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下对我国体育经纪人管理体制的发展对策研究 

文/王 鹏 

   1我国体育经纪人发展现状 
   1.1我国体育经纪人发展特点 
   目前我国体育经纪人数量不多且质量不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体育市场较
好的大城市。而且从业人员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从中国体育的发展状态来看，现需要体育
经纪人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业务素质，具体包括，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各学种知识，较强的信
息意识，自觉的法制观念，稳定的心理品质，良好的公共关系能力等诸多方面素质和能力，因此要
从培养模式下手使我国的体育经纪人能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需求。 
   1.2我国体育经纪人业务范围和服务方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将使我国体育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更加宽阔，服务方式更便
捷灵活。我国体育经纪人业务范围包括：运动员经纪，体育赛事经纪，体育组织经纪，体育赛事
（筹集资金）融资经纪，体育赛事的媒体传播权经纪，体育保险经纪，体育旅游经纪，体育文化经
纪，体育保健经纪，体育科技市场经纪等。体育经纪业务是一项需具备综合性知识和技能的行业，
它除需要一般经纪活动必备的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知识外，还需要经纪人熟知体育知识和各项规则。
从目前我国现状来看，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应尽快培养一批既懂体育又懂经济，既有组织
竞赛能力又有经营发展力的高素质的体育经纪管理人才。 
   2我国体育经纪人管理体制的发展对策 
   2.1管理机构的发展模式 
   我国体育经纪人管理机构的发展模式应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经纪人管理中心，
体育经纪人管理中心归属经纪人管理中心，体育经纪人管理中心负责教育培训，资格审批，监督管
理等各项管理工作，但由于体育经纪人有许多特殊性，如需要体育专业知识和与国际体育组织接触
的现实问题等，因此有必要将体育经纪人的教育培训这个问题特殊对待，国家体育总局应协助工商
行政管理局对体育经纪人进行体育专业知识培训和相关资格认定。 
   2.2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 
   建立科学有效的体育经纪人管理制度。等待条件成熟，可建立全国体育经纪人协会，实行自
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体制；实施保证金制度，维护委托人及第三人的利益；成立仲裁委员会解决体
育经纪活动中的纠纷及官司；建立体育经纪人的违规处罚制度，约束体育经纪人的违法行为等等。 
   经纪人要进行年度培训，这样可以了解运动员收入的发展趋势，新出台的相关法律，重大经
纪案件的审议与从事体育经纪业务密切相关的信息。 
   2.3管理办法应具备服务意识 
   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体育经纪人的职责、要求。我国足球和篮球协会对于
俱乐部和运动员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但是，这种管理办法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明显的管制和约束
色彩，较少服务和帮助成分。体育管理部门为体育经纪业的发展应该起何种作用还体现得不鲜明。
比如，不少体育经纪人对于足球协会的运动员转会摘牌制度颇为不满，认为削弱了经纪人在其中的
地位，导致中国的100多个足球经纪人不得不去争抢每年不足100人的外援引进业务，过于残酷的竞
争使得不少足球经纪人难于生存。 
   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在自身的体育产业制度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骤，尤其是
鼓励体育市场资源的流动和自主配置，省市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单项运动协会应该在鼓励体育市
场资源的开放性、自主性方面下功夫，在规范体育市场秩序、加强行业管理方面下功夫，同时扶助
体育经纪公司与外国企业竞争。从而为中国体育经纪行业的整体发展提供支持。 
   2.4相关体育管理部门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运动项目改革的初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项目协会全面管理和
办理体育事务的情况，后来则出现了一些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市场开发部或下属公司从事体育经
纪，尤其是赛事经纪的情况。这种情形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对于推动原有的体
育资源发挥效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体育主管部门或项目协会对于体育市场的直接控制和介
入降低了民间体育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当有些体育经纪事务被体育机构包办时，民间体育经纪人的
介入就显得困难重重。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处于转型过程中，产权关系还没有理顺，体育产业化刚刚
起步，体育职业化程度也有限，体育经纪人的发展空间自然受到了限制，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单项

 



运动体育协会甚至是体育管理部门占据了经纪人发展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相关体育产业制度的变革和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的出
台，有关体育管理部门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产业管理体制与运行机
制，理顺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体育中介业的发展（作者单
位：沈阳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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