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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 年被誉为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元年”。文章以 2014 年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重大

事件为依据，总结了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现状及其特点，分析了制约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核心因

素，并提出了出台相关政策、加快立法、设立运动马产业、整合资源、广泛合作、统一规划、创建十类基

地和推动运动马产业升级等发展建议。

2014 年是中国传统的农历马年，也是中国马业

与马术运动飞速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一年，特

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事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大力支

持发展射击射箭、马术等群众喜闻乐见和有发展空间

的项目”，这一提议极大地鼓舞了我国马业界人士。
因此，2014 年被誉为中国马业发展的“元年”。
1 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现状

中国历来是传统马业大国，由于社会的进步，传

统马产业一度退化［1］。近年来，受国外现代运动马

产业发展的影响，我国马产业由传统马业向现代运动

马产业转型，并表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1． 1 运动马产业组织体系逐渐健全

2014 年，中国马业召开很多重要的会议，不断完

善与规范了中国马业各级组织及其管理。中国马业

协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截止至 2014 年年底，

有国家级马业协会 1 家、省级协会 4 家。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首次成立马学分会，分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国

内外学术交流，对有关发展马产业的方针、政策、规

划、技术路线提出决策和技术论证。中国马业协会成

立了“中国纯血马登记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涵盖国

内育马场、赛马场、马术俱乐部、马球俱乐部、马具商、
地方马会、与马有关的科研教学机构的《中国马业目

录》，对全国马匹进行规范管理，为开展各类赛事做

准备。中国马业协会成立了“中国马会赛马委员

会”，积极推动规范化、国际化、常态化赛马运动。
1． 2 国际运动马产业合作日益广泛深入

2014 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法国、新西兰、阿根

廷和德国等国家在运动马产业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
中国马业协会与土库曼斯坦马业联合会签署了《中

土马业战略合作协议》，两国将共同开展阿哈尔捷金

马选育与繁育科学研究; 交流阿哈尔捷金马的饲养、
管理、现代训练方法与技术; 在北京创建“中国汗血

马产业园”开展区域性合作; 在两国共同举办阿哈尔

捷金马速度赛、耐力赛及其他赛事。法国赛马联合会

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法国马业推荐会，介绍法

国马业基本情况，以期加深中国对法国马业的认识，

在中国寻求广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西兰著名

的纯血马拍卖现场———卡拉卡拍卖会现场，接见莱德
马业郎林。中国和阿根廷签署《中阿马业合作备忘

录》，旨在推动两国马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包括推

动马匹饲养级管理技术，加强人才培训; 共同建立阿

根廷体育和休闲出口马匹官方性能评估体系; 推动互

认马匹谱系登记; 交换马匹疾病信息，合作开展马匹

疾病控制等工作，并成立马匹合作组执行备忘录。德

国马术协会与中方在德国大使馆签署合作协议，两国

在重庆市共同打造中国首家马术运动全产业链，具有

运动休闲、特殊旅游、文化推广、文化培育和国际合作

等多种功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马术表演
比赛场馆。
1． 3 运动马产业人才培养日益专业

自 2010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了
全国首个运动马驯养与管理专业以来［2］，全国已有
多个省市建立或正在筹建马术专业，主要包括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鄂温克职业学校开设了马术专业、广西德

保县职业技术学校开设了马球专业、青岛农业大学开

设了马科学专业、四川传媒学院开设了马术运动与管

理辅修专业、武汉商学院开设了马术专业。另外，辽

宁、江西等省正在筹备建设马术专业，中国马业协会

正在筹备建设中国马业人才培养联盟。
1． 4 运动马赛事组织活动日益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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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各种运动马赛事逐渐升级。世界汗血

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文化节首次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开幕式，并接受了土库曼斯坦赠送的一匹汗

血马，同时举行了汗血马选美大赛和世界汗血马大会

主题论坛及“马与丝绸之路主题论坛”; 习近平总书

记在乌兰巴托观看那达慕，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

吉赠送两匹取名为阿尔泰、克鲁伦的蒙古马; “中国

马都大赛马”和《千古马颂》首次在中国马都锡林浩

特市隆重上演，创造性地展示了悠久的马文化，并举

办了历时 2 个月的各项赛事，不仅有引人入胜的速度

赛、绕桶赛、障碍赛，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骑射、套野

马等; 第二届中国白马之乡文化节开幕暨中国马文化

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深入研究马文

化艺术及中国马会推动世界各国马文化合作搭建平

台; 中国马术场地障碍俱乐部联赛首次启动，还举办

了 2014 年浪琴表中国马术巡回赛、2014 年中国速度

赛马巡回赛等。
2 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特点
2． 1 传统马业与现代马业共同繁荣

目前，中国马业处于由传统马业向现代马业转型

时期; 但并不是传统马业消失，现代马业一枝独秀。
目前，牧民家庭那达慕、苏木那达慕、旗县那达慕、盟
市那达慕等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的那达慕纷纷登场，

草原旅游、民俗旅游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牧

民养马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些均表明传统马业与现

代马业两者共同发展、相互渗透、共同繁荣。
2． 2 现代赛事与马术表演共同发展

随着运动马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运动马各项赛

事也越来越多。障碍赛、速度赛、盛装舞步赛、绕桶

赛、轻驾马车越来越多地走入人们的生活。同时，传

统的马术表演，如马队仪仗、马上叼羊、马上捡哈达、
叠罗汉、马上杂技等也在各地繁荣发展，成为休闲娱

乐的重要内容。因此，传统马术表演与现代运动马赛

事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满足了人们生活休闲娱

乐多样化的需求，共同推动着中国传统马业与现代运

动马业的快速发展。
2． 3 地方品种保护与优良品种引进协调发展

中国历来是马品种的发源地，内蒙古四大名马、
新疆伊犁马等都具有优良的性状和无与比拟的优势。
近年来，受国际运动马产业发展的影响，国内许多地

方政府、学者、社会团体在全国建立了我国特有马品

种保护区，马匹品种得到纯化、种群得到恢复［3］。同

时马业人士大量从国外引进优良马匹品种，积极开展

马匹繁育［4］，如内蒙古马业协会在巴音锡勒建立的

育马场，培育的太阳花马已具有一定的种群基础，不

久的将来即可培养成为优良品种。
2． 4 人才行业培养与专业培养相辅相成

随着我国运动马产业的迅速发展，专业人才匮乏

日渐凸显。目前，进行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有俱乐部

行业培养和学校专业培养两种模式。俱乐部培养的

人才有较强的实践技能，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 学校

培养的人才既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也有很强的实践技

能，同时还具有管理协调等优势，但是学校受招生规

模等限制，人才培养有限。只有发挥俱乐部与学校各

自的优势，建立运动马产业人才行业培养与专业培养

联动机制，才能满足我国运动马产业的人才需求。
2． 5 参与国际赛事与组织国内赛事齐头并进

近年来，许多国内俱乐部采取在国外寄养驯练参

加国外赛事的方式来培养骑手、练马师、马房管理等

人员的国际水准，也有许多马业爱好者成为国外马会

会员。同时，国内运动马各项赛事呈几何级数量增

加，而且赛事的规模、层次、国际化程度亦不断提升，

组织管理的水平也不断规范，吸引了大批国际友人来

我国参加运动马各项赛事，加快了我国运动马产业规

范化、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2． 6 马文化挖掘与马文化建设协同发展

伴随着运动马产业的兴起，各地越来越重视马文

化的挖掘与整理［5］，如镶黄旗马博物馆、太仆寺旗马

鞍博物馆等对于传承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

面，许多城镇在建设规划中体现了大量的马元素，如

雕塑、主题公园、马具艺术品等。各马术俱乐部、马业

协会及各项赛事也是宣传马文化的主阵地，因此在挖

掘整理马文化的同时，积极推进现代马文化建设，必

将推动我国马文化的繁荣。
2． 7 政府引导与马业协会管理协调并进

目前，各级马业协会有效地引领着中国马业向规

范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并且为今后中国马业

发展制订了发展纲要，建立了育马基地。同时，各级

政府亦越来越重视马业发展，从政策、资金、科研、竞
技赛事、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如内蒙 古 已 将 马 产 业 列 为 重 要 的 特 色 产 业 来 扶

持［6］。因此，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强协会的管理职

能，使中国运动马产业驶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这是运

动马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 8 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协同发展

中国运动马产业的发展，既要尊重历史传统，又

要适应现代运动马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品

种保护、引进、改良与繁育、疾病防治、饲养驯练、赛事

组织管理与马具服饰制作等方面进行创新，构建具有

中国特点的运动马产业发展新体系，探索产业升级途

径，推动运动马产业集群发展。
3 制约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分析
3． 1 开展商业赛事的政策缺失

开展商业赛马发行运动马福利彩票是现代运动

马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实现运动马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源泉［7］。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等因素，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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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出台允许开展商业赛马、发行运动马福利彩票的

有关政策，目前的赛马活动多局限于竞技型、邀请、自
发组织或以参赛集资奖励比赛的方式进行［8］。因

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现代马业赛事，比赛的层

次、规模、参与的群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3． 2 中国运动马产业的发展缺失统一规划

目前，新疆、内蒙古、北京、辽宁、山东、湖北、山

西、四川、广东等地的运动马产业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共同的特点是以民间俱乐部为主，多处于散发、自
发状态，政府干预、行业协会主导的统一规划尚未形

成，全国马业各项活动，包括马匹进口的品种与数量、
赛事场地建设、赛事品牌打造、马疾病防治检疫等没

有统一的规划。仅 2014 年，全国关于马的赛事、展

会、论坛、文化活动等大小近百场，人们往往参加完一

个马博会又匆忙去参加另一个马博会，活动的层次不

高、内容机械单调等导致人们出现视觉疲劳和心理

疲劳。
4 思路与对策
4． 1 出台相关政策，加快立法工作

我国应切实考虑运动马产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

推动作用，借鉴国际成熟的运动马产业赛事政策、法
律，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运动马商业赛事、运动

马福利彩票发行的法律法规，保证运动马商业赛事公

平、公正、公开，保证马彩基金透明分配、支持社会公

共和慈善事业，保证运动马产业规范发展。
4． 2 设立运动马产业

积极建议国家农业部专设运动马产业，从国家层

面上重视运动马产业的构建与发展，将马匹的品种保

护、引进、马匹育种、疾病防治、饲草料研究产品开发、
马匹驯练、赛事组织等纳入运动马产业体系，促进全

国运动马产业的快速发展。
4． 3 整合资源，广泛合作，统一规划，创建十类基地

对我国运动马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系统调研，

科学分析，整合资源，统一规划中国运动马产业发展

的宏伟蓝图，建设十类基地。
1) 建立马匹品种保护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对

各地特有马匹品种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我国传统的

马匹品种资源。
2) 建立现代运动马繁育基地。规范各地马匹进

口，积极引进国外优良种马，在我国适合的地区建立

马匹繁育基地，繁育世界各种名马，如汗血马、纯血

马、阿拉伯马等，为国内马主和俱乐部提供血统纯正、
品种优良、能满足各项现代赛事的马匹。

3) 建立马匹调教基地。对不同生长阶段、不同

赛事用 马 进 行 专 业 调 教，为 社 会 提 供 性 能 优 良 的

赛马。
4) 建立马匹拍卖基地。逐渐推动马匹交易的市

场化、规范化，定期组织马匹拍卖，活跃交易市场。
5) 建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整合人才培养资

源，成立马业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按照运动马产

业体系设立马育种、马兽医、马营养、马调教、赛事组

织管理、马匹登记、兴奋剂检测、马具服饰设计生产、
马文化研究与传播等专业方向。

6) 建立马匹疾病防治基地。建立国际化的马医

院，引进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聘用国际知名的马兽

医，构建马匹全科诊断治疗体系。
7) 建立现代赛事基地。规划我国现代运动马产

业的发展，按照国际行业要求统筹建设赛事基地，能

够进行速度赛、障碍赛、绕桶赛、盛装舞步等现代赛

事，为马主、观众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
8) 建立饲草料研究生产基地。选择适合区域建

立适合马匹的各种饲草料的种植、加工基地，完成饲

草料的研究、示范、种植、加工、储运等任务。
9) 建立马具、服饰设计生产加工基地。融合现

代马具与传统马具的特点，创建品牌，开发马具服饰

市场，推动马具服饰向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
10) 建立马文化研究传播基地。一方面要积极

挖掘、保护、弘扬我国的传统马文化，另一方面要积极

学习国际马文化，逐渐建立传统马文化与现代马文

化、国内 马 文 化 与 国 际 马 文 化 共 相 繁 荣 的 马 文 化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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