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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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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马拉松赛事标准化建设及其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

对提升赛事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赛事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国家、行业、地方层

面回顾了我国马拉松赛事标准化建设发展的现状。提出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体系构建的主要思路，

及坚持跑者需求导向、公平准则导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适用可及、动态调整的基本原则。认为，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可以分为赛事服务基础标准体系 （服务术语、服务标识与符号）、赛事服务

提供标准体系 （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条件和服务提供过程）和赛事服务评价标准体系 （跑者满意

度、服务分等分级、服务质量评价）三大类。最后，分别对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实施及标准的效果评

价与优化三个阶段提出具体建议，以支持我国马拉松赛事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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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马拉松运动持续蓬勃发展，

２０１８年全国共举办了１５８１场马拉松赛事，较

２０１１年的２２场大增７０倍，马拉松运动现已成

为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然而，与

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马拉松赛事组织管理

与服务水平还不高、监管力度还不够，在赛事中

发生了诸多问题，如２０１８年温州马拉松赛事主

办方准备水杯数量不足影响用水补给，苏州太湖

马拉松赛事发生递国旗事件，深圳南山半程马拉

松赛事发生抄近道事件等。要解决马拉松赛事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马拉松运动行稳致

远，马拉松赛事标准化建设必不可少。标准化是

科学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它是通过对实际或

潜在问题制定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则以在一定范

围内获得最佳秩序［１］。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则

是通过对马拉松赛事服务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

施，以及对标准化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以达到赛

事服务内容和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

务过程程序化。加大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

设，对推动形成完善的马拉松赛事服务体系、提

升马拉松赛事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马拉松赛事

监督和管理以及促进马拉松运动产业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学者对马拉松

赛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赛事发展现状、问题、对

策及国内外比较等方面，针对马拉松赛事标准化

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研

究，如王彬 （２０１７）
［２］研究了马拉松赛道的标准

化设计，认为赛道除了应遵循设计标准之外，还

应与交通、医疗、补给、附属设施、标识等进行

有效衔接；常媛媛 （２０１８）
［３］则分析了国际马拉

松赛事的评级认证标准，发现 ＡＩＭＳ偏重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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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质量，ＩＡＡＦ则偏重赛事组织与管理。考

虑到马拉松赛事作为一项 （准）公共产品和服

务，公共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对马拉松赛事标

准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梳理了公共服务领

域标准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标准化体系框架构建、标准化实施途径、中

外比较等方面。如倪红日 （２０１２）
［４］认为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标准应在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量

的１０％以内；曾红颖 （２０１２）
［５］提出了公共服务

均等化标准体系建设效果评价因素模型；王飞

（２０１６）
［６］从公共服务活动逻辑和要素两个层面探

索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范围和类型；樊

炳有 （２０１８）
［７］提出了 “标准＋非标准” “板块

化”“服务三角迁升”三类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

系 运 行 模 式；王 海 滨 （２０１３）
［８］和 黄 燕 芬

（２０１８）
［９］分别探讨了美国和德国的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建设经验，他们认为应重视对服务对象的需

求分析，以满足人民需求为中心。

总体而言，学者对马拉松赛事标准化的研究

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访谈法，访谈对象包

括长期参与马拉松运动的核心跑者、全国各地典

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及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办公

室运营技术官员，结合公共服务领域标准化建

设经验，提出我国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

的主要思路、基本原则、框架内容及实施路

径等。

１　我国马拉松赛事标准化建设发展现状

２０１７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 《体育标准

化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体育标准化建设正

式起步。现阶段，我国体育标准化内容较少，主

要涉及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用品制造以及高危体

育运动项目安全等方面，关于马拉松赛事方面的

标准化内容更是鲜少，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主要

通过制定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来约束赛事利益相

关方。按照适用范围，标准一般可以分为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

准，现阶段我国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主要

涉及国家、行业和地方三个层面。

１．１　国家层面

２０１８年，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发布了 《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 《指南》）。《指南》提出要

重点制定一批服务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

业发展的关键标准，要对相关运动项目的制定工

作全面推开；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标

准立项指南，立项指南提出要对 《马拉松运动产

业发展规划》中涉及的马拉松赛事等级评定标

准、马拉松相关细分产业技术标准等进行制定。

从立项指南的范围来看，马拉松运动被作为一类

产业置于体育产业项目标准制定范畴之下，相关

标准制定偏重于赛事产业方面，而对赛事服务方

面的组织人员、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关注

较少。

１．２　行业层面

根据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２４—

２０１１），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的类型分为赛事

服务基础标准、赛事服务提供标准和赛事服务评

价标准三种类型。目前，中国田径协会是我国马

拉松赛事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建立与贯彻赛事

的标准和管理制度。按照上述分类方法，中国田

径协会发布的相关制度涉及两类标准，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相关

制度主要涉及马拉松赛事提供标准，包括赛事运

营资质标准、赛事服务人员标准、赛事用品标

准、赛事服务提供过程标准等，另外涉及部分赛

事评价标准，如赛事服务分类分级标准等，但马

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和部分提供标准、评价标

准 （如跑者满意度标准、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等）

均未涉及；赛中涉及的标准较多，赛后涉及的标

准相对不足。此外，对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１６

项政策文本分析后发现，相关标准内容有待进一

步充实和优化完善，一是涉及的相关标准还不完

善，比如赛事认证只列出了认证的条件，但对认

证的程序、时效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是涉

及的相关标准存在部分重复，比如赛事组织标准

已经明确细化了举办赛事应当具备的安保、医

疗、环卫、交通等标准，办赛指南又重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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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马拉松相关管理制度与分类标准

序号 文件名称　　 涉及的分类标准

１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

２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组织标准》

３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赛风赛纪管理规定》

４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分级监管指导意见》

５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比赛监督管理办法》

６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反兴奋剂工作管理办法》

７ 《中国马拉松经纪人管理办法》 赛事提供标准

８ 《中国马拉松赛事联盟章程》

９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运营公司管理办法》

１０ 《中国马拉松俱乐部管理及联赛组织方案》

１１ 《中国徒步运动管理办法》

１２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办赛指南》

１３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参赛指南》

１４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评定办法》

１５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大众选手等级评定实施办法》 赛事评价标准

１６ 《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认证指南》

　　注：表中１６项文件均来自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 （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３　地方层面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

布了 《马拉松赛事组织管理规范》 （ＤＢ６２／Ｔ

２８９３—２０１８），这是我国首个关于马拉松赛事的

地方标准，也是首次将马拉松赛事相关规范以标

准化的形式发布。 《马拉松赛事组织管理规范》

是根据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的实践经验和要求进行

编制的，该标准规定了马拉松赛事的组织机构设

立、人员管理、赛事管理 （包括机构职能，人员

职责，赛前、赛中、赛后相关工作标准）等，适

用于全程、半程以及半程以下赛事。

总体来看，我国马拉松赛事标准化建设呈现

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起步较晚，发展相对迟

缓，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行业层面，相关部门发

布的规章制度只涉及标准建设的一部分，均尚未

根据 《标准化工作指南》 （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４）、《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２４—

２０１１）以及 《体育标准化管理办法》建立起系

统、完整的马拉松赛事标准化体系。二是各层次

的标准化制定重点不同，国家层面偏向于马拉松

赛事产业及其配套的标准化制定，而行业和地方

层面偏向于马拉松赛事服务方面的标准化制定。

三是与赛事需求方的有效沟通不足，比如中国田

径协会发布的各类管理制度主要针对各赛事组委

会征求意见，而赛事最终需求方跑者则不在征求

意见范围之列，也尚未建立与跑者沟通的便捷、

有效渠道。

２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体系的构建

从我国马拉松赛事发展现实来看，相关标准

主要涉及马拉松运动产业标准和赛事服务标准，

考虑到国家体育总局对马拉松运动产业标准研制

进行了立项，而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尚未开展，

本文主要对赛事服务标准化体系进行构建。

２．１　主要思路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体系构建的主要思路

是根据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２４—

２０１１）要求，以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管理制度为

基础，新增和完善相关标准化内容，构建包括马

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赛事服务提供标准和赛

事服务评价标准在内的完整、系统的马拉松赛事

服务行业标准体系。

２．２　基本原则

一是要坚持跑者需求导向。举办马拉松赛事

的目标是满足大众跑者的需求，马拉松赛事服务

标准化建设也应以满足跑者需求为目标，在充分

调研跑者对赛事需求的基础上，规划和制定赛事

服务标准化内容。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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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坚持公平准则导向。马拉松赛事作为

体育竞赛，应充分彰显体育公平精神。对于跑者

而言，赛事服务标准化内容应充分反映公平竞

争，明确相关细则和惩罚措施，培养跑者良好有

序的参赛行为；对于主办方和运营方而言，由于

我国马拉松赛事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赛事

运营主体水平参差不齐，应通过发挥标准化引领

作用，构建公平、统一的市场规则，营造健康有

利的马拉松赛事发展环境，激发马拉松赛事的发

展活力。

三是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马拉松赛事

服务标准应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易评价性，达

到这一要求的有效方法是将赛事服务标准进行量

化，如赛事用品和人员的数量、位置等，而不能

量化的标准如服务态度等则使用定性方式来

确定。

四是要坚持适用可及。适用可及是评价马拉

松赛事服务标准效度的重要指标，赛事服务标准

既要注重跑者的诉求，也要关照赛事主办方、运

营方及其他关联方的现实资源情况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等，适宜的标准有利于马拉松赛事服务

科学、有效的供给。

五是要坚持动态调整。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发

展迅猛，赛事服务标准化应以动态调整为基本准

则，紧跟赛事发展实际，不断适应新变化，满足

新需求，促进马拉松赛事快速发展。

２．３　框架内容

２．３．１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总体架构及主

要内容

图１是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总体架构。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的建立应遵循服务标准

化的一般准则和体育行业、马拉松赛事行业所适

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化管理规定以及相关规章制

度等，围绕实现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目标开

展。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包括赛事服务基础

标准体系、赛事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和赛事服务评

价标准体系三大类，其中基础标准体系是提供标

准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的基础，提供标准体系是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的核心，评价标准体系

促进提供标准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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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总体架构图

　　根据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２４—

２０１１）要求，结合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体系建

设的主要思路和总体架构，本文构建了马拉松赛

事服务标准体系的具体内容 （表２）。

表２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体系

体系分类　　 具体内容　　　

马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
服务术语

服务标识与符号

服务提供者

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标准 服务提供条件

服务提供过程

跑者满意度

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 服务分等分级

服务质量评价

马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是指适合服务的通

用标准，也是马拉松赛事服务最基本、最具有普

适性的标准，主要包括服务术语标准、服务标识

与符号标准，目前中国田径协会只对部分服务术

语、服务符号等标准进行了规定，其他标准尚未

制定。马拉松赛事提供标准是规范主办方、运营

方等供给方与跑者需求方之间直接或间接接触活

动过程及相关要素的标准，主要包括服务提供者

标准 （赛事组委会、运营方等）、服务提供条件

标准 （各类服务人员、服务环境、服务设施设

备、服务用品、服务合同、安全与应急等）、服

务提供过程标准 （赛前信息提供、赛中与赛后服

务等）。目前中国田径协会已对涉及的部分标准

出台了相关措施，只需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优化，

而关于赛事服务合同标准还尚未涉及，需要新

增。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是对赛事服务提供

的有效性、适宜性和跑者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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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服务进行改进而收集、制定的

标准，主要包括跑者满意度评价标准、服务分等

分级评价标准和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其中中国田

径协会已制定了赛事认证和标牌赛事质量标准，

但跑者满意度标准还未制定。

２．３．２　马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体系

表３反映了马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体系的

具体内容。服务术语标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

准确定义，马拉松赛事服务应明确马拉松及相关

运动、马拉松赛事服务、大众选手等相关术语的

概念和范围。

服务标识与符号标准主要包括内容、示意、

设置等，具体到马拉松赛事服务标识与符号标准

包括赛事证件和号码簿的内容、示意、设置；补

给站、厕所等标识符号的内容、设置；赛段公里

标识示意、设置等。

表３　马拉松赛事服务基础标准体系

体系分类 具体内容 备注

马拉松及相关运动 √

服务术语　　　 马拉松赛事服务 ×

大众选手及其他 ×

赛事证件内容、示意、设置 √

服务标识与符号
号码簿内容、示意、设置 √

补给站、厕所等标识符号内容、设置 ×

赛段公里标识示意、设置及其他 ×

　　注：“√”表示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管理制度文件已经涉及

的相关标准，“×”表示尚未涉及的相关标准，下同

２．３．３　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标准体系

２．３．３．１　服务提供者标准

表４反映了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者标准体系

的具体内容。服务提供者标准体系主要包括资质

要求、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供给方

规定等，具体到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者标准包括

赛事主办方必备的基本条件 （如赛道使用权、必

要的经费等）、运营方资质、竞赛裁判、志愿者、

官方配速员等特定工作人员最低人数或配置比例

以及这些工作人员的技能要求、赛事环境保护措

施等。

表４　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者标准体系

具体内容 备注

赛事主办方必备基本条件 √

运营方资质 √

竞赛裁判、志愿者等特定工作人员人数与技能要求 ×

赛事环境保护及能源节约措施及其他 ×

２．３．３．２　服务提供条件标准

表５反映了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条件标准体

系的具体内容。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条件标准体

系包括：①各类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专业背

景、服务行为及态度、专业培训；②赛事当日气

温、湿度、服务特色环境 （如工作人员着装）；

③赛道设置与丈量标准；④各类补给与厕所数

量、质量、位置标准等；⑤主办方与跑者签订的

赛事服务合同及其具体内容；⑥安全警示信息、

安全疏散路线、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值得注意

的是，笔者调研发现国内马拉松赛事大都没有与

跑者签署较为正式的服务合同，中国田径协会对

此也未有明确要求，从赛事健康发展的角度来

看，此类标准的制定需要高度重视。

表５　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条件标准体系

体系分类 具体内容 备注

服务人员在健康、技能方面的资质 √

工作经验、专业背景 √

服务人员 专业培训 √

服务行为及态度 ×

服务技能与基本知识及其他 ×

服务环境
赛事当日温度、湿度等 √

服务特色环境及其他 √

赛道设置 √

服务设施设备 赛道技术要求 √

补给站桌子数量及其他 √

补给站用水、水杯数量及位置设置 √

服务用品
厕所数量及位置设置 √

海绵块数量及质量要求 √

能量补给站数量、质量要求及其他 ×

约定服务的基本内容、争议解决 √

服务合同
特别声明及提示 √

约定服务的质量、赔偿方式与条件 ×

格式语言表述要求及其他 ×

安全与应急
安全标志、疏散路线 √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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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３　服务提供过程标准

表６反映了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过程标准体

系的具体内容。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过程标准体

系包括：①赛前服务信息提供，如赛事服务的联

系方式、信息发布的形式等；②赛中全方位服务

提供，如赛事服务涉及的关键环节及其具体要

求、时限要求、具体操作要求、问题解决等；③

赛后持续服务提供，如赛后物资发放、交通服

务，与跑者保持沟通等。

表６　马拉松赛事服务提供过程标准体系

体系分类 具体内容 备注

赛事服务名称、时限、联系方式等 √

赛前服务提供 赛事服务人群数量、对象等 √

赛事服务信息发布的位置、形式及其他 √

赛中所涉及的关键环节 √

每一个关键环节的具体要求 √

赛中服务提供 志愿者、裁判员、配速员职责要求 √

安保、医疗时限要求 √

出现服务问题的处理规定及其他 √

赛后物资发放 ×

赛后服务提供 赛后交通服务 ×

赛后服务质量追踪调查及其他 ×

２．３．４　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体系

表７反映了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体系的

具体内容。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体系包括：

①跑者满意度评价标准，如跑者满意度信息的收

集与处理、跑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跑者满意

度调查方案、跑者满意度评价方法等；②服务分

等分级标准，如对应的标识、等级要求与技术指

标、评定规则、服务等级及标识管理等；③服务

质量评价标准，如对应的标识，评价原则与方

法、评价指标要素与指标体系、程序及具体要

求、等级及标识管理等。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调

研发现虽然各赛事组委会大都对赛事进行了跑者

满意度调查，但跑者满意度调查的程序、指标、

方式手段等有较大差异，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无

法客观了解各类赛事的真实满意度。中国田径协

会虽然公布了认证赛事 （Ａ１、Ａ２、Ｂ和Ｃ类）

的技术标准要求及程序，但对标牌赛事 （金牌、

银牌、铜牌）评定的技术标准要求较为笼统，并

没有完全明确金牌、银牌、铜牌赛事三者之间的

区别，也未明确标牌赛事的数量。需要强调的

是，认证赛事和标牌赛事数量均是 “只增加不减

少”，即没有设置有效期，未明确要根据赛事服

务质量等进行动态调整。鉴于此，这些方面的标

准制定将成为下一步我国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

体系建设的重点之一。

表７　马拉松赛事服务评价标准体系

体系分类 具体内容 备注

跑者满意度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

跑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设置原则、基本构成、具体内容、设计方法等 ×

跑者满意度 跑者满意度调查方案，包括抽样方式、调查方式等 ×

跑者满意度评价方法及其他 ×

满意度改进方法 ×

认证赛事的等级划分及对应标识 √

认证赛事的等级要求及具体技术指标 √

服务分等分级
认证赛事的评定规则 √

认证赛事的等级及标识管理 ×

跑者积分与诚信体系，包括等级划分及对应标识、具体要求、评定规则、等级管理，诚信体系设置的规

则、要求及其他
×

标牌赛事的等级划分及对应标识 √

标牌赛事评定的组织机构与人员 √

服务质量评价 标牌赛事的评定程序及具体要求 √

标牌赛事的等级要求及具体技术指标 ×

标牌赛事的等级及标识管理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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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的建设路径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可以划分为标准

制定、标准实施以及标准效果评价与优化三个

阶段。

３．１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的制定

按照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２４—

２０１１）要求，结合马拉松赛事特点，赛事服务标

准制定阶段应包括标准需求的收集和标准需求的

研究、评估两个过程。

３．１．１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需求的收集

一是应明确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建设的目

标，对赛事服务标准需求征求意见的范围进行界

定。马拉松赛事发展的目标是满足大众马拉松运

动需求，赛事服务标准的制定应紧紧围绕这一目

标来推进。由于马拉松赛事服务涉及多类主体，

在征求赛事服务标准需求时应充分考虑各类主体

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赛事主办方和各类运营方、

跑者、跑团、地方体育部门和协会等管理部门、

第三方机构等，其中核心跑者与跑团、赛事运营

方是重点。应改变目前中国田径协会更多征求赛

事主办方与运营方的意见和建议，而较少地关注

跑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局面。二是应建立多元化的

收集渠道。中国田径协会可在现有中国马拉松官

方网站或两微平台基础上增设互动板块，或定期

组织核心跑者、有影响力的跑团、赛事运营方等

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和

建议。

３．１．２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需求的研究、评估

在标准正式制定之前，制定者还须对赛事服

务标准需求进行分析与评估，以确定需求的真实

度、可行性等。一是建议中国田径协会加强与科

研院所以及社会组织合作，可委托第三方科研机

构开展对赛事服务标准需求的收集、甄别与分析

工作，识别跑者真实需求，关注赛事服务提供方

的意见和建议，进而借助科研院所专业的知识背

景和科研手段为赛事服务标准化制定提供理论参

考。二是要评估需求方诉求的可行性。一方面，

在既定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公共资源总量是一定

的，标准化内容不可能满足赛事需求方的所有诉

求［１０］，应在全面真实掌握了相关利益群体的意

见和建议之后，按照赛事服务需求的优先次序对

标准制定的目标与侧重点、标准化程度和水平等

进行基本把握，综合考虑所掌握的资源情况、所

处的社会发展环境来确定最优赛事服务标准；另

一方面，考虑到相关利益主体更多是站在自身角

度来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田径协会在制定赛

事服务行业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主体的

职责和诉求，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有效激励

各方参与标准化建设，执行相关标准。最后，

中国田径协会应在完成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需

求收集、研究和评估之后，按照赛事服务标准

化体系构建原则，制定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

的具体内容。

３．２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的实施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的实施包括标准发布、

标准执行和监督两个阶段。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

的发布一般是以规范文件形式下发至各赛事组委

会 （如若采用清单列表方式最好）或在官方网站

公布等。这标志着赛事服务标准正式进入实施阶

段，各类主体应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执行。马拉

松赛事服务标准的执行是要对涉及的所有赛事服

务标准内容和要求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赛事服

务标准监管是保障标准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马

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监管的主体应是各级田径协会

（路跑协会）以及体育行政部门，各类主体应按

照分级分类管理原则对赛事服务标准化实施过程

进行监管。

３．３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的效果评价与优化

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的效果评价主要涉及评

价的主体、评价的内容、评价的方式三方面。一

是评价的主体应呈现多元化，既包括赛事服务标

准的监管方各级田径协会与体育职能部门，也应

包括跑者和跑团、第三方机构。二是评价的内容

主要包括效果和效度两个方面，对赛事服务标准

效果的评价主要考量赛事组委会对标准的执行情

况，对赛事服务标准效度的评价主要考量制定的

标准能否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满足跑者需求等。

三是评价的方法可采用跑者满意度调查法等。马

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赛

事服务标准也应跟随需求和外在环境变化而进行

优化调整。

总之，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实际上包括赛

事服务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以及标准效果评价与

优化等一系列阶段的全过程，搞清楚每个阶段的

主要内容，才能有效推动马拉松赛事服务标准化

体系建设。

５１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４卷

参考文献：

［１］　洪生伟．标准化管理［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２］　王彬．城市马拉松赛道的设计与交通管理［Ｊ］．综合

运输，２０１７，３９（３）：７２．

［３］　常媛媛，尹珊珊．国际马拉松赛事评级指标与认证

分析［Ｊ］．体育成人教育学刊，２０１８，３４（１）：５２．

［４］　倪红日，张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均等化标

准及其进程设计［Ｊ］．税务研究，２０１２（８）：３．

［５］　曾红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及转移

支付效果评价［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６）：２０．

［６］　王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Ｊ］．体育学刊，

２０１６，２３（３）：４６．

［７］　樊炳有，王家宏．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构建

及运行模式［Ｊ］．体育学刊，２０１８，２５（２）：３９．

［８］　王海滨，程军，王彬彬．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公共

服务标准探析与启示［Ｊ］．标准科学，２０１３（７）：２８．

［９］　黄燕芬，党思琪，杨宜勇．德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

系及经验［Ｊ］．中国物价，２０１８（１０）：７８．

［１０］　李霄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动态阶段性解析

［Ｊ］．理论导刊，２０１５（１０）：５９．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

犆犺犻狀犪’狊犕犪狉犪狋犺狅狀犈狏犲狀狋狊犛犲狉狏犻犮犲

ＰＡＮＬｅｉ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ｕｂｅｉ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Ａｔｐｒｅｓ

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

ｉｎ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ｇ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ｔ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ａｄ

ｈｅｒｅｓｔｏ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ｒｕｎｎｅｒｓ’ｄｅｍ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ｆ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ｅ

ｖｅｎ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ｓ），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ｖｅｎ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ｖｅｎｔｓ（ｒｕｎｎｅ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ｈａｌｌｂｅｍａ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

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ａｒａｔｈ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