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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体育场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体育场馆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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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体育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内体育产业，着力提升

体育产业经济贡献。开展大型体育赛事、规模性体育培训和大众健身，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保障体

系，着力化解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财务压力。尤其是是组织大型体育赛事也需要面对一些特殊的风险。大

型体育赛事组织具有人流、物流高度密集的特点，人流和物流在有限时间与空间内的大量聚集，导致赛

事执行和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发生概率较高。大型体育赛事组织需要平衡好“风险性”与“吸引力”，在

通过提高赛事活动挑战性来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要保证参与者、主办方的生命、财产与财务安全。 

体育场馆作为城市的重要公共建筑，尤其是提供公共服务并开展大型活动的体育场馆，如何深入贯

彻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发展的科学论述，做到科学决策，实现体育场馆建设与城市建设、经

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是体育场馆管理者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为了体育场馆在发挥其体育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功能基础上，承担了公共服务职能的体育场馆，应不

断提高开放程度、开发效益和运营管理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社会各界对大型体

育场馆的满意程度。应建立体育场馆安全风险分级与识别管控长效机制，加强事故防范工作，防止和减

少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建立健全运动员伤残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制度。大型体

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投保体

育意外伤害保险。 

体育作为推进实施强国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发挥保险机构风险

管理专业优势，为大型赛事、全民健身活动和体育培训提供全流程专业化风险管理咨询与保障，确保体

育场馆管理方在各个环节风险能够有效转移。保险具有风险管理、社会治理和资金融通等功能作用，能

够在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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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运营管理风险识别与保险配置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归纳了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过程中常见场景下风险点的识别与适配保险险种，规定了不同风险

情况下的保险保障配置要求。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过程中常见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1）体育场馆所有方或体育场馆经营方在场馆内经营主营业务； 

（2）第三方租用场馆场地进行赛事活动、培训活动、文化演艺活动、会展活动、商贸活动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提供大众健身、体育培训、竞赛表演的体育场馆（包括室外体育场地）所有方及

运营方，以及租用体育场馆进行赛事活动或培训活动的活动组织方或培训机构合理配置保险以起到风险

管理及风险转嫁的作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687-2018 保险术语 

《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3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育场馆公众责任险  sports venues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一般为体育场馆所有方或经营方）在体育场馆内进行场馆经营或管理活

动时，因疏忽或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

或者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3.2  

组织者责任险  organiser's liability insurance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一般为活动承办方）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因疏忽或过失导致意外事故，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

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

或诉讼费用以及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3.3  

培训机构责任险  training instit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一般为培训机构经营方）在组织培训过程中，因疏忽或过失导致意外事

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

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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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accident death and dismemberment insurance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合法经营的公共体育场所内或保险合同指定的体育场所内进行体育健身

运动时遭受意外伤害事故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一般包括身故保险金、伤残保

险金、意外医疗保险金、意外住院津贴等保障项目。 

3.5   

雇主责任险  employer's liability Insurance 

在保险期间内，对于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受雇过程中，从事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工作时，因遭受意外

事故导致伤残、死亡，或罹患职业性疾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

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人所雇用的员工是指与被保险人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

工期限、年满十六周岁的劳动者及其它按国家规定和法定途径审批的劳动者，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工、临

时工、季节工、徒工、实习人员、返聘人员。 

3.6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围绕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过程中包括体育场馆主营业务、赛事活动、培训活动、文化演艺活动、会展

活动、商贸活动、场地搭建布置等常见场景下，运动健身人员、工作人员、顾客、参赛者、观众等相关

人员遭受意外事故的可能性，以及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及损失程度，对风险程度进行分析及评估。

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对应配置适当的保险保障，风险评估过程中考虑的关键因子是保险保费定价环节

的重要参考因素。 

4 体育场馆风险场景及保险险种分类 

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中常见的风险场景及相适配的保险险种归纳见表1： 

 

表1  体育场馆风险场景及保险险种分类 

风险场景大类 风险场景举例 责任方 适配险种 
保险购买者及保险

赔付对象 

场馆经营方在经营主

营业务时，因经营方

责任造成顾客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 

1、场馆发生坍塌、火灾、爆炸等事故导致

顾客人身及财产受损； 

2、场馆内的设施缺陷，比如篮球架倒塌、

座椅不稳、吊灯坠下等导致顾客受伤或顾

客物品受损； 

3、顾客被场馆内堆放的杂物、地胶接缝处

绊倒，顾客因地面及场馆门口的积水积冰

等滑倒，导致顾客摔伤或顾客物品受损； 

4、顾客在场馆内的浴室、泳池边、楼梯台

阶、电梯等地摔倒受伤； 

5、场馆内闯进动物将顾客咬伤； 

6、顾客溺水、晕倒，场馆未及时施救导致

顾客伤亡； 

7、玻璃自爆或玻璃破损未及时清理导致顾

体育场馆

经营方 

体育场馆公众

责任险 
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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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被扎伤划伤； 

8、场馆为顾客提供的食品、饮料等导致顾

客食物中毒； 

9、水管爆裂导致顾客物品被淹受损； 

10、场馆帮顾客保管的物品被损坏或盗窃； 

11、顾客被场馆内的其他顾客误伤； 

12、未配置适当数量的的医疗救护人员、

医疗物资、应急救援人员、应急物资，导

致不良或严重后果 

活动组织方租用体育

场馆的场地来举办赛

事、文化演艺、会展

等活动，因活动组织

方责任造成参赛选手

或观众的人身伤亡或

财产损失 

1、参赛选手或观众被现场设备线缆、现场

堆放的杂物绊倒，因地面积水滑倒，导致

人员受伤及财物受损； 

2、现场工作人员、参赛选手或观众被临时

搭建的设备或物品砸到； 

3、活动方提供的食品、饮料导致参与活动

者食物中毒； 

4、马拉松比赛、公路自行车比赛的场地未

做全封闭管理，外部车辆意外闯入撞上参

赛选手； 

5、竞赛过程中因恶劣天气造成参赛选手人

身伤亡； 

6、参赛选手参加高强度体育竞赛过程中猝

死、意外身故或意外受伤 

7、未配置适当数量的医疗救护人员、医疗

物资、应急救援人员、应急物资，导致不

良或严重后果 

活动组织

方  

组织者责任

险；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 

活动组织方；参赛人

员 

培训机构租用体育场

馆的场地来进行文体

培训时，因培训机构

责任造成学员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 

1、教练员资质与从事的教学活动不相符，

或聘用无资质能力的教练员； 

2、教练对学员指导有误，导致学员受伤； 

3、教练对低年龄学员监管不到位,导致学

员相撞受伤； 

4、学员使用器械的方式不当，导致学员受

伤； 

5、教练或是清洁人员未对场地清理干净，

导致学员在训练时滑倒受伤 

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责任

险 
培训机构 

运动人员进行体育运

动或参加体育竞赛、

培训时，因运动人员

自身原因导致自身人

身伤亡 

1、运动人员参加有对抗性的体育竞赛过程

中被其他参加选手误伤导致意外身故或受

伤； 

2、在没有外界因素（比如场馆环境过于密

闭导致空气不流通、场馆见顾客倒地迟迟

不施救、活动组织方在高温环境下安排室

外高强度竞赛等）的前提下，运动人员因

自身身体原因，在运动过程中猝死； 

3、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前提下，运动人员因

自身原因导致受伤； 

运动人员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运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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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动人员在没有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或进

行国民体质监测的前提下，自愿参加高强

度体育活动 

体育场馆经营方的用

工风险 

与体育场馆经营方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

（包括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实习人

员、返聘人员等）因工伤亡 

体育场馆

经营方 
雇主责任险 体育场馆经营方 

其他相关主体的用工

风险 

1、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员工在体育场馆

工作期间因工伤亡； 

2、劳务外包业务涉及的工作人员因工伤

亡； 

3、场馆装修、舞台搭建等工程分包项目涉

及的工作人员因工伤亡； 

4、 租赁体育场馆场地的其他相关主体，

比如培训机构、赛事公司、演艺公司等的

用工风险 

相关主体 
雇主责任险、

意外伤害保险 
相关主体 

注：上表内所列的责任方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可能承担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 

5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主要从如下两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1）安全风险程度 

围绕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管理，体育赛事活动及其他各类活动筹办举办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及评估，评估安全风险程度。 

（2）运动/活动风险等级 

根据运动或活动自身存在的客观的风险特性，评估运动/活动风险等级。 

5.1 安全风险程度的评估 

风险安全程度分为三档，按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重大事故隐患、较大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

针对表 2 中所列的安全隐患情形或行为，按如下标准判定安全风险程度： 

（1）存在序号 1-序号 9，序号 18-序号 27 对应的安全隐患情形/行为之一的，判定为重大事故隐

患，应立即整改，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2）不满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条件，但存在序号 10-序号 17，序号 28-序号 35 对应的安全隐患情

形/行为超过或达到三项的，判定为较大安全风险； 

（3）不满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条件，存在序号 10-序号 17，序号 28-序号 35 对应的安全隐患情形

/行为不足三项的，判定为一般安全风险。 

 

 

 

表2  安全隐患情形/行为 

重要领域/关键环节 序号 安全隐患情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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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

管理 

1 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2 
未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未明确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未定期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未按规定进行应急演练 

3 体育场所存在违法违规建设或改造行为，或未按建筑设计功能开展体育项目 

4 
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未通过验收，未按相关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和维护，或超过使

用年限未经专业机构鉴定仍在使用 

5 
运动场地、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未针对消防、水电、燃气、

防灾减灾等方面制定实施相关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 

6 
未设立安全警示标识、安全提示公告、疏散指示标志等或设置不明显，堵塞、占

用、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7 
未按相关管理规定配备必需的保护设施、消防设施及器材、救援设备及医疗设备，

或未保持完好有效 

8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未按相关规定管理 

9 应持证上岗的关键岗位人员无证上岗，未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救助人员 

10 存在一处或多处体育场所或设备设施距离使用年限不足 5年 

11 存在一处或多处体育场所或设备设施正式投入使用的时间不足 1年 

12 体育场所内的单日平均客流≥200人次 

13 体育场所内的单日最高客流≥1000人次 

14 体育场地营业面积≥500平方米 

15 体育场地全部或部分位于地下空间或密闭空间 

16 体育场地内存放或使用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 

17 体育场地内包含如下场所的其中一个或多个：卫生间、更衣室、沐浴室、游泳池 

体育赛事活动及其他各类

活动筹办举办 

18 
应经批准（许可）的体育赛事活动未按要求履行相应审批（许可）程序，高危险

性体育赛事活动未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19 
将工作内容转包给不具备安全保障条件及能力的第三方，或未与第三方签订安全

协议、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可能导致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管理风险不可控的 

20 
未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安全工作方案，未明确并落实安保、观赛、“熔断”机制和

应急预案等相关要求 

21 
未对可能引发观众冲突、恐慌、踩踏等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实施应

对措施 

22 未对天气状况、活动场所自然环境等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开展跟踪监测和预警 

23 
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未对参赛年龄、身体条件、技术水平等特殊要求作出真实

解释和明确警示、并按要求进行验证 

24 
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体育场所、设施设备及临时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未查验

体育场所人员容载量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 

25 
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特种设备，以及食宿、

交通、设施搭建、医疗救援等配套服务等明确管理要求 

26 
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保护设备装备、消防设施及器材、救援设备及医疗设

备配备不足，或未保持完好有效 

27 
未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无相关专业资质或未经培训工作人员，未配备必要的、

符合相关规定安全救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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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1000人 

29 
参加比赛/活动的人员（包括现场观众），预计 10周岁及以下的儿童人数在总人

数中占比超过 30% 

30 
参加比赛/活动的人员（包括现场观众），预计 6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人数在总人

数中占比超过 30% 

31 活动承办方近一年内已组织承办同类活动的场次≤2次 

32 举办活动的场地全部或部分位于地下空间或密闭空间 

33 举办活动的场地涉及山地或海边，或未对活动场地进行全封闭管理 

34 活动涉及高强度运动 

35 活动现场提供食品、饮品 

5.2 运动/活动风险等级的评估 

针对体育场馆主营业务、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活动及其他各类活动所涉及到的运动项目/活动项目

的自身风险特性，综合评估发生风险事故的可能性及事故危害程度，对场馆、运动项目、培训项目按类

型进行风险等级的评估，风险由低到高分别为1级、2级、3级、4级，具体参见附录A《场馆类型风险等

级表》、附录B《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险等级表》、附录C《培训类型风险等级表》。 

6 保险配置指南 

6.1 通则 

（1）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活动组织方（包括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培训机构、参

与运动的人员、各类用工主体，应结合本文件“表1 体育场馆风险场景及保险险种分类”对自身所面临

的风险进行识别，应按照本文件“5 风险评估”的内容对自身风险进行评估，应按照本文件“6.2 保险

配置要求”的内容配置保险，以起到风险管理及风险转嫁的作用，有助于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

活动组织方、培训机构、各类用工主体的经营活动稳定有序进行。 

（2）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的内容，投保体育场馆公众责

任险、雇主责任险（或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3）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的内容，提醒在其场馆内参与

运动的人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宜向在其场馆内参与运动的人员提供体

育意外伤害保险线上投保产品。 

（4）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的内容，要求租用其场地举办

赛事、文化演艺、会展等活动的活动组织方投保组织者责任险。 

（5）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的内容，要求租用其场地进行

文体培训的培训机构投保培训机构责任险。 

（6）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的内容，要求相关主体投保雇

主责任险或意外伤害保险，规避用工风险： 

——劳务派遣单位应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障其派遣的员工，或为其派遣的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劳务外包单位应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障其参与外包项目的员工，或为参与外包项目的员工投保意

外伤害保险； 

——建筑施工工程承包单位应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障其参与建筑施工工程的人员，或为建筑施工人员

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租赁体育场馆场地的培训机构、赛事公司、演艺公司等应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障其员工，或为其

雇员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T/CSVA XXXXX—XXXX 

7 

（7）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加强合同管理，签署场地租赁合同、施工合同、劳务派遣合同、

劳务外包合同时，应在合同中明确要求合同方按本文件“6.2 保险配置要求”规定的险种、保障内容及

保额的相关要求进行保险配置。 

（8）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加强合同履行监管，应监督验证相关合同方是否按要求投保保

险，在相关合同方按要求完成保险投保后，方可进行合同签署，如相关合同方未按要求投保保险或擅自

退保，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及时中止或解除合同。 

（9）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健全智慧系统，将线上便捷投保保险、系统监测保险投保情况

等功能与智慧系统打通，提升保险投保的便捷性及保险投保情况的监测能力。 

6.2 保险配置要求 

6.2.1 体育场馆主营业务场景 

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应投保体育场馆公众责任险，除主险保障外，还应至少附加火灾爆炸责

任、食品饮料责任及客人财产保管责任，并且保单对于医疗费用赔偿范围应不限于医保范围内。 

体育场馆经营方（所有方）宜自愿为在其场馆内参与运动的人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或提醒参

与运动人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应至少包含意外身故及意外医疗保障，对于高强度运动，宜扩展投保猝死或

急性病身故保障。 

具体保险配置要求如表3： 

表3 体育场馆主营业务保险配置方案 

风险评估结果 适配险种 保险购买者 
场馆营业面

积 

保险最低配置要求 

（单位：人民币） 
是否强制 

安全风险程度为一般安

全风险，且场馆类型风险

等级为 1 级、2 级 

体育场馆公众

责任险 

体育场馆经营方

或所有方 

营业面积≤

5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1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1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营业面积＞

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场馆方为运动人

员投保； 

或推荐运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1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1 万； 

推荐投保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

全风险，或场馆类型风险

等级为 3 级 

体育场馆公众

责任险 

体育场馆经营方

或所有方 

营业面积≤

5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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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面积＞

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场馆方为运动人

员投保； 

或要求运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2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2 万；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

全风险，或场馆类型风险

等级为 4 级 

体育场馆公众

责任险 

体育场馆经营方

或所有方 

营业面积≤

5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营业面积＞

3000 ㎡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8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场馆方为运动人

员投保； 

或要求运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3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3 万； 

6.2.2 活动组织方租用体育场馆举办赛事或活动的场景 

活动组织方应主动投保组织者责任险，出租场地的体育场馆方应要求活动组织方投保组织者责任

险，并以其投保组织者责任险作为出借场地的必要条件。组织者责任险除了主险保障外，还应至少附加

火灾爆炸责任、食品饮料责任及客人财产保管责任，并且保单对于医疗费用赔偿范围应不限于医保范围

内。 

活动组织方宜主动为参与活动的人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或提醒参与活动的人员投保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应至少包含意外身故及意外医疗保障，对于高强度运动，宜扩展投保

猝死或急性病身故保障。 

具体保险配置要求如表4： 

表4 活动组织保险配置方案 

风险评估结果 适配险种 保险购买者 
活动参与人

数 

保险最低配置要求 

（单位：人民币） 

是否强

制 

安全风险程度为一般安全风

险，且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

险等级为 1 级、2 级 

组织者责任

险 
活动组织方 

参与人数≤

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1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1万 
强制投保 

200 人＜参与

人数≤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T/CSVA XXXXX—XXXX 

9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参与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 

活动组织方为参与活

动人员投保； 

或推荐参与活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1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1

万； 

推荐投保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全风

险，或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

险等级为 3 级 

组织者责任

险 
活动组织方 

参与人数≤

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强制投保 

200 人＜参与

人数≤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参与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 

活动组织方为参与活

动人员投保； 

或要求参与活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2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2

万；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全风

险，或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

险等级为 4 级 

组织者责任

险 
活动组织方 

参与人数≤

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强制投保 

200 人＜参与

人数≤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参与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8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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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 

活动组织方为参与活

动人员投保； 

或要求参与活动人员

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3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3

万； 

6.2.3 培训机构租用体育场馆进行文体培训 

培训机构应主动投保培训机构责任险，出租场地的体育场馆方应要求培训机构投保培训机构责任

险，并以其投保培训机构责任险作为出借场地的必要条件。培训机构责任险除了主险保障外，还应至少

附加火灾爆炸责任、食品饮料责任及客人财产保管责任，并且保单对于医疗费用赔偿范围应不限于医保

范围内。 

培训机构应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应至少包含意外身故及意外医疗保障，对于高强度运动，建议扩展投

保猝死或急性病身故保障。具体保险配置要求如下： 

培训机构宜主动为学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或提醒学员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保障应至少包含意外身故及意外医疗保障，对于高强度运动，宜扩展投保猝死或急性病身故保障。 

具体保险配置要求如表5： 

表5 培训机构保险配置方案 

风险评估结果 适配险种 保险购买者 
营业面积或

学员人数 

保险最低配置要求 

（单位：人民币） 

是否强

制 

安全风险程度为一般安全

风险，且培训类型风险等级

为 1 级、2 级 

培训机构责任

险 
培训机构 

营业面积≤

500 ㎡； 

或在册学员

人数≤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1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1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或 200人＜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营业面积＞

3000 ㎡；或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培训机构为学员

投保； 

或推荐学员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1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1 万 

推荐投保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全

风险，或培训类型风险等级

为 3 级 

培训机构责任

险 
培训机构 

营业面积≤

500 ㎡； 

或在册学员

人数≤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2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2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或 200人＜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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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面积＞

3000 ㎡；或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培训机构为学员

投保； 

或要求学员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2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2 万 

安全风险程度为较大安全

风险，或培训类型风险等级

为 4 级 

培训机构责任

险 
培训机构 

营业面积≤

500 ㎡； 

或在册学员

人数≤2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15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3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3万 

强制投保 

500 ㎡＜营业

面积≤3000

㎡； 

或 200人＜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3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营业面积＞

3000 ㎡，或在

册学员人数

＞1000 人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80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 500万； 

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50万； 

每人医疗赔偿限额不低于 5万 

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 

培训机构为学员

投保； 

或要求学员投保 

通用 

每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不低于 30

万； 

每人意外医疗保额不低于 3 万 

6.2.4 各主体在其业务经营中的用工场景 

各相关主体应投保雇主责任险或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来保障在其业务经营中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员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分散用工主体的用工风险。 

雇主责任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应至少包含意外身故伤残保障及意外医疗保障，其中每一员工的意外身

故保额应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每一员工的意外伤残保额应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每一员工的意外医疗

保额应不低于2万元人民币。 

7 保险保费定价 

保险公司测算保费定价应考虑如表6所列关键因素： 

 

表6 保费测算因素 

险种 影响保费定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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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公众责任险 

a)安全风险程度（按照“5.1安全风险程度的评估”所列的判定标准）； 

b)场馆类型风险等级，参见附录 A； 

c)场馆营业面积； 

d)保单的保障内容（包括各项附加保障）； 

e)保单各项赔偿限额； 

f)场馆建筑设计寿命与结构安全； 

g)保单的保障时间； 

h)其他可能影响风险情况的因子 

组织者责任险 

a)安全风险程度（按照“5.1安全风险程度的评估”所列的判定标准）； 

b)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险等级，参见附录 B； 

c)活动参与人数； 

d)保单的保障内容（包括各项附加保障）； 

e)保单各项赔偿限额； 

f)活动期间配备的医疗救护人员及设施设备数量、应急救援人员数量和安保人员

数量； 

g)保单的保障时间； 

h)其他可能影响风险情况的因子 

培训机构责任险 

a)安全风险程度（按照“5.1安全风险程度的评估”所列的判定标准）； 

b)培训类型风险等级，参见附录 C； 

c)场馆营业面积； 

d)保单的保障内容（包括各项附加保障）； 

e)保单各项赔偿限额； 

f)教练员的资质能力； 

g)保单的保障时间； 

h)其他可能影响风险情况的因子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a)安全风险程度（按照“5.1安全风险程度的评估”所列的判定标准）； 

b)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险等级，参见附录 B； 

c)运动人员的身体机能（是否定期参加体检或体质监测）； 

d)保单的保障内容（包括各项附加保障）； 

e)保单各项赔偿限额； 

f)保单的保障时间； 

g)其他可能影响风险情况的因子 

雇主责任险、意外伤害保险 

a)员工工作内容（比如：行政工作、安保工作、保洁工作、教学工作、救援工作、

工程施工、舞台搭建等）； 

b)员工年龄及身体健康情况； 

c)用工形式（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劳务分包）； 

d)保单的保障内容（包括各项附加保障）； 

e)保单各项赔偿限额； 

f)保单的保障时间； 

g)其他可能影响风险情况的因子 

 



T/CSVA XXXXX—XXXX 

13 

附录A 

（资料性） 

场馆类型风险等级表 

场馆类型 风险等级 

射击馆、射箭馆、室外射击场、室外射箭场 

1 

瑜伽馆（含空中瑜伽） 

健身房 

网球馆、室外网球场 

篮球馆、篮球场、三人制篮球场 

足球场、室内五人制足球场、室外五人制足球场、室外七人制足球场 

手球馆、室外手球场、沙滩手球场 

保龄球馆 

乒乓球馆、乒乓球场 

艺术类场馆（书法、美术、音乐、舞蹈、体操） 

棋牌室 

体适能馆 

排球馆、排球场、沙滩排球场 

高尔夫球场 

壁球馆 

门球馆、室外门球场 

台球馆 

板球场 

木球场 

地掷球场 

静态展位区域 

羽毛球馆、羽毛球场 

风险为 1级的综合场馆 

田径场、田径馆 

2 

电竞馆 

VR馆 

铁人三项训练馆 

击剑馆 

橄榄球场 

沙狐球馆 

跆拳道 

棒垒球场 

室内曲棍球场、室外曲棍球场 

室内冰壶馆、室外人工冰壶场 

风险为 2级的综合场馆 

卡丁车馆/室外卡丁车场 

攀岩馆（人工岩壁）、室外人工攀岩场 

户外团建场（包括真人 CS、斯巴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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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空手道馆、武术馆、举重馆、 

游泳馆、室外游泳池、跳水馆、室外跳水池 

水上运动中心（含专业训练及娱乐性质的皮划艇，赛艇，帆船，浆板，

龙舟、观光船）（机动船或机动型水上运动工具除外） 

室内儿童乐园（含室内儿童戏水乐园） 

亲子活动场馆 

室内轮滑馆、室外轮滑场 

密室逃脱 

室内马术场、室外马术场 

风险为 3级的综合场馆 

室内滑冰馆、室外人工滑冰场 

4 

室内滑雪场、室外人工滑雪场 

室内速滑馆、室外人工速滑场 

滑板场 

蹦床馆 

室内冰球馆、室外人工冰球场 

水上运动中心（含专业训练及娱乐性质的皮划艇，赛艇，帆船，浆板，

龙舟、观光船）（含机动船及机动型水上运动工具） 

充气堡娱乐设施 

户外活动营地 

摩托车赛车场、汽车赛车场、 

户外地形车（沙滩、草原场地） 

冰雪乐园（不含雪道） 

风险为 4级的综合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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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 

体育运动/活动类型风险等级表 

体育运动/活动类型 风险等级 

无线电运动、电子竞技 1 

室内活动（新闻发布会、培训会、展会） 1 

文艺汇演、文艺演出、演唱会 1 

活动志愿服务 1 

赛鸽 1 

门球、保龄球、台球 1 

趣味运动（室内） 1 

舞蹈类（包括普拉提、肚皮舞、瑜伽、健美操、国际标准交际舞、广场舞、秧歌、二人转 1 

棋类运动（象棋、围棋、五子棋、军棋、跳棋） 1 

扑克、麻将、桌游 1 

口技 1 

城市定向、定向越野、徒步、军训、城市徒步 2 

登山（青海、云南、四川甘孜、四川康定、西藏地区）（1500米以下） 2 

登山（国内其它地区）（1000米以下） 2 

风筝 2 

健身、机械健身（跑步机，椭圆仪，运动单车，力量训练） 2 

企业团建、休闲团建 2 

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项目） 2 

研学、夏令营、冬令营 2 

室内及人工岩壁攀岩 2 

射击、飞镖、射箭 2 

智能运动会 2 

儿童平衡车 2 

轮滑青训 2 

举重、力量训练 2 

足球青训、篮球青训、橄榄球青训、水球、排球青训、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气排球 2 

毽球、沙狐球、地掷球、高尔夫、棒球、垒球、板球、冰壶、壁球、马球、藤球、健身球 2 

趣味跑步（亲子跑，趣味跑，彩虹跑，迷你跑，光猪跑） 2 

拔河、跳绳、踢毽、丢沙包、跳皮筋、趣味运动（室外） 2 

游泳（室内）、水上芭蕾 2 

钓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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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艇、龙舟、游艇、泛舟、漂流 2 

体操青训 2 

艺术体操（绳操、球操、带操、棒操、技术运动） 2 

马拉松、垂直马拉松、冰雪马拉松 2 

跨栏跑、接力跑、障碍跑、竞走、路跑、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链球、

标枪、男子十项全能、女子七项全能 
2 

铁人三项（室内） 2 

儿童体适能 2 

武术套路青训 2 

街舞 2 

舞龙舞狮、竹竿舞 2 

模型比赛（车模、航天模型、航海模型） 2 

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车、冰上自行车 3 

速度滑冰（室内）、花样滑冰（室内）、冰滑梯 3 

跆拳道青训 3 

格斗类青训（含跆拳道、拳击、柔道、散打、摔跤、泰拳、综合格斗等项目） 3 

山地定向 3 

野营、溯溪、露营 3 

登山（青海、云南、四川甘孜、四川康定、西藏地区）（1500-3500米） 3 

登山（国内其它地区）（1001-2000米） 3 

小轮车、飞盘、滑沙、滑草、真人 CS 3 

户外拓展、运动团建 3 

击剑 3 

校园运动会、成人运动会 3 

滑轮、轮滑 3 

亲子活动 3 

打靶 3 

试驾活动 3 

足球、蹴鞠、篮球、手球、曲棍球、橄榄球、排球 3 

公开水域游泳 3 

水上救生 3 

浮潜 3 

跳水 3 

冲浪（室内） 3 

冲浪（浅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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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水 3 

水上拖伞 3 

水上摩托车、摩托艇、皮划艇、帆船、帆板、赛艇、水上桨板 3 

竞技体操（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高低杠、单双杠、平衡木） 3 

山地马拉松、超级马拉松 3 

越野跑、夜跑、野外冰雪跑 3 

沙漠徒步 3 

戈壁徒步 3 

山地徒步（海拔 2700米及以下） 3 

铁人三项（室外）、越野铁三、生态四项、斯巴达 3 

体能训练 3 

武术套路、太极拳、长拳、截拳道、太极剑 3 

耍弄技、顶举技（抖空竹、蹬缸、踢毽子、顶碗、顶竿） 3 

摩托车赛、卡丁车、场地赛车、场地摩托车、拉力赛车、越野赛车、登山赛车、山地赛车（含地

形车、自行车、摩托车）、沙滩赛车、泥地赛车 
4 

速度滑冰（室外）、花样滑冰（室外） 4 

滑雪、雪地摩托、雪撬 4 

拳击、搏击、摔跤、跆拳道、泰拳、散打、法国踢打术、踢拳、相扑、综合格斗、实战桑搏、柔

道、柔术、柔体技 
4 

自然岩壁攀岩 4 

攀冰 4 

悬崖降速 4 

登山（青海、云南、四川甘孜、四川康定、西藏地区）（3501-5000米）、 

登山（国内其它地区）（2001-3500米） 
4 

蹦极、跳伞、热气球、滑翔伞、滑翔机、悬挂滑翔机牵引伞、三角翼 4 

马术、赛马 4 

腕力比赛 4 

蹦床 4 

冰球、冰雪趣味活动 4 

水肺潜水、自由潜水 4 

水下曲棍球、水下橄榄球、水下摄影 4 

山地徒步（海拔 2700米及以上） 4 

驾骑技（骑马、骑象、骑车） 4 

马戏、高空杂技（演员距地面两米及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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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 

培训类型风险等级表 

培训类型 风险级别 

美术、书法、音乐、棋类培训 

1 
智力开发（机器人编成等） 

高尔夫培训 

风险为 1级的综合培训机构 

舞蹈培训（含体操培训） 

2 

瑜伽培训（含空中瑜伽） 

乒乓球培训 

羽毛球培训 

网球培训 

排球培训 

射击、射箭培训 

托管早教班 

儿童体适能培训（含滑步车、平衡车培训） 

学生体适能培训（含体育中考培训） 

足球培训 

篮球培训 

风险为 2级的综合培训机构 

棒垒球培训 

3 

橄榄球培训 

击剑培训 

轮滑培训 

滑板培训 

马术培训 

风险为 3级的综合培训机构 

跆拳道、武术、搏击、柔道、摔跤类培训 

4 

游泳培训 

滑冰培训 

滑雪培训 

摩托车培训 

攀岩培训 

风险为 4级的综合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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