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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万峰林马拉松赛事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但面临着赛事竞争力不足、服务体系不完善和产业链协同不力等问题。本文为

提升赛事质量和吸引力，提出强化赛事特色、优化服务体系和加强产业链协同等优化策略。通过深度挖掘地方文化与

旅游资源，强化品牌建设，并改进赛道设施、医疗保障和赛事管理，赛事的竞争力逐渐提高。产业链的多方协作推动

了赛事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提升赛事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通过这些措施，万峰林马拉松在提升赛事质量和参赛

者体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赛事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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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Wanfenglin Marath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mpetition competitiveness, an incomplete service system and weak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event 

characteristics, optimizing the service system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hain collabor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ppeal of the event. By deeply exploring local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rack facilities, medical support and event manage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vent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has promo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vent and the local economy,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event.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e Wanfenglin Marath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v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v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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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万峰林马拉松作为贵州省兴义市的代表性赛事，凭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吸引了大量的跑步爱好者。赛事在

竞争力、服务质量和产业协同方面仍面临一定的挑战。通过深入分析当前赛事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有助于提升赛事的

整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研究不仅对万峰林马拉松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也为其他地方性赛事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万峰林马拉松赛事发展现状与核心特征  

（一）赛事定位与产业链构成  

赛事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健康跑

项目，这些项目的设置满足了不同层次跑者的需求，从专业选手

到业余跑者均可参与 [1]。产业链方面，赛事不仅仅依赖政府的主办

和承办，亦涉及到多个行业的合作与互动，包括旅游、交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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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传媒、赞助商、志愿者服务以及医疗保障等多个环节。赛事的

成功举办，推动了周边服务业的提升，特别是在酒店、交通、餐

饮和地方特产的消费方面。

（二）区域资源禀赋与赛事影响力  

万峰林不仅在自然景观上具备吸引力，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和

历史背景，这些都为赛事提供了与其他城市马拉松不同的独特魅

力。赛事本身作为一个品牌，在推动当地城市形象和知名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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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重要作用，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跑者和游客的

关注。赛事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参赛人数的增长和媒体曝光度的

提升，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增长。随着赛事

的不断举办，万峰林马拉松逐步从地方性赛事向更大范围的马拉

松赛事发展，逐步将当地的旅游资源转化为赛事品牌的核心竞争

力，为城市带来更多的长远利益。

 二、赛事优化的驱动因素与实践探索  

（一）政策与产业融合驱动

2023年，兴义市政府出台了多项地方性支持政策，包括财政

补贴、赛事管理优化和品牌推广支持 [2]。赛事举办所需的资金支持

也来自地方政府和多个企业的赞助。这些政策不仅推动了赛事的

良性发展，也使赛事对经济的推动力得到了更大的释放。政府通

过与企业合作，形成了赛事主办方与赞助商、广告商等多方力量

的深度融合，推动了赛事的产业化运作。

赛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改造了多个赛

事所需的公共设施和交通网络，确保赛事能够在未来更高效地运

营。同时，政策也加强了赛事与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

合，赛事的举办不仅限于体育项目，更与地方的文化传承、旅游

推广等方面紧密结合，增强了赛事的综合效益。通过产业链的构

建，赛事的每一环节都涉及到了地方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餐

饮、住宿、交通、纪念品销售等，提升了赛事的产业影响力与持

续吸引力。赛事举办后，参与人数逐年增加，赛事周边的消费市

场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据统计，2023年赛事期间，当地的旅游

业收入增长了接近30%，酒店入住率达到85% 以上，交通流量的

增长使得当地的商业活力得到了有效释放。

（二）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

万峰林马拉松赛事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赛事的

组织效率和参与者的体验感。赛事的报名、信息发布、成绩查询

等环节都采用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所有参赛者的报名信息通过

线上平台完成，系统会根据实际报名人数进行自动筛选，并通过

智能算法优化赛事的组织流程。在赛事当天，通过实时数据采集

系统，赛事主办方可以对参赛者的身体状况、赛道进度等信息进

行实时监控，确保赛事的安全与顺畅。

赛事还引入了移动医疗救援系统，通过在赛事现场设置多个

智能急救设备，确保能够在短时间内为参赛选手提供必要的医疗

保障。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赛事的服务质量，也保障了参赛

者的健康安全。赛事组织者还通过移动应用程序为跑者提供实时

赛道信息、补给点位置以及天气变化等内容，增强了赛事参与者

的互动感和现场感。为了提升赛事的市场化运营和参与者的综合

体验，万峰林马拉松还在赛后为每位完赛选手提供个性化的成绩

报告，并通过智能分析工具为参赛者提供科学的运动数据分析，

帮助他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计划，提升运动水平。

（三）品牌建设与生态构建

赛事品牌的建设不仅限于赛事本身的推广，还通过与其他相

关产业的融合，形成了全方位的赛事生态系统。在品牌建设方

面，赛事通过多渠道的宣传和市场推广，逐步树立起了万峰林马

拉松在国内外赛事中的独特地位。赛事的宣传内容逐渐从传统的

赛事信息向更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容转变。赛事的官方媒体平台

逐渐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元化渠道延伸，通过丰富的内

容展示赛事的背后文化和魅力，增加了赛事的曝光度和参与者的

认同感。

赛事还通过与地方旅游局和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

动了赛事的品牌形象塑造，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文化与旅游特色的

赛事品牌。同时，赛事的生态构建不仅仅涉及到赛事本身，还包

括了与旅游、餐饮、交通等产业的联动。赛事期间，旅游产业的

配套服务得到极大的提升，当地的餐饮业、酒店业和交通运输业

也通过赛事得到了相应的商业机会，形成了赛事 + 产业的双赢

局面。赛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兴义市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

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和城市竞争力。通过不断增强品牌建

设，万峰林马拉松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展至全国，吸引了更多的马

拉松爱好者和媒体关注。

 三、赛事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诊断  

（一）赛事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瓶颈  

赛事的独特性主要依赖于万峰林的地理和文化资源，但与国

内其他顶级马拉松赛事相比，其品牌知名度和吸引力仍然存在差

距 [3]。赛事的规模虽然逐年增加，但相较于一些国际赛事，赛事的

竞争力和参与人数的提升速度较为缓慢。赛事的可持续性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赛事本身特色的同时，不断提高赛事运营

效率与市场化水平。赛事在资金投入、媒体宣传、品牌塑造等方

面的投入仍有限，未能有效扩大赛事的国际影响力。

（二）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痛点  

赛事的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完全满足大规模参赛者的需求，尤

其是在赛事路段的补给点、医疗保障、休息区等方面存在不足。

赛道上补给点分布不均，个别路段可能出现因补给不及时导致参

赛者体力透支的问题，影响了整体体验。医疗救援系统虽然已经

逐步建立，但在赛事高峰期间，医疗资源可能面临分配不足的情

况，无法快速响应突发情况。赛事现场的设施分布和交通管理方

面也存在问题，尤其在大规模赛事中，交通堵塞和人流拥挤常常

成为参赛者和观众的困扰，影响了赛事的整体流畅度和参赛者的

体验感。

（三）产业链协同与资源整合问题  

赛事主办方、赞助商、地方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存在一定障碍，导致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不够充分。尽管赛事涉及

多个行业，包括旅游、交通、酒店、餐饮等，但各行业之间的合

作与协同仍然不足，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产业联动效应。此

外，赛事的市场化运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

多元化程度较低，导致赛事在资金和品牌推广方面的力度相对

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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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峰林马拉松赛事优化策略  

（一）强化赛事特色与品牌价值

赛事应深入挖掘万峰林的独特地理优势，将赛事与自然景

观、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

牌 [4]。具体措施包括在赛事宣传中更加突出万峰林的喀斯特地貌

景观，将赛道沿线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

赛事文化氛围。此外，赛事的品牌推广应通过多渠道、多平台的

全方位传播，进一步提高赛事的曝光率。赛事可与地方文化、旅

游资源深度捆绑，通过文化活动的引入，提升赛事的文化内涵，

增强赛事的情感价值与观众的认同感。例如，赛事期间可以增加

更多的地方文化展示活动，如民俗表演、地方美食文化展览等，

让参赛者和游客能够深度感受地方特色文化，增加赛事的文化附

加值。

在品牌建设方面，赛事主办方应与国内外知名品牌进行战略

合作，吸引更多的品牌赞助商参与。赛事的整体运营和品牌推广

可通过定期举办的媒体见面会、赛事新闻发布会等活动，邀请媒

体及行业专家参与，增加赛事的行业认知度。在赛事宣传材料、

广告内容的制作上，应充分体现赛事的国际化视野和地方文化的

融合，使赛事不仅成为一个体育竞赛平台，还成为展示地方特

色、传递体育精神的窗口。同时，赛事可以通过与赛事明星、知

名跑者的合作，提升赛事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二）优化服务体系与基础设施

在赛事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赛事主办方需要进一步升

级赛道和相关设施，确保满足大规模赛事的需求。具体来说，赛

道的设计应更加科学和合理，增加更多的补给点，特别是在赛道

的关键位置如坡道和距离较远的部分，确保跑者能够获得及时的

能量补给和水分补充。赛事组织者可以通过调研跑者需求，设置

不同类型的补给站，如提供高能量食品、盐分饮料等，满足不同

跑者的需求。

赛事的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赛事路线的每个

急救站点要保证足够的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配备，避免突

发情况时无法及时响应。赛道沿线还应增加可移动的急救设备，

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以便在赛道上迅速处理任何紧急

情况。此外，赛事组织者应考虑增设健康检查服务，对参赛选手

进行赛前健康评估，尤其是对有慢性病史或不符合比赛要求的选

手，及时做出筛查和预警，确保赛事的安全性和参赛者的健康。

赛事的服务体系还应从跑者的出发点和终点体验做出优化。

首先，从交通运输上考虑，在赛事举办期间，应加强交通指引和

停车场规划，确保赛事期间的交通畅通无阻，避免出现大规模的

交通拥堵现象。为了更好地服务参赛者，赛事期间应提供专门的

接驳车服务，帮助参赛者从比赛区域和酒店之间的移动，确保参

赛者能够顺畅地到达各个赛段和终点。

（三）加强产业链协同与区域联动

在产业链协同方面，赛事主办方应加强与地方政府、旅游部

门、酒店业、餐饮业、交通运输公司等多方的紧密合作，形成强

有力的产业协作机制 [5]。在赛事期间，赛事组委会应提前与当地的

餐饮、住宿等行业进行对接，确保赛事期间能够提供充足的住宿

和餐饮服务，避免赛前高峰期酒店资源的紧张与餐饮供应不足的

问题。赛事的宣传与品牌推广应与当地的旅游业深度融合。在赛

事期间，除体育赛事本身外，还应积极推动当地的文化、景点、

历史遗迹等资源的宣传，将赛事与旅游资源的推介结合起来，为

参与者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体育旅游体验。赛事可以联合当地的

旅游公司，推出“赛事 + 旅游”的产品，将万峰林马拉松的影响

力与地方旅游业相结合，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在赛事结束后留在当

地，推动旅游消费。

在资源整合方面，赛事组委会可以通过多平台合作，增加赛

事的曝光度。与国内外知名赛事平台、媒体公司进行合作，通过

直播、社交媒体等渠道，加强赛事的宣传力度和品牌渗透率。加

强与赞助商的沟通与合作，尤其是在赛事赞助和广告方面，争取

更多的大型企业和品牌的参与，确保赛事的资金支持和品牌推广

的持续性。赛事还应积极引入数字化技术，提升赛事的智能化程

度，优化参赛者的赛事数据采集和实时反馈，推动赛事向更加专

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五、结语

万峰林马拉松赛事作为贵州省的重要体育文化品牌，已经成

为推动地方经济和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赛事在提升竞争力、优

化服务体系和实现产业链协同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通过强化赛事

特色、改进基础设施和加强区域联动，赛事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得

到了有效提升。未来，随着赛事管理和产业协同的进一步加强，

万峰林马拉松有望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赛事品牌，对地方经济和文

化传播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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