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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保险现状分析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 7 月 15日召开的保监会半年工作会议上呼吁，希望各保险公司加快开发体育保险

目前国内看似红火的体育保险市场，如 F1、亚洲杯足球赛和奥运会，其实都是带有赞助性质的宣传方式，

保险公司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相关体育保险产品。  

  若要在 2008年奥运保险大战中分一杯羹，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国内的保险公司必须在经

验、技术、人才和立法等方面下功夫。 

  作为体育大国的中国，承办的体育赛事越来越多，规模也越办越大。与之不符的是，我国体育保险的

发展却远远滞后于中国体育的发展脚步。开发体育保险的声音，7 月 15日又从保监会的半年工作会议上传

来。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呼吁，希望各保险公司加快开发体育保险。 

  体育保险第一次受到国人关注，大概是在桑兰 1998年美国友好运动会上摔伤之后。友好运动会为她提

供的 1000万美元的高额医疗保险，不仅使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而且也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体育保险的作

用。 

  随后，上至国家体育总局，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把目光聚焦于体育保险。然而，发展体育保险的呼声

高唱数年，其发展却仍举步维艰。在国际体育保险日渐覆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同时，我国

体育保险却仍徘徊在运动员意外伤害和死亡险种上，其他的责任险和财产险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体育高层人士大声疾呼：抓住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契机，把奥运会体育保险产品开

发作为一个切入点，全面推动体育保险的发展。 

  蹒跚起步 

  吴定富在保监会半年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意味深长，“在国外，体育保险业在体育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而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都还没有开发体育保险。” 

当人们对 2008年奥运保险契机甚嚣尘上之时，我国体育保险尚处起步阶段的现状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

目前国内的需求来看，体育保险大致分两类：一是运动员的保险，主要是伤残保险；二是体育产业保险。

尽管我国体育保险市场需求极大，但是国内体育保险发展却是相当滞后。 

  遍观国内各大保险公司的产品目录，有针对性的、能充分体现体育运动特色的保险产品难以寻觅。为

详细了解体育保险产品开发现状，记者致电国内几家知名保险公司。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言辞谨慎，负责外宣的工作人员话语中略带遗憾：“目前我们公司的产品

还没有涉及体育保险，至于今后是否会开发相关产品，因涉及到上市公司的预期，不便透露。” 

  海尔纽约人寿有关人士坦言，“体育运动高难度、高强度、高对抗和高标准决定了其高风险性，死亡率、

伤残率都较高，使得保险公司赔付居高不下。作为营利性企业，保险公司为保障经济效益，目前基本上都

把高风险的运动项目作为除外责任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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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仅从媒体频频发布的新闻来看，华泰承保亚洲杯足球赛 8 亿元、中国人寿成为亚洲杯足球赛济

南赛区独家保险商、太平人寿成为 F1中国大奖赛保险合作商……，保险公司对于开发体育保险产品似乎又

是驾轻就熟。 

  对于这种现状，我国第一家专业从事体育保险的经纪公司———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玉春

一语道破：“目前国内看似红火的体育保险市场，如 F1、亚洲杯足球赛和奥运会，其实都是带有赞助性质

的宣传方式，保险公司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相关体育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和体育赛事主办方

是互赢互利的，这并不能代表我国体育保险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但是我们不妨借此‘东风’，来推动我国

体育保险的发展。” 

  郑玉春一番话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在上海 F1比赛日程临近之时，几度传来平安保险公司

拿下其保险大单的消息，但记者并没有得到平安有关方面的证实。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太平人寿上海分公司和泰康人寿为能搭上 F1赛事，花费不菲。太平人寿上海分公

司为刚刚结束的全国场地汽车锦标赛和 F1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全部赛程提供了近 5 亿元保额的保险服

务；而后者也因此赞助了参加 F1比赛的瑞士索伯车队。 

  试水商业化 

  桑兰的不幸，使得国家体育总局主管部门下定决心实施关于运动员人身保险的一揽子计划，至此，我

国体育保险商业化尝试拉开帏幕。 

  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先后向国内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两期运动员伤残保险，参

保人为 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基金会每年缴费 100万元，运动员每年只需缴纳 40元至 100元的费用，保

费根据运动项目而定；运动员在死亡和伤残时最高可得到 30万元的赔偿。保险期从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开始，

一直到国家队生涯结束。 

“但由于商业保险的险种在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理赔程序太过复杂等原因，这项计划的开展并不顺利。”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有关人士感慨道。因此，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改变商业保险模式，推出内部互助保

险，在全国 12个省市试点的同时，对伤残等级标准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按运动项目伤残风险实行了分类

缴费。2002年，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有专家称，互助保险并不等同于商业保险，现行的互助保险所支付的理赔金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

赔金，只是一种特殊的抚恤金。“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费用，属于福利性保险”，中华全国体育基金

会保险部张先生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的一致呼声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保险应该是商业保险”。对于目前保险与体育之间的合作关

系，有专家概括为“赞助性的公益化模式”，这一模式在体育市场化的初期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较

好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体育保险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向纵深发展，“赞助”对体育市场客观存在的庞

大保险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维系体育和保险的相对单一的公益化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体育保险

新型市场关系的建立。 

  与此同时，郑玉春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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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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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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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春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女足世界杯比赛由于非典影响而易

址，使中国足协等单位筹办比赛先期投入的直接损失上亿元，间接损失更大。这充分说明了进行体育保险

给组织比赛的主办者转移相关商业风险的必要性。 

  抓住契机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体育事业上投入了相当大的手笔，不仅举行的体育赛事越来越多，而且从事体

育运动的人也与日俱增。总的来说，体育产业的保险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在令中国人民举国同庆的同时，也振奋了整个中国保险界。就保险业而

言，体育保险将成为 2008年奥运保险商机的“宠儿”。国内各大保险公司蠢蠢欲动，有的甚至打出了“冲入

奥运保险市场”的旗号。 

  但是，就在这时，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孟昭亿却及时地站出来“泼冷水”，他曾公开坦言：“办奥运会

我们没有经验，办奥运会方面的保险更没有经验。因为除了一般的可能预想到的事件，还有很多包括保险

方面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问题都无法预见。若要在 2008年奥运保险大战中分一杯羹，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

相比较而言，国内的保险公司必须在经验、技术、人才和立法等方面下功夫。” 

  郑玉春对此颇有同感，“虽然说 2008年奥运会对国内保险业来说是一个契机，但是，商机同时也意味

着挑战，如何应对才能使体育保险走向双赢，这是接下来保险业人士急需思考的问题。如果 2005年以后国

内的保险公司还是提供不了完善的体育保险类产品，仍旧延续老的制度去运行的话，那就只能眼看着别人

来抢占这块市场了。” 

  在大举进军 2008北京奥运保险市场时，今年的 F1上海站和亚洲杯无疑是一个练兵的良机。“以目前的

实力和经验，国内保险公司还很难企及 F1这样的国际赛事的核心保险任务。”一位知情 F1保单的人士透露，

太平人寿此次进入 F1，保障对象都是中方人员，但是像 F1赛车手们这些具有特殊风险人群的保险合同，

国内保险公司就很难与国外公司竞争。 

  据悉，目前 F1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组委会已就赛事保险方面进入洽谈，其中包括公众责任险、赛车

的第三者责任险和比赛延迟险等。一有意参与 F1保险的保险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目前一方面正在加强

人才培训，另外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人才，借鉴学习国外相关体育保险知识和经验，以备战 F1保险之争。” 

在谈及向国外保险公司“取经”时，郑玉春回忆道：“我们在给 2008年奥组委作风险管理方案时，接触过不

少国外保险机构。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的保险机构一般不喜欢主动与其他保险机构沟通，这

时候国内的一些保险机构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与他们切磋交流。” 

我国体育保险大事记略（相关链接） 

  1.1995年 3 月，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政协全国八届五次会议递交了议案，要求给那些为我国体育事业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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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6年，香港南华体育会主席洪祖杭先生在中华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振绵的提议下，先后向基金会

捐款共计 1200万元用于建立专项保险基金，为所有国家队运动员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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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授权，由体育局人事司牵头，财务司协助，将体育保险的建立交由中华

全国体育基金会负责具体筹办。 

  4.1998年上半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保险部与保险公司共同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

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等涉

及“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这一崭新险项的关键性文件。这是国内体育保险（关于运动员保障）的雏形（正

式运行在桑兰事件之后）。 

  5.1998年 9 月 28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正式同中保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其保

险金额从 3000元到 30万元。 

  6.从 1998年开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先后为 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投保运动员伤残保险。普通运动

员在死亡和伤残时最高可获 30万元的赔偿，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最高可获赔偿 60万元。同时，即使在

非训练、比赛时发生意外伤害，每名运动员也可获得最高 20万元的赔偿。保险期从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开始，

一直到其国家队生涯结束。 

  7.2002年 9 月 27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对参加“互助保险”

的运动员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投保人应该是“优秀运动员（本办法所称优秀运动员是指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所属正式在编、享受体育津贴奖金制并从事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的运动员）”。 

  8.2003年 11月 4 日，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关于同意修改部分伤残互助保险条款的批复》

增加了扩大伤残互助保险人员范围、增加伤残等级第十一级的伤残等级标准及赔付标准以及相应调高第九

级和第十级的赔付标准等内容。 

  9.2004年 3 月 7 日，我国第一家专业从事体育保险的经纪公司———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京成立。

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将从事保监会批准的所有保险经纪业务，主要以运动员保险、赛事保险、体育保险

咨询为主体业务。 

  10.2004年 7月 15日，亚洲杯足球赛保险方面的承保竞争尘埃落定。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全部赛事总共

投保了 8 亿元的巨额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不但包括参赛队的训练设备及器材和其他与赛事有关财产的财产

险、比赛期间的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还包含风险较高的各类参赛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 

另据透露，为确保亚洲杯足球赛的顺利进行，保障亚洲杯足球赛重庆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和现场观众的人

身安全，重庆赛区组委会斥资为体育场和观众购买了高达 85.6亿元的巨额保险，这笔保险分别由新华人险

和中保财险两家公司受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与亚洲杯足球赛山东省（济南）赛区组委会也正式签订了协议，

成为 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济南赛区独家承保保险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济南市分公司此次为 2004年亚洲

杯足球赛济南赛区组委会工作人员及前来观看比赛的预计 20万名观众承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两大瓶颈制约体保发展 

  业内人士的多次呼吁言犹在耳，“中国保险业，请拿出真正的体育保险产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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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的呼吁或者指责，我国保险公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么，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缓慢，究竟原

因何在？责任是否全在保险公司？ 

  有专家指出，从目前国内保险公司自身情况看，国内保险公司在体育保险费率制定上，缺乏一些基本

数据，无法进行准确的定价；在条款设计上，主要参照一般的保险条款，还没有针对体育项目、运动创伤

和伤病开办具体的保险。 

  对于制约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原因，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精辟地归纳出两大“瓶颈”：观念问题与人

才问题。 

  郑玉春对于“观念问题”颇有发言权，“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成立 5 个月来，一直在和一些保险机构共

同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开发体育保险产品。我们最近在和一些保险公司研究世界杯足球赛预选赛投保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体育团队侥幸心理严重，他们认为出险概率基本上为零，因此完全没有必要

投保。” 

  专业人士称，体育运动存在很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运动员普遍具有很强的保险意识，许多著名运动员

不惜为自己的一只手、一只脚甚至是一根手指投下巨额保险。“可以说，我国运动员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

的影响，习惯于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认为自己受伤公费保险天经地义。” 

  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这种认识的误区正在被逐渐打破。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保险部张

先生告诉记者，自桑兰、姜涛等运动员接连出事后，国内运动员的保险意识日益加强，投保的积极性也随

之提高，目前中国大概有 2 万多名运动员已经开始“自掏腰包”投保了。 

  对于保险公司开发体育保险产品难在何处的问题，沪上几家知名保险公司负责人的口径极其一致，“体

育运动项目种类繁多，不同的项目涉及不同的风险。另外，相关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十分繁琐，致使保险公

司在确保保险范围、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方面面临极大挑战。” 

  “既懂体育又懂保险的复合型人才令各大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求贤若渴。”郑玉春表示，目前这方

面的人才是我国发展体育保险急需的，包括从体育风险的评估、重大赛事的监督和管理、投保后的跟踪服

务，到提供相关信息和数据、协助开发新的险种、出险后进行理赔工作等等，都需要这些人才的参与。但

是在我国，这种既熟悉体育资深特点、又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十分匮乏。 

几家保险公司负责人一致认为，国内保险公司发展体育保险滞后的表面原因是公司研发力度不够，更深层

次的原因是缺乏专业人才，人才的加盟将直接加快保险公司研究体育保险产品的进度。“就拿这次亚洲杯足

球赛承保来说，正因为缺少这类人才，间接导致了重复保险的产生。”郑玉春毫不讳言，很多国内保险公司

对 F1保单有“想法”。但不敢“染指”的原因，正是因为 F1赛事中的很多险种对于国内保险公司来说太新鲜，

而就目前来看，国内公司缺少专业人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在采访中，多家保险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下一步的计划是，加强市场调查与研究，培养开发专业人

才，开发真正意义上的既适合我国国情又适合体育发展的体育保险产品。 

  其实，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郑玉春告诉记者，国外在解决运动员个人投保时通常通过保险

经纪公司进行代理，由此很多专业体育保险经纪公司应运而生。体育保险经纪公司拥有一批既懂体育又懂

保险的专业人才，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和赛事承办方进行风险评估。相比之下，目前国内专业体育保险经纪

公司屈指可数，因此业内人士频频呼吁，开办体育保险经纪公司是目前发展我国体育保险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