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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美国友好运动会上发生的桑兰事件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保险问题随之成为体育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随

着蹦极、赛车、冲浪、漂流等危险性高的体育保险对于解除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后顾之忧, 减经处理体育伤害事故

的经济压力,缓解社会矛盾意义重大。同时,体育保险业还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

体育保险是一个等待挖掘的金矿。在本届奥运会上, 刘翔因伤退出北京奥运会110米栏预赛引发了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而作为中国国家田径队保险合作伙伴,中国平安保险也在第一时间回应称,平安除了一如既往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外,还将着手积极探索并加快开发运动员特 

殊肢体部位功能损失保险产品,标志着我国体育运动员肢体保险开始萌芽。 

    二、我国体育保险业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 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历程及现状 

    我国的体育保险起步较晚, 最早提出体育保险的设想是在1995年3月,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

递交提案, 要求给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6年,香

港南华体育总会会长洪祖杭以个人名义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赠体育保险基金1200 万元建立祖杭体育保险基金,以

支持国家体委建立运动员保险制度。1998年9月28日, 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

共同努力下,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所有奥运项目的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获得了运动员意外伤残保

险。1999年10月18日,完成国家队优秀运动员人身保险第二年度投保。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上,国家体

育总局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我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记者投保了1.6 亿元人民币,包括人

身意外保险和财产保险,每人可获得最高保险赔偿为30万元。 

    ( 二) 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 我国保险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为体育保险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我国保险业开始复苏并

迅速崛起,保险业以高于常规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后,保险业开始出现中外保险公司多家竞争共同发展的

多元化新格局。特别是近几年来, 我国的保险业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1998 年底,我国共有境内外保险企

业25 家,各国驻华保险代表处202个,保险从业人员15万人,保费收入1247亿元,保险深度1.57%, 保险密度为人均12.6

美元,这就为体育保险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2. 体育风险的存在产生了对体育保险的需求。在体育活动中,特别是在一些有较强对抗性和较大技术难度的竞技

体育比赛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赛车、体操、登山、航空运动等运动项目本身都有较大的危险性。如登山运动, 

根据中国登山协会统计: 在我国成立登山协会的46 年中, 有26个死亡, 伤残的人数则更多。 

    3.桑兰事件是我国体育保险业发展的催化剂。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第11届友好运动会跳马比赛的赛前练习中由

于空翻失误, 头部落地造成第6和第7脊椎错位, 使得身体瘫痪, 整个治疗康复费用约需50万元。由于友好运动员组委

会为每位参赛选手投保了1万5千美元的普通意外伤害险, 又为像体操等容易受伤项目的选手追投了5万美元的保险,同

时还为所有参赛选手投了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险,因此,桑兰伤病治疗的全部费用都由友好运动员组委会承担。这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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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育界和保险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启示,使体育界开始真正认识到通过保险规避体育风险的重要性,也促使了国内体

育与保险的紧密结合, 使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步入了正轨。 

    三、目前我国体育保险业存在的问题 

    1. 国民体育保险意识薄弱。 

    (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灾害、人身伤害、疾病等费用都由国家或集体包揽, 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享受着国家

更加优惠的待遇,造成了国民对国家的依赖思想, 这是影响国民保险意识的社会因素。 

    (2) 我国国民的人均收入较低,保险费偏高,国民的保险购买力不强是造成保险意识薄弱经济因素。 

    (3) 国民对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人有钱也不愿意买保险,更谈不上加入体育保险,这是造成保险意识

不强的文化因素。 

    (4) 不少国民有侥幸心理, 认为风险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是我国国民体育保险意识弱的心理因素。 

    2. 保险的覆盖面窄。除国家队运动员外,各省市运动员,及体校的青少年运动员, 仍处于高风险状态,在受伤或意

外时极易出现纠纷。而大众健身的爱好者或是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也应该投保与运动受伤和意外事故有关的基本险

种。 

    3. 体育保险法规、制度尚不健全, 险种少, 缺乏针对性。到目前为止, 我国仅出台了《国家对运动员伤残保险

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和《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从运动员保险来看, 只有运动员伤残保险,没

有意外伤残保险,退役养老保险、职业保险等。同时,不同风险、不同特征体育项目间的差别无从体现。从体育赛事保

险来看, 除人身险外, 还应该有转播险、监督险、财务险和责任险等。 

    4. 投保资金不足, 来源渠道单一。缺乏体育保险中介机构或经纪人。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 应由三部分组成, 

即保险人、保险中介人。我国目前关于中介人这方面的人员极度匮乏。这必将阻碍和滞后体育保险市场的健康发育。 

    5. 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 远没有达到2.1%的国际同行业

平均标准。根据1998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太保、平保四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97%。 

    四、对发展我国体育保险的几点建议 

    (1) 加强体育保险强制性立法; 

    (2) 加强宣传, 提高国民体育保险意识; 

    (3) 尽快成立专业体育保险承办机构; 

    (4) 要完善体育保险经纪中介机构服务体系; 

    (5) 丰富险种,促进体育保险的专业化; 

    (6) 加快我国体育保险金融人才的培养; 

    (7) 建立起一个中国体育伤病, 体育赛事, 及其它体育资源的数据统计资料库; 

    (8) 开发建立多元化体育资金来源渠道, 建立体育保险基金; 

    (9) 导入竞争, 积极加强对外交流。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变成了职业运动员,转变成了市场中的一员, 因此,可以考虑用商

业保险的方式解决运动员的风险保障问题。这样既能减轻体育行政部门的压力, 也能为更多的职业运动员减轻后顾之

忧。除了大量的运动员、教练员在训练、比赛中的生命安全以及疾病、养老问题以外, 众多体育赛事、体育器材等也

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70多万个运动场馆, 每年在各地举行近600场纳入国家体育总

局计划的大型体育赛事, 而且, 有3亿多人经常参与体育活动,各层次的专业运动员已达10 万多人,我国的体育产业经

营性机构达2 万多家, 从业人员60 多万。从这些统计数据中,不难理解我国体育保险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同时,除了

体育赛事之外, 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但长期以来, 大众体育保险和学校体育保险,一直是体

育保险的薄弱领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险需求的增加,此类体育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加, 也将会成

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综上所述, 体育保险产业将成为未来的一项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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