在5公里的长度内跑
步，并可以向彼此投掷彩色
玉米粉。

对于这场比赛的运营
方龙湖地产来说，“它带来
的影响力以及对品牌的推
广，是任何同等价值的活动
都无法比拟的。” 龙湖地产
的媒介主管曹周围说，这个
成本只需要几十万的活动，
却让龙湖实现了9天卖出
40套别墅、30套高层的销
量。

跑步经济渐火，产业链条已成形

随着跑步的风靡， 与跑
步相关的赛事也在逐步增
多。对于很多城市，马拉松赛
事本身已经成为一张旅游名
片， 并成为功能强大的经济
吸金石。数据显示，2014年厦
门马拉松赛事收入2.61亿元，
观众和运动员人均花费超
3000元，商贸增长30%，赛事
前后酒店满房率超过90%。

以运动设备为代表的企
业利润连续多年下滑之后，
也因跑步得到了契机。 中国
新晋首富马云近日说， 下一
个能超过我的人， 一定出现
在健康产业里。那么，与运动
等相关的一系列健康企业，
似乎即将迎来新一轮曙光。

在激情山水的掌门人刘
佳维看来， 以马拉松为代表
的跑步比赛对于举办城市来
说也是一个能产生强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活动。

回到长沙本地， 去年1.6
万美元的人均GDP背后，意
味着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消
费能力以及承接能力。

长沙市体育局官方透
露， 长沙正在筹备一场马拉
松比赛。对于跑步者来说，这
个消息是令人振奋的。不过，
对于刚刚加入跑步这一伟大
运动的长沙新跑者们来说，
这些又并不重要， 因为有没
有比赛，那个“强盛的自我”
依然存在。 ■记者 侯小娟

超越马云的人
也许会“跑出来”

随着跑步风靡，相关赛事逐步增
多。今年我国马拉松赛事有50多场，市
体育局透露长沙也在筹备。

现
象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
策

中国新晋首富马云说， 下一个
能超过我的人， 一定出现在健康产
业里。

趋
势

今年3月，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的2014橘洲公益赛跑在长沙橘子洲举行，共有5000余人参加了爱心接力。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