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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VS朱骏炜
上马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上海东浩兰生赛事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2023年本报上马特刊
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怀
揣大满贯之梦 前进路上孜
孜不懈》。一年之后，这个梦
想已落地申城、走入现实
——上马成为了现在全球

“唯二”、国内唯一的大满贯
候选赛事。角色定位上的加
码会为它带来怎样的推动和
提升呢？来听听上马组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上海东浩兰
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骏炜的分享吧。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上马历史上第一次 即将提前一年宣布赛期

牵手的背后
四个时间点

作为国内第一项获得世界田联白
金标认证的马拉松赛，上马曾开启一
方先河。如今，中国马拉松新的变革
之风，也可能再度缘起申城。

朱骏炜透露，在12月 1日完赛之
后，上马将在全马终点徐家汇体育公
园内与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一起为大家

带来重磅发布。其中，包括一个在上
马赛后发布会上从没有过的环节——
宣布2025上马的比赛日期。提前一
年就确定赛期，这是赛会历史上的第
一次。

与国际上办赛较成熟的马拉松
相比，国内数量众多的赛事一直都有
个“通病”，比赛日期的官宣和报名通
道的开启基本都得等到赛前两三个
月，有时预留的时间甚至更短。坦白
说，对想要提早制定生活和参赛计划
的跑者来说，这是一重困扰。如今，
上马率先拿出了想要有所改变的决
心。

说到比赛日期和报名通道，由于
还需进行数字化升级和匹配，上马在
这两桩大事上将分而治之。“我们计划

从今年开始，比赛结束后的当天就对
外公布第二年办赛的确切日期。而在
报名方面，还需要花相对多一点的时
间去和大满贯接轨。2025上马的报名
通道，预计会在明年6月底前开通，这
是一个过渡状态。再往后，我们的目
标是跟大满贯一样，都要为跑者们留
出大约一年的报名准备时间。”朱骏炜
透露道。

与往届相比，今年上马赛后发布
会的出席方中将新增来自世界马拉松
大满贯的代表。虽说他们在去年已对
赛事有过初步观摩和了解，但真正作
为对大满贯候选赛事上马的摸底，却
是从本届开始。

根据记者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世
界马拉松大满贯的代表会在此次实地

“号脉”后，给出专业评价和有针对性
的优化建议，以帮助上马在未来两年
的大满贯候选考核中能有更高的通过
概率。

在“考核能不能过”的这件事上，
朱骏炜显得颇有信心和底气。将在
2025年正式成为第七大满贯的悉尼
马拉松，它是上马的有效参照对象。
实际上，在该项赛事进入大满贯候选
名单第一年的2022年，那会儿的它还
不是世界田联白金标赛事。

“虽然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和世界
田联不是一套体系，但它们都是从专
业视角来考核赛事，考核标准中也有
不少相通之处。从上马进入大满贯候
选名单的起点来看，我们肯定是有自
信的。”朱骏炜表示。

跑者“打卡”更顺滑“九星计划”更显全球视野

奔向大满贯 上马眺望2027

“其实去年比赛那天，世界马拉
松大满贯方面已经有人来到了我们
的现场。”朱骏炜的一句话，将画面直
接拉回到了2023年 11月 26日那天。
无论是沉寂八年的赛会纪录终被打
破（也刷新了中国境内马拉松男子组
的 最 好 成 绩），还 是 达 到 新 高 的
97.18%的完赛率，这些都是2023上马
的高光时刻——也成了世界马拉松
大满贯对上马的第一段赛场印象。

朱骏炜告诉记者，在今年10月上
旬官宣上马成为“中国唯一大满贯候
选赛事”之前，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与他
们的接触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间点。
去年10月，双方围绕大满贯候选有了
初步沟通；去年11月下旬，在上马比赛
日当天现场考察；今年2月，进入合约
洽谈阶段；今年8月底，正式签订合
约。“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一直在世界范
围内寻找理想的可合作赛事。通过考
察交流，对方认为在赛事组织运营、专
业性、大众氛围、城市影响力等方面，
上马都符合成为大满贯候选的要求。”

在三年观察期内连续两次通过考
核方能转正，这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
对大满贯候选赛事的统一标准。“上马
最早的转正年份是不是2026年？”记
者在采访时就带着好奇直接提问了，
而朱骏炜给出的答案是：得等到2027
年。“实际操作过程中，世界马拉松大
满贯其实是采用‘1+2’的方式来考
核。今年是上马成为大满贯候选的第
一年，他们会在比赛时来进一步摸底，
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的两次考核则
是看2025年和2026年。所以说，上
马想正式加入大满贯得等2027年。”

11月初刚官宣转正的悉尼马拉松
就是一个实例。从2025年开始，全球
马拉松将正式从传统六大满贯的时代
迈入到七大满贯阶段：在波士顿、纽
约、柏林、芝加哥、伦敦、东京六大赛事
之后，新加入了第七大满贯悉尼马拉
松。从 2022 年成为大满贯候选至
2025年正式切换身份，该项赛事就是
按部就班地用了三年。从世界马拉松
大满贯的官方网站可以查到，目前全
球范围内的大满贯候选赛事就两项，
上马和开普敦马拉松，并且后者进入
候选名单的时间比上马早一年。朱骏
炜预测，如果没有大意外发生、各项进
度顺利推进，开普敦马拉松会在2026
年成为第八大满贯，而2027年转正的
上马就将是第九大满贯。

在对标大满贯的过程中，上马正
迎来一轮重要优化。除了在上文中已
提到的比赛日期早确定和报名通道早
开启，此番优化提升还涉及更多细节，
比如不少跑者关注的国内外赛事间的
成绩互通问题，以及境外选手在报名
时可能遇到的技术关卡等。据记者了
解，无论是计划走出国门去参赛的中
国跑者，还是想来上马“打卡”的境外
选手，未来他们的“来”和“往”都会更
加顺滑。

“从2025年上马开始，我们赛事
的成绩就能和包括大满贯在内的来自
全世界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站

赛事相通了。”朱骏炜告诉记者，目前
上马正计划进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年
龄组成绩排名系统，如果顺利推进，上
马将和包括大满贯在内的全球近400
站赛事实现成绩互通。“目前我们正与
大满贯赛事联盟就此事进行申请，一
旦申请顺利通过，上马的成绩在2025
年就可以与国际其他赛事互通。希望
关注我们赛事的跑者给予多一些的耐
心。”

国内外赛事间的成绩互通，它的
重要性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是一个
属于路跑圈的知识点。当跑者们在报
名境外赛事时，他们会需要填写过往

参赛成绩并递交相关证明，这在一定
程度上与能否中签相关。此前，包括
上马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路跑赛事的
成绩都处于仅限选手本人可查的状
态。“虽然完赛证书也可作为相关证
明，但终归没有官方在线查询来得可
靠。期待上马成绩跟国际互通的那天
能早日来到。”已是大满贯六星跑者的
陈晓韵展望道。

创立于2006年的世界马拉松大
满贯，经过18年的开拓发展，如今它
已打造出“7+2”的新格局，即七项大满
贯加上两站大满贯候选赛事。从世界
马拉松大满贯官方网站上的介绍可以

看出，辐射面更广、蕴含能量更大的
“九星计划”正在开足马力“奔现”。而
之于上马，随着赛事向大满贯日渐靠
拢，更多境外选手的来到可说是板上
钉钉的事，接下去要做好的就是相关
配套服务。

朱骏炜表示，目前他们在这件事
上也已行动起来。“一方面，我们要继
续推动ITP国际旅游跑者项目，另一
方面，则要把境外选手在报名时可能
遇到的技术关卡一一解决，比如没有
中国境内手机号怎么完成报名等问
题。不过，这也还需要一点过渡时
间。”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