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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马拉松赛事正值
爆发期。据中国马拉松官
网，今年仅 4月，全国就将
陆续迎来76场马拉松比赛
的举办。背靠千亿级市场
规模，马拉松在激活新消费
的同时，也催生出多种新职
业，“私兔”便是其中之一。
职业“私兔”最高月入 4万
的话题，引发关注。

“你用‘私兔’了吗？”最
近这句话成为不少跑友之
间的问候语。在“跑马”圈，
“私兔”也正从极小众的服
务成为“跑马”人的比赛选
择之一。所谓“私兔”就是
私人配速员，也称“职业陪
跑员”，与赛事组委会选拔

的“官兔”不同，“私兔”
如同贴身管家，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个性
化的服务。

马拉松催生新职业“私兔”月入上万元

马拉松催生
不少新职业

除了“私兔”，马拉松赛事还催
生出了诸如赛事摄影师、跑步教
练、运动康复师、马拉松赛事策划
师等一系列新职业，这些新兴职业
不仅为热爱跑步的人提供了全新
的发展方向，也为路跑运动的蓬勃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刘畅是一名赛事摄影师，在比
赛现场，需要在赛道上全程跟拍，
用镜头捕捉跑者们拼搏的瞬间、沿
途绝美的风景以及赛事的精彩全
貌，为跑者留下珍贵回忆，也为赛
事宣传提供素材。“大学期间，自己
爱好马拉松，同时自己也是摄影专
业，一次‘跑马’的时候带着相机参
赛，拍下了许多独特的‘风景’，后
来只要我所在的城市有马拉松赛
事，我就会自行前往拍摄，目前我
也成为了一些赛事的特约摄影
师。”

刘畅介绍，赛事主办方在向其
邀约时，会向其支付一笔费用，拍
摄照片用于赛事宣传。“现在还可
以在主办方指定的互联网平台上
传所拍摄的照片，若有参赛选手喜
欢，也可个人购买照片。”据悉，不
同互联网平台的照片售价会有不
同。在“跑步维生素”平台上可以
看到，5 张照片的售价为 68 元，10
张照片的售价为 98 元，20 张照片
的售价为 168 元；此外，还可以向
摄影师“答谢支付”每张照片16元
到28元不等的费用。

马拉松摄影师杨女士表示：
“目前正值马拉松赛季的高峰期，
每周最少参加一场比赛。我的报
价在每场1500~2000元，旺季时每
月收入可以过万元。”

“私兔”提供啥服务

这种“私兔”陪跑服务，逐渐从朋友间的
互助变为有偿付费。

从社交媒体上“私兔”发布的服务信息来
看，比起提醒参赛者配速的“官兔”，他们服务
内容更加广泛，包括赛前训练、赛时递送补给
和拍照、赛后拉伸恢复种种。

“私兔”的收费，通常是根据赛事大小来
定，从100元到1000元都有，其中差旅和补给
费用另算。

一场1000元的陪跑服务，到底是哪些人
在提供？又有哪些人会为此付费？

上海职业“私兔”张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做这一行最高可月入4万元。

“找了‘私兔’，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一个
教练、配速员、安全员、康复师和摄影师。”
张杨告诉记者，并非人人都可成为职业“私
兔”，成为“私兔”的前提是能力要远大于服
务者：“一般是经验丰富的资深跑者才能去
做这件事，他们需要靠突出的成绩拿到赛
事直通资格，同时还要有丰富的跑步专业
知识。”

张杨的“私兔”定价每场6000元左右。
他服务的客户来自全国各地。

据张杨介绍，选择找“私兔”的群体，通常
是在重要赛事中为了取得更好成绩的人。

他分享了自己做“私兔”的过程：至少提
前一周评估跑者的身体状态，进行训练指导，
并给出专业的调整意见；比赛前一到两天，抵
达对方所在城市，做肌肉拉伸放松，协商制定
比赛方案；比赛时，不仅要关注跑者的配速，
还得化身摄影师，记录精彩一刻，“那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服务他一个人了。”

对于月收入，张杨也进行了解释，“私兔”
服务仅是收入来源之一，“我还在做陪跑教
练、体能教练、跟拍摄像，有时会带着瑜伽垫
去田径场‘摆摊’，帮场上的跑者拉伸恢复，这
些加起来月入最高差不多是4万元。”

近两个月，全国一共有200到220场马拉
松赛事陆续上演。“全民跑马”带热马拉松经
济。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马拉松赛事直接
消费总规模突破133亿元。

有媒体拉出一份参赛消费清单：“报名费
200元，来回机票2000多，住宿费1000多，姜
母鸭100多，海鲜大排档几百块……零零碎碎
算下来一共花了五六千元。”

“私兔”目的不相同

杭州马拉松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
私人服务最初源于跑友间的互助行为，随着
马拉松热度的不断攀升，逐渐演变成了明码
标价的商业行为。他指出，“私兔”职业的兴
起，本质上是赛事服务供给不足的产物。“目
前全国每年对合格配速员的需求达上万人之
多，而官方选拔体系远远无法满足这一庞大
需求。”

“私兔”白景介绍，“官兔”的核心职责是
以精准稳定的配速奔跑，为选手提供参照，
帮助他们实现预期的完赛目标。而“私兔”
的服务则比“官兔”要细致得多，为了能帮助
客户取得好成绩，他带着两位跑马者提前两
天抵达重庆，在他的带领下，客户提前适应
了重庆多样化的地形。“这场比赛，我收了
8000元。”

“私兔”小强表示，现在需要“私兔”的一
般都是消费能力比较强的跑者，跟运动能力
关系不大。“‘私兔’要做的是赛前热身、提供
补给、赛道摄影、稳定配速、赛后拉伸，您要做
的就是专心跑步。”

前不久的无锡马拉松上，有“私兔”因
6000元/场的高价，引发关注。而在社交媒体
上，也流传着详细的“私兔”价目表。从低到
高的价格，与成绩相关，最低破“310（3小时10
分）”1000 元，最高破“220（2 小时 20 分）”
15000元。小强对这份价目表的真实性不予
置评，但只说自己并非职业“私兔”，平时也以
带朋友为主。

并不是所有接触记者的“私兔”，都以
赚钱为目的，小亮就是抱着互帮互助的态
度。他跟记者聊起来平时在哪训练，可以
约着一起练，交流心得。“我还是以跑友之
间友好帮助为主，没有网上传得那么夸
张。”小亮当赛事“私兔”，以时间收费，每半
小时收费40元。如果日常训练，基本上属
于志愿服务，“价格可以很优惠”。他说：

“我理解私兔是给消费能力强的跑者，提供
情绪价值为主。”

跑友评价褒贬不一

支持方认为，马拉松赛程中，疲惫与孤独
常伴，专业的“私兔”就像是鼓励打气、传授技
巧的伙伴。

“‘私兔’的优势在于不用进补给站，这样
巡航速度不容易被打乱，而且还能被鼓励，帮
着拍赛道影像。”去年参加上海马拉松时，小
铝在30公里处，跟随队友跑了一段距离，体验
了一把“私兔”。

“拥有‘私兔’并不等同于走捷径。”跑友
小铝说，日复一日地训练是基础，马拉松
42.195 公里的每一步，都需要靠自己的努
力。如果跑者已经经历完整的备赛周期，就
差一场比赛冲击自己的目标，体验“私兔”服
务，是为这场自我战役配备的最后一件武
器。“其实就是在一些不那么舒服的时刻，多
个人陪。”

杭州跑者老范则提到，他身边花钱请“私
兔”的跑友并不多，主要还是朋友互助的方
式。“一场马拉松比赛就有上万人参与，对我
们大众跑者来说，‘私兔’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管自己跑就行。”

也有人提出，职业“私兔”越来越多，会不
会影响比赛公平性、规范性？

去年11月，合肥马拉松组委会曾发布公
告指责“私兔”扰乱赛事秩序。公告中写道，
在比赛现场中出现未经授权、未参加组委
会正式“兔子”选拔，但背着完赛时间旗
帜、身穿配速员字样的“私兔”，扰乱了
正常的赛事秩序。

北京马拉松协会会长赵福明接受采
访时曾指出，若“私兔”未经授权冒充配速

员，演变为“流氓兔”，极有可能扰乱赛事秩
序，甚至引发安全风险。

上海体育学院陈国强副教授告诉记
者，针对“私兔”的管理较难。首先，“私
兔”服务多为口头约定，赛事成绩、配
速服务如何都没有统一标准，定价和
服务质量难以鉴定；其次，各大赛事
组委会、运营商等机构，现在都没有
明确的“私兔”管理模式，赛场上很
难区分哪些人群为“私兔”。

“是否可以制定相关规则，比如
建立‘私兔’认证机制，定期接
受培训考核，明确资质标准和

服务边界？”陈国强建议。

赛前帮助跑者放松肌肉
受访者供图

选择新服务
跑友需谨慎

马拉松“私兔”和摄影师服务
的出现，是体育产业发展和社会消
费升级的产物，它为跑步爱好者提
供了新的选择，也为体育经济注入
了新的活力。对于跑步爱好者而
言，是否选择私兔服务，需要综合
多方面因素考量。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且渴望在
比赛中取得突破，或者享受专业、
个性化的跑步体验，那么“私兔”服
务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选
择时，一定要谨慎筛选，尽量选择
有经验、口碑好的“私兔”，并签
订详细的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而对于有志于成为“私
兔”的人来说，这虽然是个充满
潜力的职业，但也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素养，同时要遵守行
业规范和赛事规则，不能为了利
益而破坏行业风气。

相关人士也特别提醒，“跑马
者”要注意区分“流氓兔”，赛事组
委会也需要加强对赛事现场的管
理，提高对私兔的识别能力，严格
区分官方配速员与“私兔”，对于扰
乱赛事秩序的“流氓兔”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为了促
进“私兔”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赛事主办方等
多方需共同努力。比如行业协会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标准，包括资
质认证、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并
加强对“私兔”的培训和管理。

本报综合北京日报、潮新闻、
北京商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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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松赛事
中的朋友互助
“私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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