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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全民健身方面保障机制是否完善，分析全民健身保险体

系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就问题提出对策，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险体系、促进体育保险行业的发展等

相关研究提供解决思路。方法：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SWOT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

社会医疗保险方面，体育健身花销未纳入报销保障范围；商业保险方面，已开始发展运动类保险；保险

科技和市场潜力是全民健身保险保障的优势与机遇；法治建设不健全、险种不全、群众保险意识淡薄是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建议：建立健全体育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体育保险产品开发与完善，培养专项

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保险意识；构建体育保险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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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whether the current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secu-
rity mechanisms in national fitness of China are perfect, analy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faced by the national fitness insurance system,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12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120
https://www.hanspub.org/


陈泓夷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2120 860 社会科学前沿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solutions for improving my country’s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surance industry. Methods: Analyze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In terms of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ports 
and fitness expens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reimbursement coverage; in terms of com-
mercial insurance, sports insurance has begun to develop; insurtech and market potential are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national fitness insurance guarantee; imperfect legal construc-
tion, incomplete insurance types, and weak public awareness ar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ex-
isting in insurance. Advice: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ports insura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
tem;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ports insurance products, cultivate special 
talents; increase publicity efforts to enhance insurance awareness; build a sports insurance data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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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大力推进全民健身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健身安全保障体系至关重要。为了能够更好转移运

动风险，让群众在参与运动时安心落意，对全民健身背景下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保障机制的研究是

十分必要的。首先，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SWOT 分析法，以“全民健身介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

险”为视角，在明确二者关系的前提下，从我国体育保险发展现状、全民健身战略实施推进后保险保障

机制是否完善、保险保障机制的阻滞与机遇、如何进行完善四个大方面探讨如何在“全民健身”事业发

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建设与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和商业保险对其的保障。其次，结合现有研究发

现，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十分充足的历史研究成果来阐述社会医疗保险与全民健身事业之间的关系。关于

健身与保险的联系，文献资料表述大多为：大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保险可适当转移运动风险，为人们

提供保障。如此看来，在全民健身介入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保障机制的研究中，可加以运用的工作基础

并不充足。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医疗保险并不特指社会医疗保险，而是也囊括了商业保险。再者，商业

保险市场巨大。随着我国竞技体育、大众健身运动和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保险作为保险细分板块

应运而生。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商业保险部分以探讨体育保险为主。 

2. 理论概述及发展状况 

2.1. 理论概述 

“全民健身”战略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全民健康事业的重要战略步

骤[1]。根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文件要求，“全民健身”是指全国人民群众，不以性别和性别为限制，

旨在做到增强力量、增强免疫力等，促进人民身体健康与强健的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带动人们进行安

全且有效的体育锻炼，引导公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保险是保险人通过向投保方收取一定保险费

且承担运动风险的一种保险机制[2]。体育保险不但在赛事方面起到为相关组织和运动员提供保障的作用，

对有日常体育健身需求的群众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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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民健身”战略的发展状况 

我国自 1995 年 6 月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接连不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见表 1)，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中央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发展体育工作，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

施。 
 

Table 1. Some policy documents on China’s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表 1. 关于我国发展“全民健身”战略的部分政策文件 

时间 出台部门 文件名称 内容 

1995 年 国务院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确定计划总体目标，制定战略措施 

2008 年 国务院 - 将 8 月 8 日设立为“全民健身日” 

2014 年 国务院 
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提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

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

障人民健康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实现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2019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2019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三步走”建设目标，对“全民健

身”成效作出明确要求 

2022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意见》 

完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全民健身的体制

机制 

 
2020 年至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绝大部分人民过上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居家隔离生活，

病毒的无情肆虐也让大家深切感受到身体健康就是人生中的最大幸事。疫情爆发至今，国家体育总局重

点推进全民健身战略实施，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健身活动始终火爆。同时，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

与开展使得国内健身热潮不断升温。总的来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火然泉

达。 

2.3. 体医融合与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进一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方式，加强体医

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全民身体素质[3]。在深化体医融合的过程中，

需要规避的风险势必越来越高，保险业的加持必不可少。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地已开展“体医融

合”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体医融合”虽已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等经济发达

地区。但同时，在多数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比如肇庆、云浮等广东省三线以外的城市，因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公共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因素的限制，可以说是尚未“发芽”。这也体现出“体医融合”地域发

展不平衡的现状。 
目前与体育相关的商业保险主要分为四类：公众责任保险、大型活动取消延迟保险、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和财产险。相关保险的主流市场定位瞄准的是运动人群。从搜集各家保险公司在承保这类责任时的

方案可看出，保险公司对于参加普通体育健身活动的人群，多推荐“意外伤害险 + 意外医疗险”这类组

合方案，这也是目前我国体育保险行业较为推崇的险种选择[4]。以人身意外伤害险为例，保险公司承保

被保险人在参与体育活动期间，由于意外伤害事故而造成的意外损伤、残疾或死亡伤害的医疗费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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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民健身”战略下，我国社会和商业医疗保险保障机制成效评述 

我国保险保障机制可以分为：法律法规保障、产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保险保障机制作用具体发挥得

如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3.1. 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体育健身花销未纳入报销保障范围 

“全民健身”与医疗保险的相对接类似体医结合。赵彤指出，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健身事业，实

现体医结合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提高对于慢性疾病的防治水平[5]。
可见，将“全民健身”与医疗保险进行融合是十分重要的。但就目前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层面来分析，“全

民健身”相关支出尚未得以纳入保障和报销范围。 
首先，虽我国已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由于年龄、身体素质等原因，并不是所有参保人员都能用上

医保账户中的余额。比如作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群体，当前大部分在职者的年龄属于青壮年

阶段，身体素质较好，真正需要用到基本医疗保险来就诊看病的人属于极少数。但是，在职中青年医保

账户上的资金较多，在无法提现且无法用于其他消费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下会造成资金浪费。将社会医

疗保险和体育健身结合起来，把体育健身消费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报销范围，不仅可以盘活医保卡闲

置资金，使其最大程度发挥效用，还能提高人民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有助于提高群众身体素

质。但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家医保局对“医保个人账户是否能走进健身房和健

康管理”这类问题作出明确回应：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

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6]。早在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表示：公共卫生费用、与疾病治疗无直接关系的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

消费等，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6]。 
其次，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第二十八条，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7]。将关于诊

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各类资料进行整合，得出基本医疗保险的性质是

疾病保险，虽然诊疗项目中囊括了外伤部分，但是此“外伤”仅局限于生活中发生的外伤。这种情况下

外伤就诊所产生的医药费可以按照诊疗项目及药品目录标准，用基本医疗保险进行结付或诊后报销。但

若是在运动中的损伤，一般参照“故意损伤”，以此来判定运动损伤不属于医保范围，不给予结付或报销。 

3.2. 商业保险：已开始发展运动类保险，但不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在国新办举行的“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发布会上

表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8]，“多锻炼、少生病”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截止 2021
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1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37.2%。随着体育锻炼氛

围越来越浓厚，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增加。但目前我国体育保险的供给和需求还未能做到平衡对接。 
除了上述主要险种，我国保险行业也推出了其他体育保险业务，比如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在支付宝“蚂蚁保”上推出的“运动意外无忧险”、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跑步无忧

运动意外险”和“球类运动意外险”等。从保险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普通群众大多并不会直接购置运

动险种，而是趋向于投保意外伤害险和责任险。而目前市场中的意外险产品中，仅包括跑步、游泳运动

等常见运动，虽然保障范围已能满足部分群众的运动保障需求，但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且上述意外伤

害险将滑雪等相对高风险的冰雪运动列入保险免责条款范围内。群众若想在滑雪时拥有一定的保障，还

须另外投保具有针对性的户外保险，比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平安冬梦滑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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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服务配套：基层发展缓慢，社会化服务体系待建立 

随着我国“全面健身”战略推进，越来越多人发展运动健身爱好，运动人群数量因为基建配套的优

化与日俱增。但是其所伴随的运动风险并未出台相关的补充控制政策，产生了人民多元化运动需求与全

民健身下运动风险的保障机制失配问题。在一般的健身情景下，健身者出现的肌肉挫伤、肌肉拉伤、身

体碰撞等钝性伤害通常可由相关场合(社会理疗机构或者健身房)的康复训练师或者业余治疗师采取筋膜

疗法、针灸拔罐等理疗手段处理，但所产生的费用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并不会承认与支付，原因有

二：一是基层康复训练师或者业余治疗师并非执业医师，不具备医嘱治疗的权利和资质；二是钝性伤害

若非经细致的医疗检查无法给予确诊，不符合法律与保险制度的正当性。这将导致健身者自费理疗或者

支付更大成本去上级医院检查，获取专业诊断以确保费用能够支付。因此，当下缺乏基层健身场合的保

险服务配套内容，来使基层具备支付能力，以确保基层健身人员具备抵抗运动风险的能力。 
综上所述，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并未能从实际上支持群众参与体育运动。而商业保险体系虽然已经开

始发展相关体育保险，但多层面的运动风险与多元化运动需求不能较好地适配。 

4. SWOT 矩阵分析 

SWOT 分析法运用了系统的分析思想，对全民健身介入下，我国保险保障机制发展以内外两个层次，

将发展优势S (Strengths)、发展劣势W (Weaknesses)、面临的机会O (Opportunities)与存在的威胁T (Threats)
四要素进行陈列[9]，并建立矩阵以实现优化分析的目的。 

4.1. 我国保险保障机制优势分析(S)：保险科技 

在“十三五”期间，保险科技所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保险科技在促进保险业发展中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保险科技“十四五”发展规划》，2018 年以来，我国保险业信息技术累计投入高

达 941.85 亿元。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保险科技无疑是未来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助力。 
据中国银行保险报网数据，2011 年至 2018 年间，我国开展线上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已由 28 家增长

为 132 家。与此同时，《中国保险科技发展白皮书(2019)》研判了保险科技的八大发展趋势[9]：趋向平

台化和跨界化融合发展、传统大型保险公司将成为重要参与者、移动应用(APP)或者微服务体系将成为保

险行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举措、保险科技与其他金融科技交叉增多、保险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趋势显

著、人工智能打破“数据孤岛”和推动行业进行开放交流、保险行业商业化应用进一步加速发展，成为

区块链应用探索的关键领域以及保险科技“强监管”常态化[9]。 
现今，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开设了网站，并以此开展互联网体育保险业务(见表 2)。 

 
Table 2. Samples of Internet sports insurance 
表 2. 部分互联网体育保险 

承保公司 网站/移动应用 险种名称/内容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保准牛”平台 保准牛体育保障计划 

大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体育保”平台 健身运动意外险、跑步运动意外险等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慧择保险网 体育健身运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 

4.2. 保险保障机制发展机会分析(O)：市场机遇 

根据《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群众体育健身意识普遍增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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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明显增加，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的人数达到 7 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且体育消费

总规模达到 1.5 万亿元[10]。根据《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我国到 2025 年

会基本建立架构科学、板块完善且种类齐备的产业体系，体育产品和服务将更加多样，大众消费需求更

加旺盛。据此，体育服务业发展势头猛，成为体育产业核心指日可待。体育保险服务行业在体育服务行

业中的经济价值不可小看，地位十分重要。要想实现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有保险产业的跟进

发展来分担其中风险。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带动我国全民健身走入冬季项目新高潮。冬季项目以滑雪、跳台等为

例，其存在的风险较跑步、跳绳等运动更高，这也意味着这类保险需求会更大，市场前景更良好。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大众对体育锻炼的观念正在逐步转变，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群众对健康的理解都更深入一层。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体育健身的重要

性，体育运动人群正在快速增长。国家鼓励体育保险的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需要相匹配的体育保险产

品来满足。 

4.3. 保险保障机制内部存在的劣势(W)：问题分析 

随着健身活动中的风险日益突出，公众也越来越重视用保险来转移体育风险。总结现有文献，我国

体育保险板块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制建设不健全，保险行业内部行为准则不明确 
任何一项经济活动要想得到良好发展，都必须要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撑，体育保险也不例外。我国体

育保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由于相关法律与政策“缺位”，行业发展针对性文件来指导。无论是保

险界还是体育界，都还没有制定明确细致的行业规范文件。目前我国有关体育的政策性文件分为两类：

一类以起纲领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代表，该文件对体育保险无具体阐述，更勿论为其提

供具体的指导规范。另一类是以《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为代表的文件，这类文件以运动员为

主要对象，是为了解决职业运动员受伤后的治疗和抚恤问题，受众范围小，也无法为一般体育保险提供

具体准则。碰到纠纷时，不能像车险一般直接寻找到配套的法律依据，只能从一般法、民事法等相关政

策文件中查找法律依据，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等。但采用一般法来解决这类纠纷，等于漠视了体育风险的特殊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实际

上并不能够全面周到地解决问题。 
二、体育保险险种单一，覆盖面不高，不能满足保险需求 
在竞技体育这方面，我国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较为单一。目前，我国对运动员和大型体育赛事承保

的保险公司基本是传统保险公司，采用的承保模式一般为赛事赞助加上商业体育保险。例如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际惯例，运动员可为特定部位投保意外险，比如贝克汉姆为右腿投

保、姚明也为腿投保。但在我国，尽管重大体育赛事不缺乏保险界的赞助，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保

险的支持却也仅局限于基础险种，在特定部位、经济损失等方面仍属于“缺位”状态。众所周知，专业

运动员受伤所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伤痛，还可能有广告代言取消等延伸损失。在北京奥运会开始前，我

国著名运动员刘翔为双腿投保，却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虽然最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赠送了

刘翔一份价值亿元的意外伤害保险[11]，但就此可以看出，我国保险公司对于竞技体育险种的设置还不

够完善。 
在大众健身这方面，亦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社会各项基础设

施也在完善当中，群众的业余生活与健身活动也更加丰富，除了普通的散步、跑步、跳绳等，诸如溜冰、

滑雪、攀岩等的运动形式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中。而滑雪、攀岩等都属于极限运动的范畴，风险系数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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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目前我国的意外伤害险将上述体育运动形式纳为免责条款中，如需对该项目进行投保，群众还得另

外购买其他险种。如此一来，打消了群众投保的积极性，也有可能因此不去参加体育运动，这无疑是与

发展全民健身战略的目标相违背。 

4.4. 保险保障机制发展威胁(T)：群众保险意识淡薄 

近年来，保险公司已在逐步开发与推出体育保险，但公众对于体育保险的接受度与自愿投保度仍不

高。对于保险，受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民其缺乏全面认识，特别是体育保险[11]。我国保险的

发展长期以来都是通过计划执行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大多数风险都是由国家或者集体来承担[12]。
首先，对群众而言，参加体育锻炼的出发点是增强体魄和提高抵抗力，由此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若是

需要另外购置体育保险，支付一笔保险费用，那就与自身运动的出发点发生偏差。不仅如此，部分群众

对自身运动能力的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其在体育健身的过程中忽略存在的风险，而“侥幸心理”则会

使群众认为运动受伤这类“倒霉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据此，群众会认为购买体育保险的花销是不

必要的。 
 

Table 3. SWOT analysis matrix 
表 3. SWOT 分析矩阵 

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 优势(S) 劣势(W) 

机会(O) 

政策机遇：国家政策鼓励发展，颁布全民

健身纲要等文件为支持； 
市场潜力：体育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为体

育保险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并不包括体育健身； 
商业医疗保险对于体育保险的产品种类不全； 
对于体育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欠缺，体育界与保险

界对体育保险都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标准； 

威胁(T) 

体育运动参与各方的保险意识较为淡薄，

赛事承保方存侥幸心理，运动员个人不愿

投保个人商业医疗保险，群众对体育类保

险关注度不高；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其专用于体育保险行业的理

赔数据平台，缺少大量真实有效且精准的数据来支

撑险种的费率厘定等各项开发工作。 

5. 建议 

5.1. 建立健全我国体育保险法律法规及监察体系 

政府应加强立法，通过立法工作强化现有社会保险制度在体育保险中的功能[13]。比如颁布专项法律，

同时应加强我国社会保险对运动者在体育活动中受伤医治的救济功能[13]。另外，依据矩阵结果与结论(见
表 3)，保险行业内应制定行业标准，以一套清晰的标准来指导保险公司开发体育保险产品，将规则贯穿

于选定保险对象、制定保险范围、进行保单设计、厘定费率等全过程，力求产品设计与制定符合市场需

求，不违法不违规。 

5.2. 加强体育保险产品的开发完善，培养专项人才 

目前我国体育类保险产品分为以下几类：户外大众运动险、赛事运动险、极限运动险、旅游运动险

和(运动)意外伤害险[14]。险种不完全是体育保险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产品要尽可能多样化，且

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费率、承保条件、承保范围及免责条款，如矩阵所示(见表 3)，应有针对性地满足不

同健身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转移需求。同时，建议培养既能“抓”保险又能“抓”体育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从开发险种、评估风险、设计保单、制定费率、与投保人进行沟通、跟踪投保后服务、出险定损、核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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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等，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14]。对体育保险人才的培养方案和体系目前还不成熟与完善。

因此，需要加强对体育保险人才的培养力度，分层次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对经济类和医药类高校

培养保险专业人才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调动招生积极性，开设与完善专业课程设置。增进学生对保险专

业的了解，推动更多学生主动选择保险专业，鼓励更多学生毕业后主动选择保险相关行业工作。可以说，

专业工作人员的参与是开发完善新险种的重中之重。 
创新保险产品，提供高质量且综合性的保险服务，是保险行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15]。可从责

任险、财产险与人身意外伤残险这三方面对我国体育保险产品进行开发、创新与完善。不仅如此，扩展

体育保险的覆盖面也是至关重要的。竞技体育保险不应该仅局限于在编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非在编运动

员也应在列。同时，体育保险制度在完善时，要考虑到老年人群体与青少年群体。譬如：同样是进行球

类运动，老年人由于骨组织含无机质较多、脆性大，受伤后易发生骨折，儿童虽然骨骼有机质比例较高，

但由于处在骨质增长高峰期，也很容易触及骨折事故。以上两种人群与青壮年人群相比，情况特殊，所

以在开发新运动险种时需要考虑到年龄、身体情况特殊性等条件，如此才能体现出体育保险的灵活性，

有针对性地开发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险种。 

5.3.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保险意识 

通过查找和整理已有研究成果，目前体育保险的投保对象大多是参加奥运项目的专业运动员，此类

体育保险性质更倾向于公益类。不仅如此，我国开展体育赛事的单位和个人，体育意识均不高。更有甚

者，一些商业机构为了压缩自己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在承办体育赛事时总抱着侥幸心理，不购买

赛事保险。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专业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不足。加大对体育保险的宣传，增强体育运

动参与方的保险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社会各方力量继续共同努力，才能让保险意识真正深入人心。要一同形成合力，使学校教育发

挥积极的作用，政府要加强引导，行业要做好宣传工作[16]。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加大全民健

身保险宣传力度，使大众能够正确理性地认识到体育保险的重要性[5]。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通过电视、

网络影视平台、短视频平台、地铁广告等播放媒介，以公益广告、音乐、画报等形式对防范体育风险的

重要性进行宣传。同时插入已有的体育保险险种，进行讲解，提高群众们对体育保险产品的认知，这既

能让人们了解到体育运动风险不可忽略，又可让人们在投保前对产品有一定了解，降低群众对体育保险

产品的抗拒心理。不仅如此，还有益于扩大保险公司的潜在目标客户群体，激发市场需求。与此同时，

青少年处于精力旺盛时期，对体育运动有着极大的兴趣。学校也应加强学生对风险意识的教育。教育单

位可联合政府部门、保险机构适当增设风险管理课程，让学生们在了解保险知识的同时转变思想观念，

培养风险判断、管理和转移意识。 

5.4. 构建体育保险数据网，为体育保险产品发展提供支持 

构建体育保险数据网可借鉴西方国家在体育保险制度中基本建成的保险伤害监测循环系统：在构建

数据网时，一方面需要国家政府做“领头人”，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作为纲要，给予指

导，各相关部门之间要积极加强合作，同时借助“互联网+”平台，汇总各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数据。通

过多种途径收集和汇总伤害监测数据，可以加强对国民体育锻炼情况的监测力度，提高数据的真实性[17]。
另一方面，通过伤害监测系统，各部门要结合各类体育运动项目的风险系数，设计风险分析模型，制定

出相关的风险管理条例，建立涵盖不同群体的体育风险数据管理系统[17]。以此健全体育保险数据网，形

成良性循环机制，开发出兼具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和规范性的体育保险产品[17]，为我国体

育保险行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有效且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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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与保险体系的完善，总结为“相互促进、结伴同行”，二者之间互为助力。全

民健康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社会的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而保险在全民战略实施推进的过程中，是以“保驾护航”的作用存在。不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

保险，对于全民健康事业推进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但也需要看到，要平衡发展好全民健身战

略与保险之间的关系，做到齐头并进，是不简单的。为此，要做到：以全面健身战略实施现状出发，认

识到目前我国保险的发展实情，完善体育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行业内部标准。同时以市场为导向，

挖掘市场潜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开发创新体育保险产品、培养专项人才、扩大体育保险覆盖

面。努力加大对体育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各方参保人员的体育保险意识[18]。同时，要对“互联网+”、

大数据平台的现代科技手段加以运用，建立体育保险数据网，为我国体育保险产品开发、定价等各环节

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支撑，以精准的数据为我国保险行业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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