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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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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通过对国内马拉松赛事管理理论与实务领域两轮德尔菲专家的咨询,构建了我国大型马拉松赛事风

险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前期策划等7个一级指标、赛事日程安排等23个二级指标、同期历史气温等56个三级

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所有指标的权重系数,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前期策划、人力保障、组织协作.
关键词: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8.22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近年来,我国马拉松运动发展迅速,不论在赛事数量还是参赛人数方面都呈现出几何式的增长.“井喷”
成为媒体形容我国马拉松发展现状必用的关键词.马拉松已经成为最受我国广大民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

体育赛事,有力推动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马拉松运动为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我国马拉松运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

段,行业规范不够健全,赛事运作管理经验不足,选手科学参赛意识不强等原因,各类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在赛事的组织过程中认识风险、规避风险或尽量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是当前

我国马拉松赛事组织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拟运用德尔菲法构建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以满足当前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的实践需求.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德尔菲法、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构建我国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评

估指标体系,其中德尔菲法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根据德尔菲法研究的需要,本文共遴选出13位专家,
其来源主要包括:1)大型马拉松赛事总管,参与过5次以上且规模在万人以上的马拉松赛事裁判工作,并具

有一定的学术背景;2)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3)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分管马拉松赛事的主要负

责人;4)体育赛事运营公司负责人.请上述专家从重要性和可操作性两个方面对初步构建的指标进行筛选,
经过数轮咨询,最终筛选出专家高度认同指标.

2 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特征

马拉松属于极限运动.项目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再加之马拉松赛事多以城市的公路为赛道,活动范围

广阔且相对开放,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风险管控难度大.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各类马拉松赛事规模不

断扩大,一些大型、超大型赛事不断涌现,赛事组织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同时也显现出了一些新的风险特征.
首先,大型马拉松赛事参与人数多,人流密度大,容易达到活动场地的饱和状态,特别是在数万人同时起跑阶

段,赛道人流密度急剧增大,极易发生踩踏等风险事故.其次,大型马拉松赛事选手抵离过程相对集中,存在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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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骤散的特点,容易导致交通的拥堵及人群大面积的滞留,甚至引起骚乱.第三,大型马拉松赛事占用大量的

社会公共资源,需要城市的各个管理部门默契配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赛事的顺利进行.
第四,大型城市马拉松属于大众参与型赛事,人员成分复杂,选手的随意性较强,由人群自身引起事故的可能

性较大.最后,大型马拉松赛事的运营涉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各类资源的规划与调配是赛事成功

的重要保障,若组织和监管不力,易引发风险.

3 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3.1 第一轮专家调查问卷的形成

第一轮专家调查问卷是在对马拉松赛事进行全面、系统的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本研究具体的风

险识别过程主要分为以下4个阶段:1)对部分马拉松赛事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相关赛事的运行管理方案及风

险预案;咨询中国田协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目前我国马拉松赛事中普遍存在的风险隐患;走访风险管理专家,
探讨部分马拉松赛事的风险来源及风险因素向风险事件转换的条件等,多种渠道收集与整理马拉松赛事的

风险数据与信息.2)通过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对马拉松赛事进行风险识别.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风险检查表法、
专家访谈法、事故树分析法等对马拉松赛事中客观存在的、尚未发生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识别.3)多角度的

风险识别可以避免风险的遗漏.本研究采用了时间和管理投入要素两个角度进行识别.从时间角度入手,对
马拉松赛事前期策划、赛前筹备、赛中运行等阶段的风险隐患进行梳理;从赛事管理投入要素的角度,即人

力、财力、物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确保风险识别信息的完整性.4)在全面、系统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马拉松

赛事举办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鉴别与分类,并反复征询专家意见,初步形成了由7个一级指

标,23个二级指标、57个三级指标组成的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我国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第一轮)一览表

Tab.1 Thelistofthe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 (thefirstround)onChina'sMarathonevent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1前期策划 B1赛事日程安排 C1历史同期气象条件

C2同期是否有大型活动

B2起、终点规划 C3起终点区域的人均有效使用面积

C4集结区选手人均面积

B3赛道规划 C5赛道最窄处宽度

C6出发直段距离

C7冲刺直段距离

A2选手组织 B4参赛资格审查 C8参赛选手最低年龄

C9审核选手的体检报告

B5风险提示与防范 C10为选手购买人身意外险

C11选手签署风险告知、法律责任等参赛声明

B6赛前集结管理 C12严格进行安检与检录

C13按项目或以往完赛成绩进行分区集结

A3物力保障 B7固定物的搭建 C14出发标志物的搭建高度

C15第三方对搭建物进行质检

B8隔离的设置 C16赛道沿途各路口采用硬隔离封路

C17繁华路段两侧设置硬质隔离

C18选手集结区采用硬质隔离围挡

B9标识设置 C19起终点标识高度

C20赛道标识高度

B10卫生间分布 C21参赛人数与起点卫生间数量比例

C22参赛人数与终点卫生间数量比例

C23参赛人数与赛道沿途卫生间数量比例

B11补给供应 C24赛道沿途饮/用水站点数量

C25赛道沿途饮料站点数量

C26各站点人均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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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4人力保障 B12裁判员管理 C27竞赛核心岗位裁判员执裁马拉松经验

C28竞赛核心岗位裁判员等级

C29裁判员赛前进行严格培训与演练

B13工作人员管理 C30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并责任到人

C31明确完成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质量标准

B14志愿者管理 C32志愿者实际需求人数与实际招募人数比例

C33赛道检查志愿者的数量

C34赛前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与演练

A5财力保障 B15资金筹集与预算 C35运营资金已到位,并留有备用资金

C36明确各项工作的开支标准

B16支出管理 C37严格按照预算内容、开支标准及用款计划执行

A6交通保障 B17赛事车辆运行保障 C38赛前组织前导车辆驾驶员熟悉比赛路线

C39详细规划各类车辆的行进路线及停靠位置

C40制作各类车辆的通行证件

B18选手交通保障 C41详细规划选手的抵离路线

C42为选手调配公共交通运输

A7组织协作 B19赛事安保 C43安保人员数量与参赛人数比例

C44赛道沿途各路口均有安保人员值守

C45起终点各区域入口均有安保人员驻守

B20医疗救助 C46赛道医疗站点的数量

C47赛道救护车数量

C48除颤仪的配备数量

C49赛前对医疗志愿者进行培训与考核

B21电力及通讯保障 C50配有备用电源车并有专人值守

C51赛前向无线电管理部门报备

C52起终点附件增设应急通信车

B22媒体报道 C53为媒体记者预留工作区域及通讯服务

C54为媒体提供快速、及时的官方信息

B23外包服务 C55供应商具有相关的专业资质

C56在合同中明确服务标准及完成时间节点

C57供应商具有服务同级别赛事的经验

3.2 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在第一轮专家调查问卷形成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构建.其主要方法是邀请

专家从“重要性”和“可操作性”2个方面对各级指标进行5级评分,并分别赋予9、7、5、3、1分值.待专家反馈

问卷后,分别计算各级指标的算数平均数和变异系数,用算数平均数来表示专家对各项指标意见的“集中

度”,用变异系数来表示专家对各项指标意见的“协调度”.变异系数越小,表示专家对各项指标意见的协调度

高.入选指标的统计学标准为:1)指标的变异系数小于0.25(一般认为变异系数大于或等于0.25,表示专家协

调程度不高);2)所选指标的平均得分在6.3分以上(达到最高分的70%)[1].最后,结合开放式的修改意见对

指标进行筛选与修正.
3.2.1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

一级指标调研结果分析可知,7项一级指标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集中度均比较高,且变异系数均符

合指标入选的要求,并且在开放式问卷中专家也未对7项一级指标提出不同意见,因此一级指标全部保留.
二级指标调研结果分析可知,“媒体报道”指标在“可操作性”方面的意见集中度为6.1,未能达到入选要

求,且变异系数为0.18,说明专家的意见协调度比较高.在随后的访谈中了解到,该指标未能入选的主要原因

是专家普遍认为目前自媒体比较发达,负面报道所产生的风险则很难有效控制,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未能入

选.其余22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均符合入选要求.此外,在开放式问卷中有专家指出:马拉松比

59第1期             石磊:我国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赛中不确定因素较多,缺少办理相关的保险本来就是一种风险隐患,建议增加相关的指标.
三级指标调查结果分析可知,“第三方对搭建物进行质检”一项指标在“可操作性”方面未达到入选要求,

且专家意见比较一致,变异系数小于0.25.其次,“参赛人数与终点卫生间数量比例”指标在“重要性”方面的

意见集中度为5.8,变异系数为0.15,专家意见比较一致,同样未能入选.在开放式问卷中,某专家提出“为选

手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指标不够完整,应包括猝死险,因为猝死并不包含在人身意外保险所保障的范围内.另
有专家指出应在“参赛资格审查”二级指标下增加对选手不良参赛记录审查因为个别选手的不良行为可能会

为赛事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引发风险事件.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将“标识高度”改为“标识核心内容最低高度”.
3.2.2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

通过对第一轮专家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及文献资料的再次查询,确定了第二轮专家调查问卷并反馈给

专家,再次从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两个方面进行评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7项一级指标、23项二级指

标及56项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的平均得分均在7.5分以上,得到专家的肯定,且变异系数均在0.17
以下,最终确立了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表2).
3.3 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分别向13位专家学者发放了指标体系赋权两两判

别调查表,共回收12份,且全部有效.对这12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12位专家对指标体系中各个指

标的权重值,以算数平均数的计算方式,统计得出各个指标的几何平均权重值,最终确定我国大型马拉松赛

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见表2).相关数据、计算过程可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在线阅读.计算研究结果表

明,排在前三位的风险指标分别是前期策划、人力保障、组织协作,三大类指标占到总权重的67.05%,是我国

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体系的关键环节,在马拉松赛事的筹备过程中应格外重视.
表2 最终确立的我国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一览表

Tab.2 Thefinallistofthe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andweightsofChina'sMarathonevent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1前期策划 B1赛事日程安排(0.4601) C1历史同期气象条件(0.5972)

(0.2604) C2同期是否有大型活动(0.4028)

B2起、终点规划(0.2134) C3起终点区域的人均有效使用面积(0.3442)

C4集结区选手人均面积(0.6558)

B3赛道规划(0.3265) C5赛道最窄处宽度(0.5935)

C6出发直段距离(0.3232)

C7冲刺直段距离(0.0833)

A2选手组织 B4参赛资格审查(0.4449) C8参赛选手最低年龄(0.2804)

(0.1189) C9审核选手的体检报告(0.5336)

C10审核选手的不良参赛记录(0.1860)

B5参赛风险提示与防范(0.2252) C11为选手购买人身意外险及猝死险(0.7343)

C12选手签署风险告知、法律责任等参赛声明(0.2657)

B6赛前集结管理(0.3299) C13严格进行安检与检录(0.7946)

C14按项目或以往完赛成绩进行分区集结(0.2054)

A3物力保障 B7固定物的搭建(0.1053) C15出发标志物的搭建高度(1.0000)

(0.0631) B8隔离的设置(0.4971) C16赛道沿途各路口采用硬隔离封路(0.3285)

C17繁华路段两侧设置硬质隔离(0.2012)

C18选手集结区采用硬质隔离围挡(0.4703)

B9标识设置(0.1253) C19起终点标识核心内容最低高度(0.6351)

C20赛道标识核心内容最低高度(0.3649)

B10卫生间分布(0.0469) C21参赛人数与起点卫生间数量比例(0.7754)

C22参赛人数与赛道沿途卫生间数量比例(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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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3物力保障 B11补给供应(0.2254) C23赛道沿途饮/用水站点数量(0.3454)

(0.0631) C24赛道沿途饮料站点数量(0.2031)

C25各站点人均水量(0.4515)

A4人力保障 B12裁判员管理(0.3132) C26竞赛核心岗位裁判员执裁马拉松经验(0.2665)

(0.2589) C27竞赛核心岗位裁判员等级(0.1932)

C28裁判员赛前进行严格培训与演练(0.5403)

B13工作人员管理(0.5035) C29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并责任到人(0.5017)

C30明确完成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质量标准(0.4983)

B14志愿者管理(0.1833) C31志愿者实际需求人数与实际招募人数比例(0.3138)

C32赛道检查志愿者的数量(0.1832)

C33赛前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与演练(0.5030)

A5财力保障 B15资金筹集与预算(0.5235) C34运营资金已到位,并留有备用资金(0.7032)

(0.0912) C35明确各项工作的开支标准(0.2968)

B16支出管理(0.2932) C36严格按照预算内容、开支标准及用款计划执行(1.0000)

B17赛事保险(0.1833) C37购买赛事取消险(0.6876)

C38购买公共责任险(0.3124)

A6交通保障 B18赛事车辆运行保障(0.6465) C39赛前组织前导车辆驾驶员熟悉比赛路线(0.3263)

(0.0562) C40详细规划各类车辆的行进路线及停靠位置(0.4523)

C41制作各类车辆的通行证件(0.2214)

B19选手交通保障(0.3535) C42详细规划选手的抵离路线(0.7056)

C43为选手调配公共交通运输(0.2944)

A7组织协作 B20赛事安保(0.4826) C44安保人员数量与参赛人数比例(0.5346)

(0.1513) C45赛道沿途各路口均有安保人员值守(0.2413)

C46起终点各区域入口均有安保人员驻守(0.2241)

B21医疗救助(0.2939) C47赛道医疗站点的数量(0.0932)

C48赛道救护车数量(0.1934)

C49除颤仪的配备数量(0.5402)

C50赛前对医疗志愿者进行培训与考核(0.1732)

B22电力及通讯保障(0.0967) C51配有备用电源车并有专人值守(0.4224)

C52赛前向无线电管理部门报备(0.2344)

C53起终点附件增设应急通信车(0.3431)

B23外包服务(0.1267) C54供应商具有相关的专业资质(0.1854)

C55在合同中明确服务标准及完成时间节点(0.3105)

C56供应商具有服务同级别赛事的经验(0.5041)

3.4 我国大型马拉松赛事风险评估指标分析

3.4.1 前期策划风险

前期策划风险是指由于赛事组织者赛前缺少对举办地进行全面的调研与评估以及对赛事的组织实施过

程缺乏科学分析与论证所导致的风险.1)赛事日程安排.确定一项马拉松赛事的比赛日程首先考虑的因素是

当地同期历史气象条件,如温度、湿度、降雨概率等,其中气温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国际田联路跑赛事指

南》中提出最佳的比赛温度为5~15℃[2],30℃以上则不易举行马拉松赛事.此外,比赛同期当地是否有其

他大型文体活动、政治会议、大型考试等也是日程安排考虑的重要因素.2)起终点规划.起终点规划应考虑活

动区域面积、布局、周边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起终点面积和集结区面积两项指标最为重要,必须满足参

赛人数需要.否则人群密度过大易引起风险事故.国际田联要求白金标赛事起终点人均面积至少应为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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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FRUIN在人群聚集风险预警模型中提出人均面积应大于3.25m2[3].此外,集结区是选手起跑出发前

的集结位置,《国际田联路跑赛事指南》中明确规定集结区应该保证每名运动员至少有0.4m2 的空间区域,
若集结区人员过于密集,起跑时会存在踩踏风险.3)赛道规划.赛道宽度、出发直段距离及冲刺直段距离是马

拉松赛道规划的重要参考因素.我国马拉松赛事组织标准中明确规定赛道宽度不得少于6m,出发和冲刺直

段距离不得少于300m[4].通过走访中国田协相关人员得知,赛道宽度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证比赛中选手出

现意外时救护车能够及时通过,而出发及冲刺直段距离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选手起跑及冲刺的顺畅.
3.4.2 选手组织风险

选手组织风险是指由于赛事主办方对参赛选手的资格审查、风险提示、参赛指导等过程存在管理疏漏及

行为失当等所造成的风险.1)参赛资格审查.马拉松赛事主办方应当采取合理与完善的安全预防措施,严格

审查选手的年龄、体检证明、以往参赛记录、安全背景等信息,确保选手具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身体条件和资

格,减小赛中发生风险的概率.2)参赛风险提示与防范.马拉松赛事主办方对于赛事举办与组织应承担必要

的风险告知义务[5],从选手报名开始便应强制签署风险告知、法律责任等参赛声明,告知参赛者可能会承受

的相关风险.同时马拉松主办方也应为所有的参赛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并包括猝死险,以减轻意外发生后

造成的损失.3)赛前集结管理.入场安检是马拉松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

爆炸案值得世人警醒.严格的检录是选手有序起跑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马拉松赛事连续出现的跨区起

跑、替跑等违规行为都与检录不够严格有着直接的关系.跨区起跑会导致起跑过度拥挤,甚至引发踩踏,而因

替跑导致猝死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3.4.3 物力保障风险

物力保障风险是指马拉松赛事正常运营所必备的场地、设施、设备等物质资源的数量、规格、品质等未达

到赛事的要求而导致的风险.1)固定物的搭建.马拉松赛事以城市的公路为赛道,举办地点通常都没有可用

的永久性设施,需要零时搭建起跑出发拱门、展示舞台等.这些临建设施必须符合国家《临建设施指南》的要

求,搭建高度不宜超过3.5m,否则将存在风险隐患.在以往的赛事中拱门倒塌也偶有发生,如2019年东营马

拉松.2)隔离的设置.大型马拉松赛事在赛道沿途各路口、繁华路段两侧、集结区等位置都必须采用硬质隔

离,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赛道,保障赛事的安全有序.2017年马来西亚某赛事由于赛道沿途未安放路

障,导致一辆汽车冲入赛道撞伤三位选手.3)标识设置.大型马拉松赛事起终点区域及赛道沿途需要有大量

的标识为选手提供方向、区域、位置的指引,但若标识高度不足,则容易被人群遮挡,引发起终点区域混乱.通
过访谈得知,起终点标识高度应至少达到3m,赛道标识高度不低于2m,才能起到有效的指引作用.4)卫生

间布局.马拉松赛事起点位置和赛道前5km厕所数量必须充足,否则会影响选手的参赛体验,甚至引发负面

舆情.北京马拉松尿红墙事件便是最经典的反面案例.我国马拉松竞赛组织标准规定厕位数∶现场人数的起

点不低于1∶70,赛道沿途不低于1∶600.如此方能满足赛事的需求.此外,起终点位置移动厕所摆放位置的

不合理亦会导致道路堵塞,甚至影响检录工作的正常进行[6].5)补给供应.国际田联规定赛道沿途每5km设

有饮料站,每2个饮料站之间设有水站,且每个站点至少应为每名选手供应250mL以上的水量.
3.4.4 人力保障风险

人力保障风险是指由于管理上的不善和制度上的缺陷而导致组织参与者对马拉松赛事造成损害的可能

性[7].1)裁判员管理.我国马拉松竞赛组织标准明确规定A类赛事核心岗位裁判需具备国家级以上资质及两

年的执裁经历,而赛道丈量员更需具备国际路跑协会B级丈量员的资质.但由于赛前培训、演练不到位,赛中

裁判员失职等引发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如2005年全运会马拉松决赛,由于裁判员的引导失误导致冠军选

手少跑了800m.2)志愿者管理.志愿者是马拉松赛事中除参赛选手以外最庞大的人群,北京马拉松志愿者人

数超过7000人,因此大型马拉松赛事志愿者招募、培训、演练是赛事成功举办的最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我
国马拉松赛事志愿者主要是从当地高校定向招募大学生.这样有利于对志愿者进行集中管理.但由于部分学

生并非自愿参与,容易出现迟到、缺勤、工作不积极等情况,因此组委会应按照需求人数与实际招募人数以

1∶1.2的比例来招募[8],避免由于人员不足带来风险.通过走访得知,赛道检查志愿者至少应达到420人,沿
途每100m约有1名志愿者,从而保证选手发生意外时,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实施救援.3)工作人员管理.大型

马拉松赛事的组织与运营涉及大量的部门与人员,在赛事的启动之初应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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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质量标准等,再由各部门逐级分解任务,并责任到人.
3.4.5 财力保障风险

财力保障风险是指赛事主办方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难以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因素,使其在一定时期、
一定范围内所获取的最终财务成果与预期的运营目标发生偏差,从而给赛事主办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1)资金筹集.运营经费的到位情况,以及备用经费的预留情况都决定了赛事能否正常运行.目前国内马拉松

赛事的资金筹集主要是依靠政府拨款和企业赞助为主,报名费和附属产品的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而对于一

些大型的金牌马拉松赛事来说,政府给予的运营经费比例很小甚至没有,几乎都是靠企业的赞助维持赛事运

营[9],资金来源比较单一.2)支出管理.在赛事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内容、开支标准及用款计划执

行,并对资金的收入、支出、占用、耗费进行日常的核算,从而规避由于财务问题而引发的风险.3)赛事保险.
在赛事的筹办过程中,由于存在各种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很多风险是难以避免的.如2009年北京马拉松比

赛中,一名老人被赛事临时广告牌严重砸伤,赛事主办方也因此承担了大额的经济赔偿.为了避免因意外事

故产生的大额经济赔偿,组委会应购买公共责任险.此外,近年来由于恶劣天气及其他突发因素导致马拉松

赛事被迫取消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类马拉松赛事纷纷选择延期或停

赛,许多赛事主办方因此而承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购买赛事取消险是规避相关风险的最佳途径.
3.4.6 交通保障风险

交通保障风险是指马拉松赛事的举办会在短期和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聚集大量的人流与物流,而人流与

物流的移动效率低下可能对赛事的正常运行造成风险.1)赛事车辆管理.马拉松赛事车辆众多,大致可分为

人员物资投放车辆、前导车辆、救助收容车辆三大类,赛前需要对各类车辆的行进路线、停靠位置进行详细的

规划,并制作各类车辆的通行证件,规定各类车辆的通行区域与时间,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在以往的马拉松

赛事中存在着大量的由于交通运输不畅导致的风险案例,如物资运输车辆对比赛线路和点位不够熟悉,导致

赛事物质无法及时到达、重复投放、丢失等情况;前导车辆不熟悉赛道以致选手跑错路线等情况.2)选手交通

保障.由于大型马拉松赛事参赛选手众多,赛事主办方需要在赛事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本地的交通服务软硬

件状况,为当地选手及外地选手合理的规划公共交通运输路线及停靠位置,增加比赛当天起终点附近的交通

运力,保障选手抵离的便捷.在我国某些赛事中,由于终点位置远离市区或比较偏远,公共交通运力不足,导
致赛后选手大面积的滞留.
3.4.7 组织协作风险

组织协作风险是指赛事的组织与运营过程中,赛事组织者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由于协议不够完善、责任

不够明确、缺乏必要的沟通等造成的风险.1)赛事安保.组委会应与安保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安全保卫方案、交
通管制方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落实工作;确保比赛期间赛道沿途各路口及起终点区域各出入口均有

安保人员值守;确保无关人员和车辆不得随意进入竞赛区域;配备与赛事安全工作需要相适应的警务人员及

专业安保人员.相关研究认为室外大型活动警力配备应达到参加活动人数的2%[10].从目前我国的大型马拉

松赛事来看明显高于这一比例.2)医疗救助.猝死是马拉松赛事最直接、最重要的风险,也是最常见、最棘手

的难题[11].赛前医疗卫生部门与组委会共同制定医疗救护方案,选派具有急救经验的医生、护士参与救助工

作,并为医疗志愿者进行培训与考核,确保医疗救助力量的充足.此外,医疗急救设备的充足也是选手安全参

赛的保障,我国马拉松赛事组织标准建议赛道沿途每2.5km 设置一处医疗站点并配备一辆救护车,每
1.5km应配备一台除颤仪,确保第一时间对发生意外的选手实施救助.3)电力及通讯保障.马拉松比赛期间,
各工作区域都需要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如现场展示、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需要电力部门对供电设施进

行周密的调试、改造与维护,并配备应急电源车,确保发生意外停电时,做到快速切换.4)外包服务.马拉松赛

事需要大量的供应商来为赛事提供服务,包括现场搭建、计时计分、物资运输等工作,组委会在招标意向书中

应明确规定供应商的专业资质、服务标准及时间节点,并获取相关公司的成立时间、经验、规模等信息,确保

供应商具有相关工作的能力.

4 结束语

本研究属基础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有较大的优化余地,特别是随着我国马拉松运动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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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些新的、未知的风险可能会不断出现,需要对指标体系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并通过实际的评估操

作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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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forlarge
marathonevents

ShiLei

(SchoolofSportsSciences,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ThroughthetworoundsofDelphiexpertconsultationinthetheoryandpracticeofdomesticmarathoncompe-
titionmanagement,theriskassessmentindexsystemforlargemarathoneventsinChinawasconstructed.Thesystemincludes
7first-levelindicatorssuchaspre-planningrisks,23secondaryindicatorssuchasthescheduleofevents,and56third-levelin-
dicatorssuchashistoricaltemperature.Onthisbasis,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isusedtoderivetheweightingcoefficients
ofallindicators,findingthatthetopthreearerespectwelythepre-planningrisk,manpowersecurityrisk,organizationandcol-
laborationrisk.

Keywords:marathonevents;riskassessment;indicator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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