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拉松热”背后的生意经：

赛事全面复苏体育消费活力迸发

4 月 16 日 上 午 7 时 ， 2023 年 北 京 国 际 长 跑 节 - 北 京 半 程 马 拉 松（简 称“北 京 半 马 ” ） 鸣 枪 起 跑 ， 规 模 达 2 万 人 。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多地马拉松赛事接续开跑。 赛事发展至今，马拉松已不仅是竞技场，更能带动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马拉松等体育赛事重新步入正轨，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得以释放。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马拉松“跑热”消费

“不为争金夺银，只为自己开心！ 毕竟在长安街上跑步的机会太难得了。 ”从天安门广场起跑，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场，此次北京半马的比赛路线让参赛者陈果（化名）激动不已。

本次北京半马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5万人报名，最终参赛规模达2万人。 参赛热情高涨的背后，也有一笔经济账。

对于参赛者来说，装备自然必不可少。 “跑马拉松其实很‘烧钱’ 。 跑鞋是有寿命的，一般参加过几次比赛就得换，而且不同的跑鞋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款式。 ”陈果介绍。

从跑鞋、运动袜、压缩衣裤等运动装备，到太阳镜、耳机、手表等穿戴装备，再到护膝护腕等防护装备，跑者的装备虽然可多可少，却无一不与消费息息相关。

各大运动品牌近期披露的一季度经营情况，也直观反映出大众对运动装备的需求回升。特步国际披露，一季度特步主品牌零售销售（包括线上线下渠道）同比增长约20%；安踏体育披露，一季度，安踏品牌产品零售金额（按零售价值计算）同比录得中单位数的正增长，FILA品牌产品零售金额同比录得高单位数的正增长。

“当前我国运动鞋服行业处于高景气阶段，未来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信达证券纺服轻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汲肖飞表示，一方面，居民健康意识普遍提高，运动参与度提升；另一方面，人均运动鞋服消费额增长空间广阔。 近年来，我国运动鞋服人均消费金额以及在服装消费占比均稳步提高，但相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

擦亮文化旅游名片

《2023中国田径协会路跑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备案的路跑赛事达133场，其中全马赛事为61场。

赛事全面复苏的同时，消费潜力同样可观。 马拉松将整个城市作为赛场，是打造城市名片的重要机遇，能直观拉动衣食住行各方面消费。

为让参赛者领略城市风情，多地在马拉松路线规划上下足了功夫 ：4月初举办的柳州马拉松比赛中，独特的紫荆花环江赛道穿城而过，几乎涵盖柳州所有网红打卡点；4月16日举办的2023扬州鉴真半程马拉松侧重展示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在沿途安排了古筝演奏、舞龙舞狮等文体展演。

参赛之余，也少不了打卡热门景点、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重庆火锅果然名不虚传！ ” 4月初，来自陕西的刘丽第一次参加重庆马拉松，赛前她和几位跑友便沿着江景跑步训练，还去了重庆主城区赏夜景、品美食。

以马拉松为契机，多地还结合赛事特点推出了各类促消费活动。 例如，重庆市整合商旅文体资源，打造全域、全行业联动的“重马国际消费节” ，将重庆马拉松延展成为持续半个月的“消费季” ；武汉市打造了“汉马美食周”活动，联合武汉特色美食店、百年老字号和网红餐厅，在全市精选人气美食，打造“舌尖上的马

拉松” 。

马拉松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有目共睹。 无锡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据估算，3月19日举行的无锡马拉松产生餐饮经济效益6960万元、住宿经济效益11661万元、交通经济效益600万元、旅游经济效益209万元、赛事展位销售额50万元。

体育消费前景广阔

马拉松赛事全面复苏是体育产业恢复发展的一个缩影。 除马拉松赛事以外，近期多地宣布将恢复举办各类赛事。

海南省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海南文体会展活动恢复振兴的若干措施》提到，重启六大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增加文化展演、体育赛事和会展活动产品供给。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日前介绍，上海今年已经举办或计划举办的国际国内大赛共有121项，市民喜爱的体育赛事陆续回归。

同时，多地正陆续发放体育消费券。 2023年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于4月14日12点启动，之后每天8点、12点、18点发放，包括5元-80元六种面值的通用券，全年将配送体育消费券4000万元。 武汉市于4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发放700万元消费券，券面金额10元至300元不等，市民领取后可通过线上及线下核销平台用于

各类体育消费场景。

普华永道日前发布的《全球体育行业调研（第七期）中国报告》显示，据保守预测，中国体育市场将保持5.2%以上的年增长率。 伴随着全民健身潮、消费转型和政策利好，我国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随着体育赛事重新步入正轨，包括将于今年夏季举行的成都大运会、秋季举行的杭州亚运会，相信会拉动产业链各环节的复苏，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未来体育行业仍将呈现积极增长态势，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得以释放。 ”普华永道中国体育行业主管合伙人周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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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AIGC技术和场景应用

华策影视拟增持上海华剧汇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华策影视4月16日公告称，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6175.76万元收购景宁元晖99.36%份

额，以自有资金1702.7万元收购景宁元

鑫98.39%份额； 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

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西溪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9.69万元收

购景宁元晖0.64%份额， 以自有资金

27.78万元收购景宁元鑫1.61%份额。

景宁元晖、 景宁元鑫唯一投资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华剧汇” ），现分别持有

上海华剧汇18.2644%、5.0851%股权。

对于本次增持， 华策影视表示旨

在助力上海华剧汇积极扩充影视剧版

权数量、加快制作优质视频素材、加速

创新商业模式落地、 探索基于华策元

视界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

术和场景应用， 构建中国最大的影视

素材版权运营平台。

拥有海量版权资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景宁元晖、景宁

元鑫将成为公司全资企业， 公司持有

的上海华剧汇股权由59.5057%增至

82.8552%。

公告显示， 景宁元晖包括17名合

伙人，其中4人为本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景宁元鑫包含23名合伙人，其

中1名为本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

规定，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华剧汇成立于2016年， 目前

已拥有574个在存IP， 包括33部电影、

34部网络电影、248部电视剧， 版权数

量合计约3万小时；建立了可确权可持

续售卖的资产管理系统， 包含IP数据

库、影视版权库、游戏和音乐版权库及

其他衍生产品库；完成了超1万条优质

视频素材制作， 建立起了众多标签的

版权检索体系；打造了智能运营体系，

形成了版权到期预警、挖掘沉没版权、

全版权开发运营、 版权保护与维权等

一系列核心功能。

截至2022年末， 上海华剧汇净资

产为2.68亿元。 2021年和2022年，上海

华剧汇营收分别为1.56亿元、1.67亿

元，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5168.35万元、

6559.51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华策影视表示

将给予上海华剧汇更多资金和科技支

持，助力其积极扩充影视剧版权数量、

加快制作优质视频素材、 加速创新商

业模式落地、 探索基于华策元视界的

AIGC技术和场景应用，构建中国最大

的影视素材版权运营平台， 形成以数

字视频版权为核心资产， 以数字科技

为技术支撑，面向全消费群体、全消费

市场的影视素材版权运营头部企业。

全面布局AIGC

增持上海华剧汇背后， 华策影视

着眼于AIGC的发展潜力。

华策影视早前披露， 公司已全面

接入百度文心一言， 将和包括百度在

内的战略合作伙伴们共同将AIGC技

术应用于内容创意、内容制作、内容宣

发等影视生产全链路。 公司将以科技

化数字化赋能产品创新， 提升生产效

率， 在技术与内容融合中找到新的价

值增长点，充分利用AIGC技术提升影

视行业全管线效率， 包括影视剧本创

作、AI换脸及换声、 场景及分镜制作、

数字人模拟虚拟角色、预告片剪辑、特

效处理、AI海报制作等。

华策影视的上述布局在未来具

有可观的变现价值。 随着短视频内容

的快速增长、版权保护体系完善以及

AIGC技术降低视频制作门槛， 广发

证券预期将来视频素材在内容创作、

营销宣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会越来

越多。

贵州茅台一季度净利同比增近两成

●本报记者 潘宇静

4月16日晚，贵州茅台披露一季度

经营数据。 公告显示， 经公司初步核

算，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391.6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18%左

右；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05.2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9%左右。

公司一季度业绩处于券商预测区间的

上限。

净利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

公告显示，2023年以来，贵州茅台

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 全力以赴抓

好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顺利实现了“开

门稳”“开门红” 。

贵州茅台此前表态称，2023年要

全力以赴抓好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各

项工作。 全年的经营目标包括：营业总

收入较上年度增长15%左右；基本建设

投资达71.09亿元。

公司一季度业绩处于券商业绩预

测区间的上限。 在一季度经营数据发

布前， 中信证券称， 近期飞天茅台整

箱、 散装的批价分别为2970元/瓶、

2760元/瓶， 延续春节后景气趋势，

市场整体库存处于低位，因此2023年

一季度公司业绩确定性强。 中信证券

预测，贵州茅

台一季度收入

和利润将保

持良性双位

数增长，预计

在10%-20%

之间。

贵 州 茅

台已经连续

两年一季度

的净利润增

幅超过营收

增幅。 贵州茅

台 2022年一

季度报告显

示，公司实现

营 业 收 入

322.96亿元，

同比增长 18.43% ； 归母净利润为

172.45亿元，同比增长23.58%。

贵州茅台称， 白酒行业正面临着

“新秩序重塑期、新格局形成期、新消

费升级期” 三期叠加的行业发展新形

势， 市场消费需求将会更加向优势产

区、头部企业和优秀品牌集中、倾斜，

行业“马太效应” 越发明显，行业总体

发展态势向好。

板块复苏势头明显

在A股酒水饮料行业中，山西汾

酒、 燕京啤酒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亦

不错。

山西汾酒发布的一季度主要经营

情况公告显示，经公司初步核算，2023

年一季度， 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36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20%左右；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4.52亿元左右，同比增长20%左右。

山西汾酒称，2023年以来，公司持

续深化市场布局， 积极打造汾酒全方

位产品矩阵，强化市场秩序管理，市场

销售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燕京啤酒发布的一季度业绩预告

显示，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为6200万元-6600万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076.76% -7539.

77%，实现2023年首季“开门红” 。

燕京啤酒称，2023年第一季度，公

司坚持党建引领，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

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按照既定的

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 提前部署并有

序推进各项工作。

招商证券表示，3月虽然消费行业

复苏势头环比稍有回落， 但同比先前

的可比月份仍然不错。 一季报业绩反

馈会让大家更确信板块的复苏以及全

年业绩的落地， 前期市场担忧的问题

也会解决， 复苏较好的板块将重新迎

来资金流入。

抢抓市场机遇

云南铜业2022年经营业绩再攀新高

●本报记者 康曦

云南铜业4月16日晚发布2022年

年报，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再破千亿

元大关， 归母净利润再创历史新高。

公司董事长高贵超表示，2022年是云

南铜业加快实施 “十四五” 发展规

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 这

一年，云南铜业抢抓市场机遇，经营

业绩再攀新高。 云南铜业坚定稳健经

营策略，主产品阴极铜产量连续三年

突破130万吨， 营业收入连续两年突

破1000亿元。

主要产品实现高产稳产

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349.15亿元， 同比增长6.1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9亿元，同比增长178.63%。 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18.11亿元， 同比增长

394.96%；基本每股收益1.03元。 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

元（含税）。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 云南铜业称

主要是公司紧抓市场机遇， 控制成本

费用，实现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022

年，公司主要产品阴极铜、黄金、白银

和硫酸均实现高产、稳产，全年生产铜

精矿含铜6.26万吨、 阴极铜134.92万

吨、黄金17.04吨、白银646.13吨、硫酸

480.07万吨。

2022年11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公司持有迪

庆 有 色 股 权 由 50.01% 提 高 至

88.24%。迪庆有色普朗铜矿是以铜为

主，伴有钼、金、银等有色金属的特大

型铜矿。 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普朗

铜矿保有铜金属量达261.15万吨，平

均品位为0.33%。 普朗铜矿采用全地

下开采， 采矿方法为自然崩落采矿

法，是目前国内建成投产最大的自然

崩落法地下矿山，也是国内最为先进

的矿山之一。

云南铜业曾表示， 迪庆有色良

好的资源禀赋为上市公司相关有色

金属冶炼及深加工产能提供了重要

资源保障， 为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

和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此

外，迪庆有色盈利情况良好，上市公

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迪庆有

色少数股权， 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

对迪庆有色的持股比例， 提升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

2022年，迪庆有色实现营业收入

24.83亿元，实现净利润7.18亿元。

积极关注优质资源

云南铜业作为中铝集团、 中国铜

业唯一铜产业上市平台， 主要业务涵

盖了铜的勘探、采选、冶炼，贵金属和

稀散金属的提取与加工， 硫化工以及

贸易等领域，是中国重要的铜、金、银

和硫化工生产基地， 在铜以及相关有

色金属领域建立了较完善的产业链，

是具有深厚行业积淀的铜企业。其中，

阴极铜产能达130万吨/年，位列全国

第三。

公司高度重视矿山资源接替，持

续开展各矿区地质综合研究、 矿山深

边部找探矿工作。 公司目前主要拥有

的普朗铜矿、大红山铜矿、羊拉铜矿等

矿山主要分布在三江成矿带， 具有良

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进一步找矿的潜

力。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矿产勘查活动

新增推断级以上铜资源金属量24.27

万吨。 截至2022年末，公司保有矿石

量达9.96亿吨， 铜金属量达374.56万

吨，铜平均品位为0.38%。

云南铜业称，在经营好现有矿山、

冶炼厂的基础上， 公司将积极关注优

质资源项目。

2023年是公司“十四五” 关键之

年，在年报中，公司透露将进一步优化

产供销财联动机制，促进职能部门、所

属企业有效联动， 加强与内外各单位

的协同， 全力抓好原料保供、 生产组

织、“两金”管控，确保稳产高效；加强

市场研判，做好自产铜精矿作价、硫酸

销售等工作，实现生产与市场同步，确

保效益最大化。此外，加快推进西南铜

业分公司搬迁等重点项目建设， 稳固

公司冶炼优势。

云南铜业表示， 西南铜业分公司

搬迁项目是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大背景下开展的，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矿产资源战略， 是公司完成绿色低

碳转型的关键举措。

“马拉松热”背后的生意经：

赛事全面复苏 体育消费活力迸发

4月 16日上午7

时，2023年北京国

际长跑节-北京半程

马拉松（简称“北京

半马” ） 鸣枪起跑，

规模达2万人。

放眼全国，今年

以来多地马拉松赛

事接续开跑。 赛事发

展至今，马拉松已不

仅是竞技场，更能带

动衣食住行等消费

需求。 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马拉松等体

育赛事重新步入正

轨，多层次、多元化

的消费需求将进一

步得以释放。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不为争金夺银， 只为自己开

心！ 毕竟在长安街上跑步的机会太

难得了。 ” 从天安门广场起跑，终点

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场，

此次北京半马的比赛路线让参赛者

陈果（化名）激动不已。

本次北京半马吸引了来自多个

国家的5万人报名，最终参赛规模达

2万人。 参赛热情高涨的背后，也有

一笔经济账。

对于参赛者来说，装备自然必不

可少。“跑马拉松其实很‘烧钱’ 。跑

鞋是有寿命的，一般参加过几次比赛

就得换，而且不同的跑鞋有不同的功

能，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款式。 ”

陈果介绍。

从跑鞋、运动袜、压缩衣裤等运

动装备，到太阳镜、耳机、手表等穿戴

装备， 再到护膝护腕等防护装备，跑

者的装备虽然可多可少，却无一不与

消费息息相关。

各大运动品牌近期披露的一季度

经营情况， 也直观反映出大众对运动

装备的需求回升。特步国际披露，一季

度特步主品牌零售销售（包括线上线

下渠道）同比增长约20%；安踏体育

披露，一季度，安踏品牌产品零售金额

（按零售价值计算） 同比录得中单位

数的正增长，FILA品牌产品零售金额

同比录得高单位数的正增长。

“当前我国运动鞋服行业处于

高景气阶段，未来仍有较大的成长空

间。 ”信达证券纺服轻工行业首席分

析师汲肖飞表示，一方面，居民健康

意识普遍提高， 运动参与度提升；另

一方面，人均运动鞋服消费额增长空

间广阔。 近年来，我国运动鞋服人均

消费金额以及在服装消费占比均稳

步提高，但相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

擦亮文化旅游名片

《2023中国田径协会路跑工作

报告》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备

案的路跑赛事达133场，其中全马赛

事为61场。

赛事全面复苏的同时，消费潜力

同样可观。 马拉松将整个城市作为赛

场， 是打造城市名片的重要机遇，能

直观拉动衣食住行各方面消费。

为让参赛者领略城市风情，多

地在马拉松路线规划上下足了功

夫：4月初举办的柳州马拉松比赛

中， 独特的紫荆花环江赛道穿城而

过，几乎涵盖柳州所有网红打卡点；

4月16日举办的2023扬州鉴真半程

马拉松侧重展示风土人情和历史文

化，在沿途安排了古筝演奏、舞龙舞

狮等文体展演。

参赛之余，也少不了打卡热门景

点、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重庆火锅

果然名不虚传！ ” 4月初，来自陕西的

刘丽第一次参加重庆马拉松，赛前她

和几位跑友便沿着江景跑步训练，还

去了重庆主城区赏夜景、品美食。

以马拉松为契机，多地还结合赛

事特点推出了各类促消费活动。 例

如，重庆市整合商旅文体资源，打造

全域、全行业联动的“重马国际消费

节” ，将重庆马拉松延展成为持续半

个月的 “消费季” ； 武汉市打造了

“汉马美食周” 活动，联合武汉特色

美食店、百年老字号和网红餐厅，在

全市精选人气美食，打造“舌尖上的

马拉松” 。

马拉松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有目

共睹。 无锡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据估

算，3月19日举行的无锡马拉松产生

餐饮经济效益6960万元、 住宿经济

效益11661万元、 交通经济效益600

万元、旅游经济效益209万元、赛事

展位销售额50万元。

马拉松赛事全面复苏是体育产

业恢复发展的一个缩影。 除马拉松

赛事以外，近期多地宣布将恢复举办

各类赛事。

海南省日前发布的 《关于促进

海南文体会展活动恢复振兴的若干

措施》提到，重启六大品牌体育赛事

活动，增加文化展演、体育赛事和会

展活动产品供给。上海市体育局局长

徐彬日前介绍，上海今年已经举办或

计划举办的国际国内大赛共有121

项，市民喜爱的体育赛事陆续回归。

同时，多地正陆续发放体育消费

券。 2023年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于4

月14日12点启动， 之后每天8点、12

点、18点发放，包括5元-80元六种面

值的通用券，全年将配送体育消费券

4000万元。武汉市于4月13日至5月7

日期间发放700万元消费券，券面金

额10元至300元不等，市民领取后可

通过线上及线下核销平台用于各类

体育消费场景。

普华永道日前发布的 《全球体

育行业调研（第七期）中国报告》显

示，据保守预测，中国体育市场将保

持5.2%以上的年增长率。 伴随着全

民健身潮、 消费转型和政策利好，我

国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随着体育赛事重新步入正轨，

包括将于今年夏季举行的成都大运

会、秋季举行的杭州亚运会，相信会

拉动产业链各环节的复苏，进一步提

振消费信心，未来体育行业仍将呈现

积极增长态势，多层次、多元化的消

费需求将进一步得以释放。 ”普华永

道中国体育行业主管合伙人周星说。

体育消费前景广阔

马拉松“跑热”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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