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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上周末，在宁波和台州黄岩，分别举行了一场马拉松赛。

不出所料，奖牌又一次被非洲选手包揽。

近年来，全国都兴起了马拉松热。根据“中国马拉松”网

站 10 月 31 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至今中国马拉松的注册赛

事高达 294 场，而非洲选手承包奖牌，已经成为不少赛事的

常态。

“真不想和他们一起跑了。”台州马拉松爱好者陆海涛（化

名）说，“不论参加什么比赛，拿奖的都是这些黑人运动员，他们

受过专业训练，对我们这些本土业余马拉松爱好者很不公平。”

这些非洲选手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生态链？钱江晚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上周浙江两场马拉松，非洲运动员再度包揽奖牌，本土选手感叹“不想和他们一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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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的非洲人
宁波留学生为“生活费”跑马
多时一个月能赚2万元

10 月 29 日，2016 宁波国际马拉松开跑。

全程赛男女组的前三甲，分别被埃塞俄比亚

选手和肯尼亚选手包揽。不过，两个没有参

加今年“甬马”的宁波大学留学生，却因为一

篇“非洲留学生中国跑马淘金，月入 2 万”的

文章，意外成为了“网红”。

来自肯尼亚的威尔弗雷德和尼古拉斯，

是宁波大学机械学院的大四留学生。从大一

开始，两人“跑马”的足迹遍及中国 2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 80 余座城

市，累计参加了近百场马拉松比赛，并在大型

赛事中屡获奖项。

威尔弗雷德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马

拉松比赛的奖金一个月就能入账近2万元人

民币，已成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我已经

用跑马的奖金，为家人盖了一栋房子。”

威尔弗雷德说，参加跑马是因为贫困。

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母亲做点小买卖，除他

以外还有 5 个姊妹，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刚

到中国时，他曾为了节省费用，忍饿几天才吃

一顿饭。

不过来中国前，威尔弗雷德和尼古拉斯

并没有接受过马拉松训练。在机缘巧合下，

一位已经毕业的机械学院学长艾瑞克带他们

走上了跑马拉松挣生活费的道路。

据威尔弗雷德介绍，在肯尼亚有超过 1

万名以跑步为生的专业运动员。他们经常飞

到全世界各地去比赛赚钱。“跑马”时，他经常

会碰到老乡。

但让威尔弗雷德感到压力的是，随着马

拉松在中国持续升温，催生了更多的马拉松

经纪人，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黑色旋风”

到中国比赛。

他坦言，一些经纪公司招徕不少专业的

马拉松选手，主要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选

手，也有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选手。

虽然自己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每次都能

赚到奖金。拿不到名次的比赛，有时候主办

方会报销机票，有时候需要自己来承担。

■“跑马”经纪人
这是个你情我愿的买卖
经纪人至少抽头1~2成

绝大多数非洲选手，在参加中国马拉松

赛事时，都会找一个中国经纪人，但他们的关

系相对松散，因此经常会发生纠纷。

10 月 28 日，4 名肯尼亚选手在参加完黄

岩越野马拉松赛后，因为8.5万元奖金的分配

问题与经纪人发生争执，随后与经纪人失去

联系。几人的签证又即将到期，无奈之下，他

们只能报警求助。在黄岩城东派出所民警的

帮助下，他们才找到经纪人解决了纠纷，顺利

登上回国的飞机。

陈方明（化名）就是一名马拉松经纪人，

他拥有一家经营体育用品的公司。用陈方明

自己的话说，当经纪人是“兼职”。而外国运

动员来国内参加马拉松比赛，其实是一个有

双方需求的你情我愿的买卖。

“都是别人自己找上门来的。”陈方明告

诉钱江晚报记者，自己也是个马拉松爱好者，

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经纪人业务。

他的业务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国外运动员委托我们帮忙联系

赛事，主要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因为这些非洲运动员不懂中文，无法自己报

名，需要我们帮他拿到赛事安排表以及奖金

的情况。”

这种方式，陈方明方面会收取奖金总数的

10%~20%作为酬劳，如果要安排工作人员全程

陪同、安排食宿，酬劳可能会达到奖金的一半。

另一种方式是和马拉松组织方或当地政

府合作。“尤其是一些小地方搞马拉松比赛，

会让我们多邀请些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参

赛，这样就感觉整个赛事高大上起来。”

陈方明说，跑马经纪人目前在国内还是

一个新兴的产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因

为要靠经纪人赚钱，这些非洲选手往往对经

纪人言听计从，但这个行业鱼龙混杂，也有不

少经纪人会做损害运动员利益的事情。”

■赛事组织者
不会主动邀请外国选手
考虑对比赛进行分级

11月13日，台州市还将举行一场马拉松

比赛，目前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钱江

晚报记者昨日联系到台州市体育局马拉松办

公室顾一俊主任，向他咨询了关于外国选手

参赛的相关情况。

去年的第一届台州国际马拉松赛上，就

有不少外国选手参赛，并且几乎包揽了所有

奖牌。顾一俊也认为，这种现象对本土选手

有失公平。

“我们一开始觉得，马拉松比赛不分国界

不分肤色，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参加。但后来才

知道，有很多是专业选手，专门来赚奖金的。”

不过顾一俊坦言，今年的赛事，依然不会

对外国选手参赛进行限制。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外国选手要来参

加，我们也欢迎，但是我们也不会主动去邀

请，更不会给予政策上的优待，一切都是给予

相同的标准，你报名手续如果不合乎规定，比

赛中有什么违规违纪的行为，我们照样取消

比赛资格。”

另一方面顾一俊也表示，会根据其他地

方的经验，考虑对比赛实行更合理的分级。

“不少地方已经就外国人参赛的问题在

研究对策。比如不少马拉松比赛中，已经推

出了两套计量标准。”顾一俊举例说，比如划

为“国际组”、“国内组”，两者都有奖励，“这样

的话，让本土的爱好者也有机会拿到奖项，保

护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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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经纪人发生纠纷，4 位参加黄岩越野马拉

松的非洲选手不得不报警求助。

参 加 2016

宁 波 国 际 马

拉 松 的 非 洲

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