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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山地

越野、综合格斗、翼装飞行等新兴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及相关赛事成为人们挑战自我潜能、感受运动魅力、

展示自我风采的选择。然而，我国部分新兴高危险

体育项目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赛事相

关安全风险和隐患日益增多［1］；社会性或商业性体

育赛事因组织管理不规范、防控措施不专业、监管不

及时、防控和应急方案不到位等一系列因素，在比赛

过程中屡屡出现突发事件，并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

损失［2］。2021 年 6 月，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举办

的（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中，

突发事件致 21 名参赛运动员失去生命（以下简称

“白银马拉松越野赛事件”）。国家、地方体育部门

高度重视，一大批存在风险隐患的体育赛事紧急暂

停。2021 年 7 月，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

意见》，2022 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建立

健全体育赛事活动“熔断”机制的通知》，旨在加大

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在出现或者可能出现比较严

重突发事件时，能快速中断赛事、防止或者减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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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损失。

体育赛事，尤其是规模大、聚集人群多、环境复

杂、安全隐患多的赛事，极易发生突发事件［3］。通常

情况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破坏力大、影响范围广，

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4］。当前，学者多围

绕体育风险管理［5-6］、评估［1］与治理［7］，以及突发事

件的预警管理［8］、应急处理［9］与预案［4］等进行研究。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尚未深入探究体育

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机制，对具体应急方案也

缺乏足够重视。科学认识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发

生机制、做好赛事风险评估、制定详细应对预案和紧

急处理方案，对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具有重要

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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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指

出“突发事件通常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

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依据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突发事件分为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等 4 级。根据我国《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若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 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突发事件则为重大突发事件，

该标准以上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该标准以下为较

大突发事件或一般突发事件。

体育赛事，尤其是户外具有高危险性的体育赛

事，诸如速降滑雪、徒手攀岩、翼装飞行、低空跳伞、

山地越野、潜水等项目，自身依附于极具危险的自然

环境；同时，由于这些运动项目具有专业性强、技术

性高、危险性高等特征，比赛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事

故，极易演变成重大突发事件。2014 年，国务院正

式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体育赛事监

管面临立法尚未完善、资源供给不足、执行效率低

缓、约束效果欠佳等现实困境［2］。赛事举办方盲目

逐利、心存侥幸心理、安全意识松懈，缺乏针对赛事

突发事件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管理评估；环境因素

和赛事自身潜在风险客观存在，安全意识松懈和盲

目逐利导致预防不到位和监管缺位，监管缺位又诱

导安全意识松懈和盲目逐利。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和

作用可以直接或间接导致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在导

致一般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则易因应急响应缺失而

转化为重大突发事件（图 1）。

图1　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机制图

Fig.1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major emergencies of sports events

1.1　客观诱因：环境因素和赛事自身

体育赛事根植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通常

依托于人工修建的大型体育场馆和独特的自然地理

环境。作为不可预知、潜在可能发生的社会事故、自

然极端或恶劣天气、卫生和安全事件等，如果在体育

赛事间交叉发生，极易形成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

世界足球史上多起突发事件均与此相关，如 1982 年

10 月 20 日莫斯科惨案，死亡人数 340 人；2001 年 4

月 16 日约翰内斯堡惨案，47 人丧失生命［10］。此外，

体育场馆周边安保管理、交通秩序、人群聚集、比赛

结果以及体育场馆维护不当、硬件老化、服务不到

位、管理疏忽等各种要素的瞬息变化、紧密连接、交

互叠加，也会酿成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以来，我国承办的大型体育赛日益增多，

围绕大型体育赛事所涉及的交通、安保、场馆等相关

体育赛事风险防控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日益完

善［11］，体育场馆内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日益减少。

近年来，全民健身热催生了体育项目多元化需

求，越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不再局限于传统体育项

目，更热衷于冲浪、沙漠穿越、山地越野、登山、滑雪

等充满挑战、刺激的项目。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高危险性、刺激性体育赛事被开发。然而，诸如越野

马拉松等超高强度的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地一般

处于户外山地、丘陵、沙漠等区域，通常与险峻自然

环境融为一体，场地的难度级别参差不齐、周边环境

复杂等因素大大增加赛事风险系数，防控和处置难

度大，推高了突发事件的风险因素。此外，赛事相关

监管标准不完善，主办方组织运营经验缺乏、安全防

控和救援技术不成熟、安全保障和追踪监测不充足，

以及部分参赛者缺少参赛经验、盲目从众的参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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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相关人为因素，也成为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

的主要诱因。

1.2　发生根源：意识松懈和盲目逐利

赛事环境和赛事自身是导致体育赛事重大突发

事件最直接、最根本诱因。纵观现代体育发展历程，

体育比赛过程中体育馆倒塌、球迷暴动、恐怖袭击、

枪杀失窃等重大突发事件屡屡发生。然而，随着科

学技术发展以及体育赛事组织体系的完善，绝大多

数（体育场内）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可以通过组织

准备、日常监控和危机管理等预警管理机制得以有

效规避［12］。然而，自我国体育赛事审批取消以来，

国家、地方体育行政部门针对体育赛事的监管力度

有所下降。一些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户外体育赛

事，因蕴含巨大的商业价值，大量赛事举办经验不足

甚至缺乏的社会组织、社团以及公司等蜂拥而至，参

与和组织体育赛事，为赛事安全埋下诸多隐患。

其一，在实际操作层面，赛事举办方存在松懈意

识和侥幸心理，忽略赛事举办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忽视赛事安全因素评估，疏于赛事突发事件的预防

与应对的风险和预警管理。其二，体育赛事具有重

大的商业价值，赛事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均有强大

的利益诉求，难免为盲目追求利益，缩减赛事安全保

障和风险管理预算。部分体育赛事运营公司为获得

赛事运营权而压低报价或者虚报办赛成本，相应地

在运营过程中，为获取利润而又不得不降低成本削

减预算，导致体育赛事风险系数提高。其三，地方政

府以及体育行政部门基于体育赛事对于促进城市宣

传、拉动经济和提升文化品牌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赛事公司积极举办大规模、有

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同时，将赛事筹办、举办权全权

交由赛事运营公司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

的监管职能。其四，部分社会组织和赛事运营公司，

在赛事运营能力不足的条件下，盲目提高赛事档次，

肆意扩大赛事规模，导致赛事安全防控出现漏洞。

此外，部分赛事因筹备阶段缺乏必要风险管理预警

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预案，本来为一般性突发事件

往往因未及时有效处理而转化为重大突发事件。

1.3　主要环节：防控不力、监管缺位和响应缺失

2004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实施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在

体育行政审批上有了重大改革。其中，大量的体育

行政许可项目被取消，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

可方面只对滑雪、游泳、蹦极、潜水、攀岩活动的开

展资格进行安全许可、审查和监督。2014 年，国务

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

体育赛事活动审批”，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部分国

际体育赛事、《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

赛事名录》赛事和少数特殊项目赛事采取审批制度

外，其他体育赛事审批一律取消。然而，为顺应我国

体育事业放管服改革发展，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方

体育行政部门针对放权后的体育赛事均提出要加强

体育赛事监管，但实践中在体育赛事的安全防控方

面“具体管什么、怎么管”并没有具体规定。从国家

到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均未设置相关

具体监管事项，导致很多体育赛事的安全防控或流

于形式，或停留在书面上。

在政府有效监管下，赛事主办方做到赛前制定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赛中实施快速、高效的突发事

件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将赛事潜在风险扼

制在萌芽之中，切实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率。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主要指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或

灾害，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

动，减少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者方

案［13］。突发事件响应是指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

启动急救和援助，以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次生灾害、

稳定社会秩序等。实践中，二者相辅相成，是赛事安

全、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与核心基础，尤其后者针对

赛中突发事件，通过快速响应可及时控制事件恶性

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

相关规定，市、县级政府预案应具备一般性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省级政府体育赛事应急预案

应该具备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国家在森

林火灾、防汛抗旱、地质灾害、海上搜救等传统突发

事件的重点领域制定专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但是

涉及山地、丘陵、沙漠、水上、空中等诸多领域的体育

赛事，并未制定国家应急管理预案，地方性政府应急

预案也很少。现实操作层面因为缺少政府专项应急

管理预案指引而制定的内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面

对赛事突发事件即使能快速做出响应，但通常体现

为力度小、速度慢、效果差。类似于白银马拉松越野

赛事件，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常因缺少有效的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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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而发展成为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

2　我国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现状

2.1　监管意识高度提升，监管政策快速出台

我国全面取消社会性体育赛事审批以来，体

育赛事活动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 2018 年我国

共举办 800 人以上马拉松赛事 1 581 场，同比增长

43.46%，参赛人次达 583 万，我国马拉松赛事体现出

“井喷式”的发展态势［14］。直至白银马拉松越野赛

事件之前，尚无体育赛事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虽然，

在部分赛事中也存在少量的突发事故，但是依靠政

府应急管理体系，赛事主办、承办以及运营机构联合

交通、医疗、消防等部门尚能有效应对。

白银越野马拉松突发事件之严重、影响范围之

广，引起巨大的社会舆论，同样也引起国家、地方政

府、体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该事件也暴露

出我国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在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

顶层设计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15］。2021 年

7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

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强调行政监管与行业

自律相结合，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职责分工进行监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完善的追责问责机制。与

此同时，各省、市政府也快速出台若干体育赛事监管

相关政策文件，重点规范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经营，加

大监管力度，细化监管内容，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责

任。如 2021 年 9 月 8 日，四川省出台《体育赛事活动

安全监管服务办法（试行）》以进一步强化体育赛事

活动安全监管服务。

2.2　重视监管防控措施，忽视应急处置方案

我国大型、超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防控一直受

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全运会、奥运会等超

大规模体育赛事，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已形成

比较成熟和完备的安全标准和相对稳定的安全风险

防控和监管机制。2014 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青

奥会，为应对赛事突发事件，组委会制定了《南京青

奥会赛时危机管理计划》，组建 35 个职能部门明确

相关责任职能，共制定 365 个应急预案，以预防、应

对赛事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安全事故。白银马拉松

越野赛事件发生后，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商业性和社

会性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预防和监管，但是应急处

置预案设置依然比较笼统。

2022 年 3 月 5 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体育赛事活动“熔断”机制的通知》，提出体育

赛事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机制，要求主办方、承

办方、协办方等组织者制定包括“熔断”机制在内的

应急处置预案。各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相继制

定规制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对办赛主体、参与者、监

管者产生了约束力［16］。但是，大量的赛事管理办法

或规定，对于交通、医疗、公共安全等表述过于“概

括化”，缺乏具体的应急处置条款［17］。针对赛事安

全问题更注重监管防控措施，而忽视应急处置方案

的制定、实施、保障等，针对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

“处置什么”“怎么处置”“谁处置”等问题，并没有

相应的具体规定或方案。

3　我国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策略

3.1　提升防控能力

体育赛事种类和数量繁多，赛事主办机构运营

能力参差不齐，连同客观的极端自然环境以及若干

参赛者的冒险、激进行为等因素，不仅增添诸多安全

隐患，同时也进一步加剧应对突发事件的操作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提出突发事件

应以预防为主，要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

评估和防控，以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相应地，科学有

效地防控是减少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前提

和保障。在体育赛事风险防控实践中，应围绕体育

赛事涉及监管主体、行业协会、主办和承办机构、运

营公司等多元化主体，通过高度重视赛事风险、提高

防范意识，做足风险评估、完善防范机制，优化风险

监测、提升预警能力等举措提升体育赛事重大突发

事件的防控能力。

3.1.1　重视赛事风险、提高防范意识

体育赛事风险与赛事安全相生相伴，且客观存

在，尤其是新兴高危险性的户外体育赛事日趋增多，

其赛事风险问题备受关注。为确保赛事安全进行，

保障参赛者的生命安全，体育赛事监管、主办、协

办、承办等相关责任主体必须高度重视体育赛事风

险，正确认识体育赛事风险客观存在，树立体育赛事

“健康第一，安全至上”的发展理念，有效提高防范

意识。首先，主办方针对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观众等）进行安全、

风险意识宣传和教育，规定各项安全防范义务和责



许秋红，孙凯歌，严燕，等：我国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

·89·

任，防止出现赛场暴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行为。

其次，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重视安全风

险评估，制作详实的风险应对预案。同时，赛事组织

内部机构强化赛事各部门管理责任，明确消防、气

象、交通等多部门的安全职责。最后，关注体育赛事

活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条件，统筹协调公安、气象、

消防、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构建责任清晰、分

工明确的赛事安全协同运作机制。

3.1.2　做足风险评估，完善防范机制

体育赛事风险评估是量化体育赛事可能给人

们的生活、生命、财产带来影响或损失的程度，是预

防突发事件的重要环节［7］；风险防范则是指采取预

防措施，以减少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小损失程

度［18］。实践中，科学的风险评估和良好的风险防范

机制共同构成体育赛事安全管理的基础，二者相辅

相成，可以有效预防或降低体育突发事故发生的概

率，以及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及时、有效控制事件发

展［19］。其中，赛事风险防范作为核心环节，只有在

科学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

制定合理的预防措施和应对方案。随着户外体育项

目日益增多，一些在极端环境下举办的高难度、高风

险赛事不断出现，在赛事举办前期必须经过专业人

士对赛事组织的各个环节、赛场的各个区域和赛事

各时段的风险内容、类别和级别进行科学风险评估。

此外，在做好前期风险评估的同时，各相关主体间形

成有效风险归属协议，明确风险责任归属。根据体

育赛事风险内容、性质、级别，以及发生概率、防控成

本等相关因素，决定风险类型，确定风险的转移、回

避或者自留，并制定相关风险防范方案。

3.1.3　优化风险监测，提升预警能力

围绕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在前期做足风险评估、

完善防范机制的基础上，赛事运营和主办方还必须

在赛事整个运行过程中，实时、精准的监测安全状

况，有效使用检测数据，针对异常状况做出快速反

应。赛事主办方、协办方和主管部门要及时追踪风

险监测状况，对可能诱发突发事件的因素进行快速

检查和评估，预判事故发生概率，有针对性地调整风

险管理和应急处理方案。与此同时，要借助先进科

学技术针对安全状况进行有效监测和分析，以此提

升预警能力，并根据预警信息调整赛事进程，从而防

止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如在体育赛事安全检测中，

若出现大风或暴雨等异常天气的概率较高，或将影

响体育赛事正常举办，则必须及时编制风险预警通

知；并充分利用卫星通信设备、互联网平台、手机终

端、微信公众号、赛事 APP、现场电子显示屏等方式

及时发布预警通知，有效对外公开、公布风险状况，

提升风险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20］，通知相关方做好

组织防护和自我防护准备。

3.2　提升监管力度

白银马拉松越野赛事件后，各级政府、体育行政

部门虽然依照国家赛事安全监管的政策要求，出台

了大量政策文件，但是在实践工作中应对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的重点依然放在强化监督机构、明确监督

主体、细化监督内容等安全监督制度建设方面。在

具体执行过程中依然面临监督乏力、监管缺位等问

题。应该通过紧跟赛事进程推行防范清单，制定监

管标准、明确监管内容，或者设置前置审批以提高监

管效果。

3.2.1　紧跟赛事进程，推行防范清单

体育赛事进程是指体育赛事从开始到结束的全

过程轨迹。体育赛事作为一项规模大，影响范围广，

涉及领域多，需要多部门协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

不仅体现在赛事活动本身，还涉及赛事报名、签到、

开幕、安保、裁判、志愿者服务、直（转）播、颁奖、开闭

幕式等若干具体事项。在赛事监管中，必须围绕赛

前、赛中、赛后等整个赛事进程，制定和落实各个赛

事相关具体事项的防范清单，明确各个事项主要责

任人员、防范内容、防范事件节点，设立专门人员依

据防范清单进行全程监督，最终实现体育赛事安全

防范的系统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3.2.2　制定监管标准，明确监管内容

缺少体育赛事安全监管标准，是难以落实体育

赛事安全监管的主要原因。相对而言，我国系统内

大型体育赛事均有全面、系统的安全监管标准，但是

诸多潜在安全隐患的社会性新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

尚无统一监管标准。防范新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必须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引导下，协同单项体育协会、赛事

运营机构、赛事和风险管理领域专家，围绕新兴体

育（项目）赛事针对风险内容确定、等级划分，制定赛

事风险管理标准。同时，在具体实践层面针对赛事

举办方、协办方、承办方等相关责任主体，围绕赛前、



《体育学研究》2022 年（第 36 卷）第 5 期

·90·

赛中、赛后等整个赛事进程，不断强化监督和监管力

度，确保赛事风险管理标准得以有效实施。

3.2.3　设置行政许可，提高监管效果

体育赛事前置性审批的体育行政许可制度在规

范高危险性体育经营行为、减少高危险性体育赛事

突发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当前最具有监

督力度的体育行政管理方式［21］。一直以来，我国针

对大型体育赛事和特殊体育赛事，一贯实施审批制

度，有效保障体育赛事的安全运行。该制度针对外

部高危险性体育赛事设置行政许可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借鉴意义。设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许可是高

危险性体育赛事安全运行的第一道防线，既能确保

具备一定资质的机构或组织运营体育赛事，又能淘

汰部分赛事运营能力欠缺的组织机构。2022 年 3 月

31 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

加强户外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

并要求“各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全国性单项

体育协会完成制度标准规范建设工作”，成为我国

设置高危险性户外体育赛事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

2022 年颁布的《体育法》在第一百零六条又专门规

定进行高危性体育赛事活动经过行政许可程序。但

是至本文成稿前为止，尚未有相关政策细则来指导

认定和设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具体事项和具体范

围，需要尽快对之研究、界定和认定。

3.3　做实应急预案

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发生突然、发展速度快、危害

程度大、社会影响力大等特点。周密的风险评估和

详细全面的防范预案，虽无法杜绝突发事件的发生，

却可以有效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减少不必要

损失。依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属于二级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和处置。

当体育赛事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通过省级各应急

机构快速启动应急预案进入救援状态，是有效控制

事态发展的关键环节，而省级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

件专项应急预案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依据。因此

要做实省级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及

其他县市区配套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

3.3.1　加大宣传教育，提升应急意识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相继出台《体育赛事活

动管理办法》（2020）、《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

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2021）等系列文件，指导

和规范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有效预防和应对体

育赛事突发事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执

行困难，发挥作用有限等问题。如部分体育赛事管

理和运行机构对上述文件并不熟悉，即使有所了解

也缺少突发事件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理意识。另

外，部分体育赛事主办方虽具有一定的赛事安全管

理意识，但是针对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防范措

施、响应方式等专业知识相对匮乏。赛事进程中一

旦发生突发事件，则可能因为行动不及时、救援效果

差，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有效应对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必须加大宣

传教育，提升应急意识。各级政府、地方体育行政部

门责无旁贷：一方面，落实学习和贯彻国家体育总

局事关体育赛事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本

地体育赛事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体育赛事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另一方面，针对体育赛事运营公司及

相关机构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学习和宣讲活动，加强

对工作人员、志愿者等赛事相关人员的赛事安全管

理培训，并组织开展事故预警、应急指挥、疏散和搜

救等应急演练。

3.3.2　落实组织机构，编制应急预案

2013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指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分为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根据制定主体

不同可分为政府类预案和单位类预案”。其中，重

大突发事件政府类应急预案主要由国家和省政府或

者相关行政机构制定，具有强制性、行政性和广泛

性，并规定具体救援组织机构、救援保障措施，以及

相关奖惩机制等。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赛事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主要为体育赛事组织者制定的内部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相对于国内外大型、超大型体育赛

事具有比较规范的应急预案和配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加以落实，我国的中、小型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

事，既缺乏国家统一的应急预案标准，也面临着应急

预案不规范，内容流于形式，组织机构执行力偏低等

问题［16］。

加强应对中、小型商业性和群众性的社会性体

育赛事潜在的突发事件，必须以《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为依据，编制省级政府类体育赛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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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相应的执行组织机构，一

方面，省级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快速推进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

制，加大相关组织和机构的执行力度，有效提高应急

能力；另一方面，市、县级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也应

该制定本地区的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重

大突发事件救援中有效配合省级救援机构，提升体

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能力。

3.3.3　系统协同推进，加强资源保障

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作为社会性公共事件，

其应急响应行动需要省、市、县（区）各级政府、体育

行政部门等多部门协同参与，以及大量的人、财、物

等资源作为保障。通常而言，应对较大、一般体育

赛事突发事件，指导机构主要为赛事所在地级市及

市级以下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而重大突发事

件，则需要省级政府部门作为应急响应的主要领导

机构，为满足应急响应所需的资源保障，还必须调动

市、县级的应急、消防、公安、医疗等救援力量，以及

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实践操作中，针对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做出

快速的应急响应，要及时启动省级政府救援，系统推

进多部门协同合作，加强资源保障。一方面，省政府

应急专门机构协同市、县（区）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

门和其他相关机构的积极配合，统筹省、市、县（区）

的医疗、交通、通信、气象等资源，确保各级各类组织

的人、财、物等资源充足到位。另一方面，增强各级

政府、社会组织机构以及个人的协同救援意识，充分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和提升体育赛事

参与主体的自防自治、群防群治、自救互救能力，引

导社会力量规范有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形成共同

维护公共安全，构建社会协同的救助体系。

3.3.4　强化救援责任，追究失职责任

在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中，强化

各相关主体责任、追究失职责任是保障救援质量的

重要环节。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救援中，省级

政府负责全面统筹指挥，省、市、县（区）各级政府，协

同体育、公安、武警、医疗、交通、消防等部门共同承

担救援责任。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强

调救援行为的反应灵敏性和运转高效性，要加强各

部门间的应急联动，在救援过程中如部分救援主体

出现反应怠慢、动员缓慢、行动迟钝等失职行为，要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赛事举办方是体

育赛事的主要责任方，承担重大突发事件的主要责

任。其中，因突发事件涉及相关财产损失、救援支出

等主要费用均由赛事举办方承担，其他保险公司、组

织机构、运营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需要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赛事举办方在安全防范方面弄虚作假，未

按标准或程序落实风险防控，在救援中未积极配合

行动，必须严厉追究其失职责任，承担相应的行政、

法律责任。

4　结语

体育赛事风险无时无刻不在，虽然无法杜绝此

类事件发生，但是可通过安全风险管理和政府监管

降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其中，体育赛事重大

突发事件，带来的财产损失严重、社会影响程度大，

应急救援难度高，需要动用大量政府资源。以高危

险性、依托自然环境为代表的新兴体育赛事潜在的

安全风险也日益增多。大力发展新兴体育赛事，满

足全民健身需求，有效应对体育赛事重大突发事件，

必须强化各级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通

过宣传和教育提高监督意识，提高监管力度和综合

应急能力，做实政府类专项应急预案，确保体育赛事

健康安全。同时，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建立能快速启

动、及时响应的政府救援机制，明确各方救援责任，

有效控制赛事重大突发事件发展，尽量减少生命、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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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Major Emergencies during 
Sports Ev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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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expert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major emergencies in Chinese sports event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cause for general or major 
emergencie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he event itself，lax safety awarenes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blind pursuit of profit，lack of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etc.，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 among all 
the factors. When a general emergency occurs，the lack of emergency response leads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which will turn into a major emergenc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major emergencies in sports events 
and reduce the losses，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enhance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 emergency programs. In terms of improv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prevention，improve prevention mechanisms，and enhance early warning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improving super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prevention lists，clarify supervision content，and improve supervision effects； in implementing 
emergency programs，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emergency awareness，prepare emergency plans，and strengthen emergency 
resource guarantees.
Key words： sports events； major emergencies； emergency awareness; emergency plan； emergency respo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