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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赛事组织中的政策支持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董成霞 易永俊 罗晓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云南省被选作例子，本论文深入探讨马拉松赛事组织里政策支持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梳理分析云南

省马拉松赛事相关政策，再结合赛事举办对地方经济在旅游、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影响，揭示政策支

持在推动马拉松赛事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找找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便其他地区举

办马拉松赛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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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马拉松赛事蓬勃发展，全民健身离不

开它且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也逐渐将

其视为重要手段。云南省自然风光独特、民族文化丰富、

气候条件适宜，各类马拉松赛事举办得很积极。马拉松

赛事组织中政策支持非常关键，合理政策能够优化赛事

资源配置并保障赛事顺利开展，成功举办的马拉松赛事

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明显效益，拉动旅游消费、促进基础

设施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深入研究马拉松赛事

组织里政策支持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云南省进一

步提高马拉松赛事影响力、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

着重要现实意义。

1 云南省马拉松赛事发展现状

1.1 赛事数量与规模

云南省近年来马拉松赛事数量逐年增长，2018-202

3 年其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数量从 12场涨到 38场，

年均增长率 26%且赛事规模不断扩大，昆明高原国际半

程马拉松 2018 年参赛人数 6800人，2023 年突破 15000

人，五年间翻了一倍多，大理国际马拉松成绩也不错，

2020-2023年参赛人数从 8000 人涨到 12000 人，影响力

扩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吸引了美国、英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现在云南省形成了包含城

市马拉松、山地马拉松、高原马拉松等多种类型的赛事

体系，参赛总人数从 2018 年不到 5万人次增长到 2023

年的 12.8万人次，在西南地区成为举办马拉松赛事的

重要地方。

1.2 赛事特色

云南省的马拉松赛事充分融合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和民族文化特色，就像大理国际马拉松，赛道在洱海畔

铺展，42.195公里的全程有超 30公里紧挨着洱海，奔

跑时选手能观赏到湖光山色之美，统计显示赛事期间选

手和游客拍摄并上传到社交媒体的洱海相关照片和视

频达50 万条，洱海的知名度由此极大提升，丽江马拉

松把古城风貌和赛事融合起来，选手在感受运动魅力之

际也能领略丽江古城独特韵味，赛事设了“纳西族文化

体验点”，比赛时选手能品尝纳西族特色美食、参与东

巴文书写体验等活动，这吸引了众多对民族文化感兴趣

的选手来参赛。

2 云南省马拉松赛事组织中的政策支持

2.1 产业规划政策

云南省政府把马拉松赛事纳入体育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打造带有云南特色的马拉松赛事品牌，《云

南省体育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里详细规划到 202

5 年全省得培育出 3-5 个国际知名、10个国内一流的马

拉松赛事，要达成这一目标各地被政策引导着依据自身

资源优势举办特色马拉松赛事，就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被鼓励利用热带雨林资源举办雨林马拉松赛事，迪庆

藏族自治州靠着高原雪山景观发展高原雪山马拉松赛

事以促使体育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2.2 财政支持政策

云南省政府设立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马拉

松赛事举办，符合条件的马拉松赛事可得到其资金补贴，

2021-2023年省级财政投入马拉松赛事专项补贴资金累

计达8500 万元，每个赛事平均能拿到约 220 万元补贴，

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赛事组织、宣传推广、安全保障等方

面，并且地方政府会用税收优惠、场地租赁优惠等政策

吸引赛事运营商积极参与以降低赛事举办成本，昆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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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马拉松赛事的企业能得到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 5

0%的返还，2023 年为赛事企业减免超 300 万元税收。

2.3 安全保障与协调政策

马拉松赛事涉及交通管制、医疗救援、公共安全等

多个方面，需要好多部门协同合作，云南省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明确各部门在赛事组织里的职责，从而建立起高

效的协调机制，赛事举办时交通疏导和安全保卫工作由

公安部门负责，每场赛事平均投入警力 800 到 1200人

次，卫生部门提供医疗救援保障，配备专业医疗急救人

员 200 到 300 名、设置固定医疗点 30到 50个、投入移

动 AED 设备 50到 80台，交通部门保障公共交通顺畅，

增加临时公交线路 10到 20条、投入公交车辆 200 到 3

00 台，这样赛事就能顺利进行。

2.4 宣传推广政策

云南省高度重视马拉松赛事的宣传推广工作，通过

政府官方媒体、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赛事。2023

年，云南省政府官方媒体报道省内马拉松赛事的总量超

1200 篇，累计阅读量达 1.2 亿次，并且赛事主办方被鼓

励与国内外知名媒体合作以提升赛事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理国际马拉松和央视体育频道合作直播赛事，该直播

能覆盖达 2.5 亿人次的观众，还通过举办马拉松赛事文

化节、摄影大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赛事氛围以吸引更多人

关注参与赛事，2023 年举办的昆明马拉松摄影大赛收到

1.2 万幅参赛作品，超 50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

3 政策支持下马拉松赛事对云南省地方经济发

展的影响

3.1 拉动旅游消费

云南因举办马拉松赛事吸引了大量外地选手和游

客，就拿 2023 年大理国际马拉松来说，赛事举办期间，

大理市酒店入住率从平日 65%涨到 92%，前后三天酒店

收入达 1.2 亿元，同比增长 35%，并且餐饮行业销售额

增长明显，大理古城周边餐饮门店赛事期间日均营业额

超 5000 元，比平日多了40%，周边景区旅游热度也被赛

事带动起来，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赛事当月接待游客

量 35万人次，同比增长 28%，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接待游

客 28万人次，同比增长 30%，这进一步推动了旅游消费

增长。

3.2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云南省各地为满足马拉松赛事举办需求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就拿昆明来说，马拉松赛事举办期间部

分道路得以升级改造，2021到 2023 年累计投入 2.3 亿

元资金完成 8条主要赛道的道路拓宽、路面修复、路灯

升级工程，提高了城市交通通行能力，并且完善了公共

交通设施，新增 15个公交站点，优化 12条公交线路，

而大理为举办马拉松赛事投入 1.8 亿元，延伸优化洱海

生态廊道，不仅提升了赛事举办条件，还便利了当地居

民生活和经济发展。

3.3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体育用品制造、广告传媒、赛事运营等相关产业能

被马拉松赛事的举办带动发展，举办赛事需要大量体育

装备、赛事宣传物料等，这就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生产和

销售，2023 年，云南省马拉松赛事相关体育用品销售额

有 3.2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22%，广告传媒收入达1.5

亿元，同比增长 28%，并且赛事成功举办会吸引更多企

业投资体育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创新，马拉松赛事还能

使文化创意产业得到发展，如开发带有赛事特色的纪念

品、文化产品之类的，就拿丽江马拉松来说，它推出的

“古城记忆”系列文创产品，赛事期间销售额达 800 万

元。

3.4 提升城市形象与品牌价值

城市若成功举办马拉松赛事，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就

能得以提升且良好的城市形象也得以塑造。云南省的马

拉松赛事有着独特的特色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国内外

媒体的目光，相关报道增多，云南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

知名度得以提升，统计显示 2023 年云南省马拉松赛事

新闻报道在国内外媒体的曝光量超 5亿次。马拉松赛事

成了城市的亮丽名片，增强了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使

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条件变得有利，就像大理市

举办马拉松赛事之后，2023年吸引的旅游投资项目同比

增长30%，投资额达 15亿元，昆明举办马拉松赛事后高

新技术企业新入驻20 家，高端人才引进120 名。

4 云南省马拉松赛事组织中政策支持与地方经

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云南省虽出台一系列支持马拉松赛事发展的政策，

但实际执行时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地区对政策理解执

行有偏差，致使赛事主办方和相关企业难以真正受惠于

一些优惠政策，调查显示，2023 年 30%的赛事企业称未

享受到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且政策执行的监管机制不

完善也影响实施效果，云南省马拉松赛事政策执行情况

专项检查每年仅开展 1-2 次，全面监督政策执行过程挺

难。

4.2 赛事同质化问题严重

云南省马拉松赛事数量一直在增加，但部分赛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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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特色且存在同质化问题。调查省内 2023 年举办的 38

场马拉松赛事发现约 40%的赛事在赛道设计、赛事活动

安排等方面相似度高，未能充分挖掘当地特色的一些赛

事难以吸引更多选手和观众，这既影响赛事竞争力也不

利于马拉松赛事充分带动地方经济，部分赛事经济效益

远低于预期，与特色赛事相比平均收益低 35%左右。

4.3 赛事经济效益可持续性不足

云南省部分马拉松赛事目前其经济效益主要集中

在举办期间，赛事一结束对地方经济的持续带动就不明

显了，以某县级市的马拉松赛事为例，举办期间直接经

济收益达 800 万元，可赛后一个月内相关产业消费仅增

长 50万元，远低于举办期间的收益，由于有些赛事没

有把赛后资源有效利用和开发起来，没有充分拿赛事品

牌做商业开发，赛事经济效益很难持续提高，调查表明

赛后开展品牌授权等商业活动的赛事企业只有 25%。

4.4 专业人才短缺

马拉松赛事的组织与运营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如赛

事策划、组织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人才都不可或缺，

但云南省在马拉松赛事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比较落后，专

业人才短缺情况严重，统计显示，云南省当下从事马拉

松赛事专业工作的人员里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仅占 35%，

且多数人才聚集在昆明、大理等大城市，其他地方人才

极少，省内高校开设马拉松赛事相关专业或者课程的仅

3所，每年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还不到 200 人，与市场

需求相比相差甚远。

5 加强政策支持推动云南省马拉松赛事与地方

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5.1 强化政策执行与监管

马拉松赛事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得加强监督检查并

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评估机制，政策执行效果要定期评估

且将评估周期缩短到每季度一次以便及时发现解决政

策执行中的问题，政策执行部门的培训指导也得加强且

每年组织政策执行人员培训不少于4次以提升业务水平

与服务意识保证政策切实落地，要建立政策执行举报平

台且鼓励赛事企业和公众对政策执行不到位情况进行

监督举报。

5.2 突出赛事特色，避免同质化

各地被鼓励深入挖掘本地自然、文化等资源打造魅

力独特的马拉松赛事，政府设特色赛事专项扶持资金每

年投入 1000 万重点支持具创新性和特色的赛事项目，

赛事策划组织时注重把当地特色元素如特色美食、民族

文化表演等融入其中，要加强赛事创新推出多样化赛事

形式和活动，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马

拉松赛事以提升赛事吸引力和竞争力。

5.3 提升赛事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

马拉松赛事赛后资源应加强开发利用并建立赛事

品牌长期运营机制。在政府引导下，赛事企业成立赛事

品牌运营联盟以整合资源，共同开发赛事衍生品、开展

赛事相关商业活动来拓展盈利渠道，开发马拉松主题的

线上游戏、短视频内容就很不错，而且要与旅游、文化

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以马拉松赛事为核心的产业链，从

而实现赛事经济效益持续增长。若赛事企业成功延伸产

业链，就给予其税收优惠和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

5.4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马拉松赛事专业人才培养的投入得加大并建立多

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应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

业或课程，高校开设马拉松赛事相关专业每年可拿到5

0-100万元教学设备购置补贴，要加强与国内外先进地

区的交流合作且每年选派50-100 名专业人才到国内外

知名赛事机构学习交流，引进优秀赛事管理人才和经验

以提升云南省马拉松赛事组织和运营水平，还要建立马

拉松赛事人才培训基地且每年开展专业培训课程不少

于 20期、培训专业人才 1000人次。

6 结论

云南马拉松赛事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很密切且离不

开政策的支持，赛事规模与品质的提升靠政策来保障而

旅游消费、基建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由赛事来促进，不

过目前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缺乏特色、经济效益持续

性差、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需要加强政策执行、凸显

特色、提高效益持续性、培育人才，完善政策体系能让

赛事与经济协同发展且提升云南马拉松的影响力并给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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