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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归消费活动

所属的地方政府，以均衡相关增值税

在不同地区间的分享 ；探索建立所得

税分享机制，将数据提供商、网络平

台等的企业所得税、员工个人所得税，

从主体责任和违法成本方面完善制度保障马拉松等
赛事安全
费太安

今年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举行

的黄河石林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中，

包括超级马拉松亚洲排名第一、中国

超马领军人梁晶等在内的 21 名参赛

选手遇难，全国为之震惊。马拉松运

动在增强人民体质、培育积极向上社

会精神、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时，笔者参加过多次

马拉松及越野赛，切身感受到一些赛

事安全隐患突出，规范化不够、应急

预案缺失、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亟需完善。

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近年来，国内马拉松、越野跑运

动获得快速发展。全国马拉松及相

关路跑赛事从 2014 年的 51 场增长到

2019 年的 2185 场，5 年时间数量增长

超过 40 倍，规模赛事场均规模为 3898

人，认证赛事场均规模为 11874 人。

参与马拉松运动的人员从专业人

士扩展到普通长跑爱好者，是马拉松

从专业赛事走向普及的结果，也是马

拉松赛事的产业化在我国已经初步成

型的表现。这符合马拉松产业发展的

经济规律，当人均 GDP 超过 5000 美元

之后，即进入全民路跑的体育消费黄

金 周 期。人 均 GDP 超 过 5000 美 元 也

是中等收入群体初步成型、快速发育

的标志，而马拉松产业的主要消费群

体就是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

举办马拉松赛事，可以带来比较可观

的经济收益。赛事直接带来的现金收

益，比如赞助商投资、报名费等收入 ；

场馆租赁和酒店住宿等载体经济以及

旅游收入等。媒体收益，比如出售赛

事转播权。衍生收益，即运动器械、训

练服务等收益，这个产业链条越长收

益可能更大。

但是，马拉松赛事隐患日益突出。

一是行业规范化程度不够。赛事数量

井喷的同时，马拉松运营管理不规范，

赛事组织乱象层出不穷。二是地方利

益嵌入其中。由于马拉松赛事举办需

要协调安保、交通、医疗等多方面的

公共资源，地方利益机构承接赛事现

象明显。一些没有资质和专业技术能

力的公司通过借壳、搭草班子等手段，

取得承办资格，这为马拉松赛事埋下

了巨大安全隐患。三是非正规比赛频

现。一些赛事出于盈利目的，是在没

有田协、登协、体育局等官方和专业

组织认证的情况下举办的，处在“监

管真空”下。四是组织保障不到位。医

疗保障缺乏，特别是马拉松越野赛涉

及路线长、地形复杂，医疗救助保障

成本高，救助人员和设备配备不足。

应急预案的完整性、可操作性不够，

一些赛事安全防护没能实现闭环高效

管理。

赛事安全规章制度没有全面落实的

关键是责任主体缺失

（一）安全主体责任不明确。相关

规章制度并没有明确赛事安全责任，

特别是谁承担主体责任。根据《关于

进一步加强马拉松赛事监督管理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各级体育主

管部门对相应行政区域内的马拉松赛

事实施监管。各级田径管理机构，依

照各自职责和章程，对马拉松赛事进

按照一定比例划归消费活动来源地和

在线内容提供商来源地，以平衡价值

创造和所得税的地区归属。要进一步

明确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的地区归属，强化地区间征管合作，

矫正所得税地区分配失衡的局面。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河北经贸大学  北

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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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中国田径协会根据章程，对

马拉松赛事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制定

不同等级马拉松赛事的办赛标准并向

社会公布。关于马拉松赛事组织机构

的职责，《意见》提出 ：马拉松赛事组

织机构应当尊重和维护公共利益，依

法保护赛事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承办

方应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

条例》要求，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安

全许可。《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

动赛事管理办法》规定，赛事组织委

员会应有效履行竞赛组织、医疗救护

（防疫）、安保交通等基本职能。

（二）惩罚力度不够。各项规章制

度缺乏对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的处罚条

款，或处罚力度过小，不足以对赛事

主办方构成约束。《意见》规定，赛事

组织和举办过程中发生危害公共安全

事故或人身伤害事故的，各级体育主

管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公安等部门，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法律

责任。中国田径协会按照协会章程等

相关规定，追究赛事组织机构的相关

责任，可处以禁止或限制举办马拉松

赛事、取消其参与赛事组织水平评定

资格等处罚。《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

法 》规 定，主 办

方或承办方违反

本办法规定，如

造成人身财产伤

害事故或重大不

良社会影响的，

由地方体育部门

或其委托的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恶

劣的视情节处以

30000 元以下罚款，属于非经营活动的

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中国境内马

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规定，

当地赛事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或运营

单位等违反相关规定和赛事组织标准

的，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以下处罚 ：

警告 ；严重警告 ；通报批评 ；取消下

一年度申请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资

格 ；取 消 该 赛 事 1—3 年 认 证 资 格 ；

1—3 年内停止举办马拉松赛事活动。

（三）法律覆盖有缺位。《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缺乏对赛事安全方

面的要求及处罚。在第七章法律责任

中，共列举了对 6 条事项的处罚，分

别是 ：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 ；

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 ；利用竞技体

育从事赌博活动 ；侵占破坏公共体育

设施 ；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挪用

克扣体育资金。但是，没有对赛事安

全保障和违规处罚的条款。

相关政策建议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体育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新形

势下，要从制度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坚持两手抓来保障马拉松等赛事的高

质量发展，一手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一手抓安

全责任，织牢赛事安全网，守住不发

生重大事故的底线。

（一）梳理修订完善法律条款。抓

紧研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等法律法规，增加关于赛事安全条款

的要求和法律责任。严格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梳理其他涉

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条

文，增加相关保障措施和追责条款。

（二）完善赛事审核监管机制。体

育部门要将“放管服”作为一个整体

看待，切实履行赛事审核和监管职能，

将赛事合规性、安全保障、应急预案

作为必审要件。

（三）明确赛事安全主体责任。借

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明

确赛事主办组委会主要负责人为赛事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四）划分赛事事故等级。借鉴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根据伤亡人数将赛事事故分为以

下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针对不同事故

等级，实行不同程度追责。

（五）加大赛事事故处罚力度。加

大对赛事事故主办方、参与方、监管

方，以及主要责任人、次要责任人等

的责任追究力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的，要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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