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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体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发展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体育为人民服务，

为国民经济服务，加强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兼备成立体育产业协会，举办体育场馆改革发展

论坛，加快体育场馆的开发开放，提高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办赛水平，组

织策划大型活动，充分发挥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和管理人才优势，积极申办、探索跨地区、

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赛事，加快培育体育竞赛市场，着力打造知名度高，影响力大，有一

定上座率的传统赛事、品牌赛事，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扩大趋

势。继续开展体育产业培训，指导体育产业开发，促进体育有形无形资产增值，推动体育产

业发展，积极培育体育消费市场，建立形式多样的体育俱乐部，整合、盘活各类体育资源，

完善体育资源信息和资源发布制度，推进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用品市场的

繁荣发展。

    体育保险是新兴的体育产业，实现体育产业市场化是发展体育保险的前提条件，完善我国

体育保险制度又是推进体育产业化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2006-2013年中国体育保险保费规模及增速统计     年份   体育保险保费规模（亿元）   同比增长

（%）       2006年   1.88   &mdash;&mdash;       2007年   1.78   -5.3%       2008年   4.16   133.7%       2009

年   1.82   -56.3%       2010年   2.12   16.5%       2011年   2.47   16.5%       2012年   3.02   22.3%       2013年  

3.58   18.5%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中心整理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体育保险产业调研及投资趋势咨询报告》共十一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体育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体育保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体育保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体育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

体育保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体育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体育保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育保险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监测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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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而近年来，体育伤残事故及纠纷的不断发生，特别是 1998 年美国友好运动会上发生

的&ldquo;桑兰事件&rdquo;，以及之后国内相继发生的曲乐恒车祸、董芳霄瘫痪、朱刚猝死等

运动员的伤亡事故，随后发生的&ldquo;上官鹏飞事件&rdquo;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体育保

险问题成为体育界关注的热点。

    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在体育界及保险界激起了千层浪，也极大地刺痛了体育人的心

，运动员退役就业与保险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与反思。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体育保险却正如火如荼地运行，不仅惠及普通民众，针对运动员的体育保险则更加丰富和

全面，能够很好地保障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体育保险由于发展比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试办体育保险，1995 年 3 月政协全国

八届五次会议才正式提出，2004 年 3 月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成立，才真正意义上揭开了

我国专业体育保险的发展序幕。以致我国体育保险与国外（美国）体育保险相比还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特别是在发生重大体育伤残事故后，及时补偿与后续保障不能有效对接，使运动

员和普通体育爱好者的积极性大大折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

。因此，如何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和理论，寻求新的创新方式和发展路径，来构建与完善我

国体育保险体系，较好地满足广大群众体育运动需求，以及有效地规避运动员参赛风险及后

顾之忧是未来体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民生体育建设的重要举措。

    1、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内部环境分析



    1.1 优势（S trengths）:我国体育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体育保险可分为两类：一是体育运动保险

；二是体育产业保险。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关于运动员伤残保险调研情况的报告表明，运动

强度越大，超负荷训练比赛任务越重，运动伤病就越多。目前，我国有注册运动员约 2 万人

，若加上二线、三线运动员则不下 8 万人，可见，运动员的运动伤残保险需求已是一块很大

的市场。竞技体育之外，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体育活动中的伤害是

在所难免，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增强，对体育保险的需求是有增无减，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体育产业方面的加大投入，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也越来越多，与此相关

的意外保险、医疗保险、责任保险、财产保险及赛事中断及延迟保险等需求不断增加,如何增

强我国应对体育赛事的保障工作，体育保险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体育局统计数据：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用地面

积39.8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2]2.59亿平方米，场地面积19.92亿平方米。其中，室内体育场

地16.91万个，场地面积0.62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152.55万个，场地面积19.30亿平方米。

201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以2013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61亿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2.45个，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1.46平方米。

    在全国体育场地中，体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2.43万个，占1.43%；场地面积0.95亿平方米，

占4.79%。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66.05万个，占38.98%；场地面积10.56亿平方米，占53.01%

。军队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5.22万个，占3.08%；场地面积0.43亿平方米，占2.17%。其他系统

管理的体育场地[6]95.76万个，占56.51%；场地面积7.98亿平方米，占40.03%。

各单位体育场馆数量及单位面积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在全国体育场地中，行政机关管理的体育场地8.39万个，占5.11%；场地面积0.86亿平方米，

占4.40%。事业单位管理的体育场地68.66万个，占41.81%；场地面积11.45亿平方米，占58.75%

。企业[7]管理的体育场地13.77万个，占8.38%；场地面积4.11亿平方米，占21.11%。其他单位

管理的体育场地73.42万个，占44.70%；场地面积3.07亿平方米，占15.74%。

    根据此次普查标准，全国普查到82种主要体育场地类型，场地数量154.01万个，占93.77%；

场地面积17.92亿平方米，占91.93%。其他类体育场地10.23万个，占6.23%；场地面积1.57亿平

方米，占8.07%。



各类型体育场馆数量及面积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在82种主要体育场地类型中，数量排名靠前的体育场地分别是篮球场、全民健身路径、乒

乓球场、小运动场和乒乓球房(馆)，共计124.80万个，占75.99%。

场地数量排名靠前的场地类型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场地面积排名靠前的体育场地分别是小运动场、篮球场、田径场、体育场和城市健身步道

，共计11.33亿平方米，占58.14%。

场地面积排名靠前的场地类型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96.27万个，占58.61%；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

占68.61%。其中，室内体育场地12.87万个，场地面积0.54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83.40万个

，场地面积12.83亿平方米。分布在乡村的体育场地67.97万个，占41.39%，场地面积6.12亿平

方米，占31.39%。其中，室内体育场地2.73万个，场地面积0.05亿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65.24

万个，场地面积6.07亿平方米。

室内外体育场地城乡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东部地区的体育场地71.10万个，占43.29%；场地面积9.38亿平方米

，占48.13%。分布在中部地区的体育场地40.39万个，占24.59%；场地面积4.18亿平方米，

占21.43%。分布在西部地区的体育场地42.63万个，占25.96%；场地面积4.28亿平方米，

占21.96%。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体育场地10.12万个，占6.16%；场地面积1.65亿平方米，占8.48%

。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体育场地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对比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增加84.45万个，用

地面积增加17.3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1.84亿平方米，场地面积增加6.62亿平方米；人均场

地面积增加0.43平方米，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5.87个。



体育场地主要指标十年发展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全国新建三大球场地中，足球类场地0.71万个，场地面积2136.99万平方米；篮球类场地47.69

万个，场地面积28179.67万平方米；排球类场地3.07万个，场地面积960.62万平方米。

三大球新建场地数量和面积情况

资料来源：体育总局

    全国新建全民健身路径器械330.03万件、登山步道0.12万条、城市健身步道0.97万条和户外活

动营地0.09万个，场地面积共计0.87亿平方米。以上的数字表明我国体育保险市场潜力十分巨

大。

    1.2 劣势（Weaknes s es）

    1.2.1 能体现体育运动特色的保险产品难寻、险种单一。体育运动有其自己的特色，高难度

、对抗性强，体育运动的高风险性，在运动中出现伤害事故是难以避免，死亡率、伤残率都

较高，所以目前各大保险公司都不愿过多涉及体育保险领域。在国内对于体育运动保险的开

发还比较少，目前也只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开发的几种专项运动保险，远远不能满足

不同人群对体育保险的需求。

    1.2.2 投保意识不强、投保能力不足。

    虽然说我国保险在近些年来有一些进步，但是体育大众的投保意识还是不够强烈。在竞技

体育中，由于运动员和教练员一直以来习惯了计划经济下所有的事有国家来操办，所以对保

险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保险意识不强。就投保能力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人

均收入还不是很高，运动员的收入也不是很高，难以支付保费，其次是我国国内体育保险产

品价格总体定价偏高，使得体育活动的主体无力投保。

    1.2.3 专业的体育保险人才极度缺乏。

    在我国，体育保险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行业，体育保险涉及到体育运动风险识别及管理、费

率精算、核保理赔、咨询中介等各方面。若大的一个体育保险业需要大量的保险专业人员支

持，目前我国保险业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在我国这种懂体育又懂保险的复合型人

才十分匮乏，严重抑制了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1.2.4 我国配套的体育保险法规不健全。

    保险业的发展缺少不了法律的框架，完善的法规体系是我国保险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就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是在《保险法》和《体育法》等法律框架内运行，目前对我

国体育保险的规章只有《国家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运动员



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几个文件，但就目前的法律

法规来看，许多险业务无法可依，直接导致的是保险业务无法开展起来，所以现行的体育保

险法规根本驾运不了这一复杂的领域。

    2、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

    2.1 机会（Opportunities）

    2.1.1 借鉴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比赛在我国的举行，特别是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后及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为我国体育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

广阔的空间，应该说我国保险公司具有应对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保险经验，所以我国保险公

司应该针对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对体育保险的需求，抓住时机，开发出相

应的体育保险新产品，构建及完善我国的体育保险体系。

    2.1.2 加强与国际体育保险机构合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加强各项体育事业的务实合作，是促进我国体育保险事

业向前发展的有利保障。国际体育保险日渐覆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已形成了

一套丰富的体育保险体系，我国保险业需要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体育保险的成熟技术和理念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体育保险的合作对我国体育保险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威胁（Threats）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体育保险体系比较建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外的金融资本可以自

由进入中国。加之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中，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体育保险业发展

还很不成熟。但是许多国际上著名的体育保险公司、经纪公司纷纷看好中国这块巨大的体育

保险市场蛋糕，都想分食其中的一块。而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保险具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

，有丰富的体育运动风险管理与控制理念，有先进的市场经验，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是我

国体育保险短暂的发展历程所无法抗衡的。我国体育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是国外著名体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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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变迁�129

    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由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功能决定的。体育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作用取决于社会对体育产业的需求范围与需求程度。

    原始社会，人们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社会分工的局限，早期的体育活动总是与军事、游

戏、宗教祭祀活动及生产狩猎等活动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形成专门的体育产业。 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已不像原始社会那样局限于单纯

的谋生需要，体育价值与不同的经济利益、阶级利益、生活条件联系起来，形成了较广泛和

具体的体育需要，如军事、教育和娱乐的需要等。但在古代，体育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

位为主要目的，体育被主要用于满足统治阶级的娱乐消遣需要，普通百姓对体育的需求较少

，体育产业处于萌芽状态，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国内体育产业在GDP中占比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中心整理

    在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

高使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满足的同时，对精神生活也提出进一步需要，使体育成为人们

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服务产品作为生活消费品的功能在不断加强，以其强身健体功

能满足人们改善机体机能和工作能力的生存需要，以其休闲娱乐、审美交际等功能满足人们

提升生活质量的享受需要，以及扩大和加强身心功能的发展需要。体育服务产品已经成为全

体社会成员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不仅如此，体育服务产品也越来越

多地在社会再生产中充当生产要素（服务型生产资料）投入生产消费。

    因此，体育产业在当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随着体育产业的迅猛发

展，不少国家已提出&ldquo;国民体育总产值&rdquo;的概念，体育产业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中国正处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根据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可以

预见，这将是国民经济&ldquo;软化&rdquo;，即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的过

程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由小康 型向富裕型的转变，居民消费需求层次升级

，作为满足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多层次精神消费需要、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体育产品将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必然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地位的提升。

2013年体育系统机构人员情况     指    标   合    计   国家级   省级   地级   县级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总计   7089   152342   44   5047   707   59048   1892  

47197   4446   41050       体育行政机关   3025   27708   1   219   45   1825   447   7342   2532   18322       运

动项目管理部门   300   32358   23   1187   206   27381   61   3540   10   250       本科院校   7   3866   1  

1032   6   2834                       职业、运动技术学院   20   6859           16   6813   3   46   1           体育运动学



校   268   17243           39   3613   183   12550   46   1080       竞技体校   16   839           1   318   10   411   5  

110       少儿体育运动学校

   （业余体校）   1460   21056           21   468   310   8271   1129   12317       单项运动学校   23   380          

6   104   13   249   4   27       体育中学   30   1610                   16   1017   14   593       训练基地   80   5652   5  

680   33   4362   35   450   7   160       体育场馆   676   15001   1   352   57   3173   387   8622   231   2854       

科研所   57   1514   1   273   29   993   26   248   1           其他事业单位   1011   15781   11   835   228   5930  

355   4054   417   4962       其他   116   2475   1   469   20   1234   46   397   49   375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中心整理

    展望未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为体育的蓬勃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与科学技术在

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所代替相伴的，是现代社会&ldquo;文明

病&rdquo;。这使社会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与普遍。随着生产和生活自动化程度的进一步

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体育将越来越成为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机体和精神需要的一个重

要手段，成为文明、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

用将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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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1月中国保险业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836.75亿元，同比增长16.55%；寿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8595.74亿元，同比增长8.45%。

    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621.25亿元，同比增长15.77%；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7589.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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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险业务中，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入921.53亿元，同比增长12.66%；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

入为267.33亿元，同比增长28.64%。

    另外，寿险公司未计入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投资款和独立账户本年新增交费2580.88亿元。

2014年1-11月中国保险业经营结构情况         单位：万元       原保险保费收入   187147567.89       1

、财产险   64520884.35       2、人身险   122626683.54       （1）寿险   102797946.12       （2）健康险  

14759745.83       （3）人身意外伤害险   5068991.59       人身保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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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及管理费   23991652.63       银行存款   249067256.54       投资   645720611.98       资产总额  

983188980.97       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   --       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投资管理资

产   --  

资料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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