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A12 2024.12.5 星期四
责编：谢卫东 美编：丁亚平

相关研究显示，马拉松赛事
的外地参与者对吃、住、行、游、
购、娱等间接消费的带动比例高
达 1∶13。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观赏型竞技体育赛事，马拉松这
种大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活动，
能够为举办地旅游、餐饮、住宿等
服务行业创造更多衍生价值。

马拉松比赛蕴含的巨大消费
空间，让各方想尽办法参与其
中。但也有跑友反映，随着举办
城市增多、市场下沉，同质化严
重、组织混乱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显现。

业内人士称，举办一场大型
马拉松赛事往往考验主办方的动

员能力、专业组织能力、多部门协
调配合能力，甚至可以体现一个
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

“大型赛事极大考验迸发式
城市消化力，比如医疗、安保、交
通等。”中国田径协会执委、马拉
松赛事专家张思杰表示，尊重比
赛专业性、保障办赛安全是基础。

天气已转凉，但“跑马”依
然火热。

记者不完全统计，仅 11月
2日至3日的两天时间里，全国
范围内举行的马拉松等各类路
跑赛事超过 30场。按照赛事
规模计算，参赛跑者总人数约
有40万人。在社交平台上，与
“跑马”相关的分享也越来越
多，在某平台检索输入“马拉
松”，相关笔记超过300万条。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热度
不断升温。马拉松为何让越来
越多的跑者着迷？赛事主办
方、品牌方又为何蜂拥而至？

据新华社 “对自己好一点”催
生庞大市场

临近毕业，25岁的沈阳人程
先生正备考公务员考试，在能否

“上岸”的问题上反复经历着自我
怀疑与内耗，常常失眠，一度被确
诊为轻度抑郁。在朋友介绍下，
他决定尝试通过疗愈缓解症状。

程先生并非个例。《2023 年
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
示，我国国民心理健康问题凸
显。根据《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
康白皮书》，近六成的人存在失眠
症状，而完全没有睡眠障碍的人
群仅占少数，为19%。

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在忙碌的
工作、学习之余追求精神“疗愈”，
疗愈经济应运而生。

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疗愈经
济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
2025年，疗愈经济的市场规模将
达到 7 万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泛心理健康服务市场年
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4.5%。

社交媒体也在助力疗愈新风
潮。在抖音平台上，疗愈话题有
超29亿的播放量，声音疗愈话题
播放量则超35.7亿，心灵疗愈、五
音疗愈、催眠、自我疗愈、颂钵疗
愈等话题播放量也超亿次。

“你承受了太多，是时候对自
己好一点了。”瞄准了人们的精神
压力与困境，各类商家推出多元
化的疗愈服务，“万物皆可疗愈”
趋势明显。

有研究机构把疗愈经济划分
为众多板块，主要包括：水疗中
心、健康旅游、职场健康、体育活
动、心理健康、个人护理和美容、
健康饮食、营养和减肥、预防和个
性化医学等等。

和有形的疗愈服务相比，塔
罗占卜、星座罗盘等，以及“好运
喷雾”“电子木鱼”等虚拟产品则
更为抽象。可见，让一些消费者
付费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还有背
后的“精神安慰”。

变味的疗愈让静心
变“闹心”

一根蜡烛能卖多少钱？答案
可能是8888元。

在某位网红疗愈师的报价
中，一款名为“转运蜡烛”的疗愈
产品仅仅是基础款售价就高达
8888元，升级版则过万元。

以疗愈为名，实则推销高价
甚至天价服务或产品，让不少消
费者踩坑。有网友为了和伴侣复
合，竟愿意支付给疗愈师 20 万
元，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一则颂
钵疗愈视频展示了一家位于三亚
的冥想工作室的颂钵疗愈课程，
标价一小时费用高达3980元；更
有甚者，过度夸大颂钵疗愈的功
效，宣称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材质
的钵对助眠有着不同的影响，借
机销售所谓的宋代、唐代的钵，标
价数万元，令人咋舌。

这只是疗愈产业乱象的冰山
一角。像众多新生事物一样，蓬
勃生长的同时总会伴随芜杂的干
扰与混乱。疗愈经济快速发展，
催生不少打着“疗愈”的幌子，洗
脑、误导、欺诈消费者的乱象，甚
至诈骗敛财。

专家指出，疗愈经济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行业缺少有
效监管、对疗愈没有客观的评价
标准、消费者的甄别能力不足等
问题和短板。

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一些疗
愈产业乱象的认定、监管、处置等
方面存在一定模糊地带，常常是
出现经济犯罪或引发社会关注才
能进行处置和打击。

作为新兴产业、新兴赛道，疗
愈经济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其发展前景与空间广阔。但在不
断培育这一市场的同时，也要正
视行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推动
监管制度和行业发展体制机制不
断完善，在他律、自律中不断规
范，实现良性发展。

“悦己”催生庞大消费市场

一根蜡烛8888元
能够“疗愈”你吗？

广告赞助、政府补贴、报名费及衍生品售卖……

盘点“马拉松热”背后的生意经

据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发 布 的
《2023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以
下简称《蓝皮书》），2023年全国
范围内共举办622场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赛事，几乎一天两场的
频率。同时，举办城市不再局限
于广州、成都、武汉这些赛事“第
一梯队”，三四线城市甚至只有几
十万人口的县城，也开始举办规
模不等的各类赛事。

记者注意到，从全马（距离
42.195 公 里）到 半 马（距 离
21.0975公里），再到“欢乐跑（一

般约5公里）”“家庭跑”，“跑马”
不仅是高阶跑者的专利，没有经
过长期、高强度训练的普通爱好
者也能参与到赛事中。“跑马”成
为新一代人群更注重体育运动和
精神满足的缩影，越来越多人愿
意为之投入时间与精力。

以北京马拉松为例，这项诞
生于 1981 年的赛事，自 2015 年
改制升级为全马比赛后，报名人
数迅速增长。2015 年共计约有
6.3 万人次报名参加，到了 2024
年，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

超过18万人报名参赛，刷新历届
北京马拉松报名人数纪录，中签
率仅为约16.4%。

马拉松为什么这么火？据业
内人士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5000美元时，会进入
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全民路跑体育
消费周期，这在欧美被称为“马拉
松赛事现象”。我国在2011年人
均 GDP 超过 5000 美元，人们的
消费理念、健身需求逐步升级，路
跑需求也越来越大，赛事供给自
然不断增多。

据《蓝皮书》，我国跑马拉松的
主力人群中，35-49岁的跑者是主
要组成部分；职业构成方面，企业
职员、管理者、机关/事业单位员工
三类人群的占比超过了65%。

“对健康有着强烈意愿”“旺
盛的消费能力”等，是马拉松爱好
者的共同特点。有三年多跑马经
验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已经
参与了上饶马拉松、厦门大学马
拉松和厦门环东半程马拉松，“只
要离自己距离不远就会去参加”。

路跑不仅只是穿上跑鞋、走
出家门，不少爱好者在装备、参赛
方面有大量相关消费。据了解，
马拉松参赛费用一般 150-200
元一次，每年参与10-15场的资
深爱好者大有人在。不过和万元
的装备相比，参赛支出占比很小。

吴先生告诉记者，马拉松最
烧钱的是全套装备，主要花费在
跑鞋、智能手表和服装。“三年下
来小几万元是有的，这还没算上
训练的花销。”

据《蓝皮书》，根据2023年中
国跑者调查问卷分析，有30.21%
的跑者购买运动防护用品消费总
支出超过2000元，消费总支出在
1001-1500元、1501-2000元的
占比分别为12.94%、10.34%。在
跑者运动记录设备消费支出方面，
跑者购买可穿戴运动设备总花费
在1000元以上的比例在59.34%。

对于路跑达人们来说，为跑
步买单可以说是“心甘情愿”，更
新升级装备也是一种乐趣。

业内人士介绍，马拉松赛事
大致有三种主要收入版块：广告
赞助、政府补贴、报名费及衍生品
售卖。不同规模和影响力的比赛
收入构成略有不同。

作为马拉松赛事运营商，北
京中迹体育总经理司书健告诉记
者，大中型马拉松赛事收入中占
比最高的是市场招商费用，报名
费只占总收入的 10%-15%，衍

生品销售和版权收入相对更少。
随着近年来赛事举办日趋成

熟，顶级马拉松赛事正在形成一
套完整的赞助体系。例如，头部
马拉松赛事一般分为冠名商、顶
级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官方
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
商等。据了解，如今一场大型赛
事一般有20家左右赞助商，赞助
费动辄达到千万级别。

从赛事支出层面来看，主要包
含竞赛相关的奖金、器材和设施费
用、赛事相关物资采购费用、赛事
安保及设施费用、现场设施搭建布
置费用、赛事宣传费用等等。

据司书健透露，国内中西部
二、三线省会城市马拉松赛事现金
加实物支出一般在2500万-3000
万元，地市级一般1200万-1500
万元，县区级700万-900万元。

马拉松热持续蔓延，2023年全国几乎一天两场

谁在为跑步买单？路跑达人们“心甘情愿”

一场大型赛事的赞助费动辄达到千万级别

赛事参与者对间接消费的带动比例高达1∶13

从颂钵音疗到冥想引导，从禅修、旅修到AI情感陪伴……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疗愈方式受到人们追捧，各类心灵社群、机构、工作坊与课程也
遍地开花。围绕情绪价值，疗愈经济站上风口，缔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打着“疗愈经济”的旗号，诈骗、洗脑等不良行为成为心
灵疗愈中的杂音。专家表示，发展疗愈经济，离不开完善的监管、科学
的规范和统一的标准，只有加强行业规范，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才能
疗愈消费者，实现疗愈经济良性发展与提升消费者幸福指数的双赢。

据新华社

◀10月20日，2024天津马拉松鸣枪开跑
新华社发

唱碗禅坐，声疗疗程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