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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我国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归属与分配的纠纷层出不穷#影响了运动员"运动队乃

至整个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回顾了学界和社会对该类事件的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梳理了相关

规章制度的修订变化#并基于运动员培养方式的不同#对国家队包办模式"运动员单飞模式和社会资

本参与模式下的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归属与分配问题分别进行讨论!通过与娱乐明星的比较#汲取

其在合同和经纪人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出#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体育明星代言收入的归属与分

配$在运动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合同进行明确细化$大力发展职业体育经纪人产业#促进体育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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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以来#体育明星以广告代言

人的新身份频频亮相荧屏#被广大群众接受与认

可%体育明星通过自身的知名度及影响力#为企

业主带来了可观的商业价值与巨大的社会效应#

并加速了体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步伐%但随之而

来#这些优秀运动员的代言活动也遇到了诸多问

题+他们的代言收入属于个人还是国家3 其收益

该如何分配3 于是#体育明星的代言收入归属与

分配这一问题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

!

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归属问题

"?"

!

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归属问题及观点

演变

)*

世纪
=*

年代以前#我国体育场馆不足#

体育设施"体育用品等资源匮乏#我国体育代表

团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也不理想%为了扭转 &体

育弱国(的局面#国家大力发展竞技体育#运动

健儿在国际赛事的运动成绩成为衡量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的唯一标尺#社会上下的目光都盯在是否

能在国际体育大赛获得奖牌上#鲜有人关注运动

员的权利保障问题%

"CC)

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我国体育事业逐步向产业化"职业化和

市场化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形资

产的概念开始进入体育界#而广告权是无形资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

*

%我国体育运动员的传统培养

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级政府财政承担着运

动员的培养费用#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对

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以肖像权为例#即使 ,民

法通则-第
CC

和
"**

条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

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

名#禁止他人干涉"滥用"假冒( &公民享有肖

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

民的肖像(#但在我国 &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

育的大背景下#运动员的肖像权依然掌握在运动

队手中#其合法权益依旧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进入
)"

世纪以来#在我国体育制度改革及

运动员个体意识觉醒的双重影响下#体育明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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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代言收入的归属及分配纠纷事件日益增多#但

碍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该类问题未能得到

妥善解决%

)**!

年#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

国家队一手操办将姚明的肖像印在可口可乐瓶身

上%姚明状告 &可口可乐(公司#要求其公开承

认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一元人民币#事件最

终以双方和解告终%运动员的维权意识已经苏醒

且其维权行动已取得初步成效%田亮在雅典奥运

会后的假期里#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一些商业活

动#被认为违反了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和跳

水队的纪律#最终田亮因 &商业活动太多(被调

离跳水队%其本人一度受到谴责#但也被称为

&个人意识觉醒(的运动员%

)*""

年又曝出孙杨

&被代言(事件111某饮料品牌以赞助国家队的

名义在孙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将其肖像印在产品

上销售#事后孙杨在微博吐嘈自己 &被代言(

)

)

*

%

随后#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桦

表示+中国游泳队确实与某企业签约了#这是国

家队的集体形象广告% &作为国家队队员#孙杨

有义务参与%(运动员争取合法权益的意识越来

越强#其和所属运动队关于广告代言收入的归属

与分配之间的分歧日渐桌面化%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探讨运动员的权

益保障问题#保障运动员的权益成为研究的主流

观点%以前运动队的作法受到各界质疑#运动员

广告收入分配 &一刀切(的状态或将成为历史%

"?)

!

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归属相关规章制度

之修改

最早关于运动员产权归属的规定见于国家

体委在
"CCD

年下发的 ,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

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 !体计财产字

)

"CCD

*

B*B

号$#其中第一条规定+&在役动员

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家游泳队自己制

定的 ,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

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在役运动

员不能单方面与商业推广单位及企业签订协

议%(

)**D

年#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对国家队

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 !体政

字 )

)**D

*

+=

号$中指出+ &运动员商业活动

中价值的核心是无形资产#包括运动员的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对多数运动项目而

言#运动员的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家"集体大

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运

动员个人的努力%(还指出+ &要保障国家队训

练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依法保障运动员的权

利(%通过比较发现#

)**D

年文件的创新点在

于#指出我国 &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的运行

模式下应积极应对#深化改革#保障运动员的

合法权利%但文件并没有对运动员资产分配额

作任何具体解释和详细规定#运动员资产分配

问题必须在运动员培养模式分类基础上作进一

步研究%

)

!

不同培养模式下的广告代言收入分配

方式

)?"

!

国家包办模式

&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运动员的生活起

居"体育训练"赛事安排等均由国家一手操办#

本文以刘翔为例#分析国家队重金培养优秀运动

员的包办模式)

!

*

%国家在刘翔身上投入的费用每

年高达四五百万元#为支持刘翔备战奥运会#国

家田径队将训练馆更换为环保型塑胶跑道#新增

运动员力量训练器械#仅这两项花费达上百万0

重新购置了新式跨栏#一套价值几十万元0采购

一套图像分析软件#花费约三万元0制订 &以赛

带练(的训练方案#每年参加多次国内外田径大

奖赛#单次比赛机票费就达上万元%国家体育总

局还定期为科研小组拨发
"*

万元专项经费%据

保守估算#雅典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为刘翔

个人的投入就超过了
!***

万元%本着 &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

*

#国家有权支配其广告代言收

入%依据 &运动员的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家"集

体大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

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及 &要保障国家队训练任务

的顺利完成#同时依法保障运动员的权利(#国

家队参与运动员商业所得收入分配也无可非议#

但如何分配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

年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运动员项目管

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

!三$规定+&运动员广告收益分配要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利益(# &原则上应按运动员个人

B*[

#教练员及其他有功人员
"B[

#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的项目发展基金
"B[

#运动员输送

单位
)*[

的比例进行分配%(

)

B

*但该规定没有把

分配细节制度化#&原则上(这种说法缺乏原则

性和约束力#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拿捏%合同是最

有效力的解决途径#国家队与运动员之间可以依

法自愿签订合同#明确规定其代言收入的分配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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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避或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

)?)

!

运动员单飞模式

当前#我国存在着体育产业发展的超前性与

体育管理制度的滞后性的矛盾%为了迎合现代体

育职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部分运

动员选择离开国家队寻求自我发展之路%以李娜

为例#其离开国家队后#与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经

纪公司签约#其训练及参赛经费均由自己支付#

包括自己组建团队"自己制定比赛计划等#自负

盈亏#但每年需向网管中心上缴奖金的
=[

和个

人收入的
")[

%此外#离队并非意味着运动员

与国家队之间再无关系#在国家需要运动员代表

国家比赛时#运动员有听从国家召唤的义务#其

发展处于低迷期时国家也会给予帮助)

D

*

%

单飞模式下运动员广告代言收入分配问题可

分为两种情况加以研究解决%一是在国家队召唤

期间#单飞运动员代表国家训练并参赛#承担着

行政意义下为国争取荣耀的首要责任%国家有对

运动员进行体制内管理的权利#广告代言所得属

于为国争光重大使命下的附属品#国家队有权参

与分配#具体分配根据双方合同进行操作0二是

离开国家队期间#运动员本身具有自主训练"自

主参赛"自主承接广告代言"自主支配收入的权

利%这时#运动员只需要与其经纪公司进行交

涉#不存在与国家队的利益分配问题%

)?!

!

社会资本参与模式

依据资本参与主体的不同#社会资本参与培

养模式可分为民营资本培养和家庭培养两种模

式%民营资本参与培养模式的典型就是职业体育

俱乐部模式#其主要由赞助商出资雇用教练员负

责组织协调运动员参加赛事#依靠完善的体育设

施和严格的运作机制培养出大量的优秀运动员#

如利物浦的欧文和巴塞罗那的梅西都得益于体育

俱乐部的培养%

长期以来#政府依靠其行政权力成为竞技体

育人才的主要发现者"培养者和输送者%家庭培

养模式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培养途径#是指由运动

员家长或家庭出资供运动员参加训练"比赛的培

养模式%丁俊晖是家庭培养模式下的成功典范#

"=

岁的丁俊晖便获得世锦赛冠军#其国际影响

力不亚于 &举国体制(下培养成长起来的各优秀

运动员%该模式下家庭是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唯

一主体#因此也不存在广告代言收入的分配纠纷

问题%

!

!

娱乐明星与体育明星广告代言收入分

配机制的比较

!!

体育明星同娱乐明星一样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是市场代言界的宠儿%

)*"D

年#宁

泽涛私接广告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早在

)*"#

年#伊利乳业与宁泽涛签约长期合作#而

与伊利存在商业竞争关系的蒙牛乳业于
)*"B

年

""

月与国家游泳队签约#造成宁泽涛与国家游

泳队之间的矛盾%该矛盾的产生可归因于有无合

同及其制定的问题#和有无中介及其调配的

问题%

!?"

!

合同

娱乐明星与体育明星在广告代言收入分配问

题上存在颇多相似之处#现将娱乐明星与其所属

经纪公司的利益分配问题和体育运动员与国家队

之间的代言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比对#可从中得到

一些经验和借鉴%

娱乐明星与其所属的经纪公司签订详尽的合

约#明确规定明星个人与其所属经纪公司双方的

各自所得"酬金与税费"合同的变更与解除"违

约责任"赔偿款项等#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另外#在艺人与经纪公司的合约到期且不续约的

情况下#经纪公司代艺人与第三方广告商签署的

广告合同依然有效#艺人须继续履行广告代言义

务#且艺人在执行广告合同期间#可以与新的经

纪公司签署合约%由此#不管是明星个人与经纪

公司之间的合约#还是经纪公司代艺人与广告商

签署的合同都会详细列出双方的各项权利和义

务#以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避免

了艺人与经纪公司就广告收入分配的纠纷%

相比于娱乐明星签约#体育明星转会则是

&老大难(问题%运动员转会意味着原属于俱乐

部的运动员的使用权"管理权将受到限制%以孙

悦转会事件为例#奥神俱乐部不放孙悦赴国家队

集训#并通过媒体发表了 ,北京奥神俱乐部与中

国篮协的对话要点-#其中第四条指出+&按照中

国篮协关于运动员涉外转会的有关规定#一旦运

动员输送到国家队#俱乐部方面将失去对所送球

员的涉外签约权#俱乐部的权益很难得到应有的

保障%(可以预料#俱乐部与国家队权益合同化

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合同细化可促进球员流

动#有利于其个人发展#也有利于我国体育产业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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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纪人配置

经纪人是沟通体育市场供需双方不可或缺的

媒介#可改进投资主体的决策#促进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交易效率和成功

率%文化经纪人是指在影视"文化娱乐"演出"

广告"艺术品"文物"出版等活动中从事代理服

务的专业人员%每个娱乐明星基本上都有自己专

属的经纪人%体育经纪人主要从事体育赛事"体

育组织的品牌包装"经营策划"无形资产开发以

及运动员的转会"参赛等中介活动)

+

*

%

在我国#只有很少一部分运动员配备有体育

经纪人#绝大多数运动员签约广告的权利由其所

在运动队或俱乐部掌管%相较于娱乐界成熟的经

纪人机制#体育界则缺乏经纪人这一市场与运动

员主体间的连接桥梁)

=

*

%一方面#受制于现行体

制#体育经纪行业发展尚不成熟#缺乏经验丰富

的体育经纪人和成熟的体育经纪人管理体系0另

一方面#由于运动员归国家队统一管理#部门单

一"管理跨度过大等因素#造成我国体育人力资

源供需不平衡#影响到运动员商业价值的开发%

李娜离开国家队后#与世界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

VFU

签约#其经纪人为
VFU

公司的王牌经纪人

麦克斯2埃森巴德#他在李娜取得法网冠军后#

将李娜适时推出#使李娜在事业巅峰期的商业价

值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开发%由此可以看出#经纪

公司和经纪人在运动员训练"比赛与商业价值开

发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

!

建议

#?"

!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体育明星代言收

入的归属与分配

目前体育在其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的发

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

保障%法律法规既是约束涉事主体双方行为的有

力准则#又是解决纠纷的有力手段%一方面可以

约束国家队过度的行政干涉#保障运动员的合法

权利#避免国家队一味强调行政权而引发运动员

的反叛心理#造成矛盾激化0另一方面#可以限

制运动员的个人私欲#确保国家队的利益和体育

事业的有序发展%

#?)

!

在运动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合同进行

明确细化

依据我国运动员培养模式的差异#综合衡量

国家队投入"俱乐部支持和运动员个人努力等各

方面因素#本着 &谁投资谁受益(和 &多投多

得(的原则#对运动员进行分类管理#针对不同

类别的运动员签订不同的合同#特别注重对国家

包办模式和单飞培养模式下的运动员广告收入分

配的区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

包办模式下运动员代言广告收入的分配应以国家

为重心#评估国家投入在运动员成才过程中的比

重#进一步把投入与产出量化#充分凸显效率与

公平原则0单飞模式下优秀运动员的广告收入分

配#应按运动员与项目管理中心的合同执行%应

与时俱进地不断探索运动员广告收入的最佳分配

比例#并以合同的形式加以明确#构建合理的广

告代言收入分配体系和完善的分配机制#充分调

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

!

大力发展职业体育经纪人产业#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

紧跟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完善我国

的体育经纪人制度%可以借鉴国外体育组织和经

纪人联合会的做法#举行经纪资格考试#对体育

经纪人申请者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市场营销"

经济合同"行业规范等方面的培训#使其具备从

事体育经纪活动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体

育赛事安排"体育品牌策划经营"运动员转会等

各项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妥善协调和处理运动

员广告代言各相关主体间的关系和各项事务)

C

*

%

积极依托体育院校和经济院校在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中的各自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探索一条适合

我国体育市场特点的体育经纪人培养道路%有关

部门要加强协调#相关院校要积极合作#合理设

置课程#严格教学管理#注重培养质量#并根据

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以不断满足我国体育产业发

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

"

'

!

鲍明晓
'

关于体育无形资产的几个理论问题&

,

'

'

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

"CC=

#

)"

-

#

.%

DAC'

&

)

'

!

林琼
'

刍议我国体育明星商业活动之困境)))从孙

杨/被代言0事件谈起&

,

'

'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

#+

-

!

.%

#)A#D'

&

!

'

!

郑李茹#田学礼
'

我国国家队运动员无形资产开发

权问题研究&

,

'

'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C

#

)!

-

B

.%

"BA"='

&

#

'

!

顾才铭
'

现行体制下体育明星无形资产的产权归属

与善治路径&

,

'

'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

#

!=

-

)

.%

!=A#"'

&#



河
!

北
!

体
!

育
!

学
!

院
!

学
!

报 第
!"

卷

&

B

'

!

于文谦#王乐
'

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产权的形成与分

配策略&

,

'

'

中国体育科技#

)*"*

#

#D

-

"

.%

B=AD#'

&

D

'

!

梁高亮#张光伟
'

我国女网单飞模式与举国体制辩

证关系研究&

,

'

'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

#

)=

-

#

.%

B#AB+'

&

+

'

!

杨智琼#蒋九江#刘冬梅#等
'

我国在役明星运动员

无形资产商业开发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

,

'

'

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

)*"*

#

!!

-

)

.%

"CA))'

&

=

'

!

肖林鹏#蔡劲燕
'

我国体育经纪人市场供需矛盾问

题分析&

,

'

'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D

#

!*

-

D

.%

"*A"!'

&

C

'

!

靳勇#李永辉
'

经济学视角下的体育经纪行为研究

&

,

'

'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

#

)B

-

!

.%

#AD'

*$'=;

5

.-'"#*''3(8='(.-,-;?(1'3(8='(.-./'"#*;)#3'(1(-

B

C-;.31#6#-'

J-&.6#./0.6

+

#'('()#$

+

.3'1$',31(-0"(-,

L@(>R-5

#

\2@(>X0/

J

!

6OM%%&%1UM

<

;5O0&_T-O085%/

#

6M00/Z5(%.K0&9/5:3.;58

<

#

g5

/

0/+"****

#

PM5/0

$

*81'3,&'

+

V/.3O3/8

<

30.;

#

8M3088.54-85%/0/TT5;8.54-85%/%18M30T:3.85;5/

J

3/T%.;3K3/85/O%K3%1

O%K

7

38585:3;

7

%.8;;80.;5/PM5/0M0;T.0H/T5;

7

-83;3/T&3;;&

<

#

0/T8M5;M0;0113O83T8M308M&383;

#

;

7

%.8;830K;0/T8M3T3:3&%

7

K3/8%18M3HM%&3;

7

%.8;O0.33.0/T;

7

%.8;5/T-;8.

<

'YM5;;8-T

<

.3:53H;

8M3:53H

7

%5/8;0/T8M35.8-./%:3.;%18M30O0T3K5OO5.O&30/T8M3;%O538

<

8%H0.T;;-OM3:3/8;

#

0/T0/0A

&

<

d3;8M3.3:5;3TOM0/

J

3;%18M3.3&3:0/8.-&3;0/T.3

J

-&085%/;'YM3088.54-85%/0/TT5;8.54-85%/%18M3

0T:3.85;5/

J

3/T%.;3K3/85/O%K3%1;

7

%.8;;80.;5/8M3K%/%

7

%&5d3T0..0/

J

3K3/8K%T31.%K8M3/085%/A

0&830K

#

;3&1A0..0/

J

3TK%T3

#

0/T8M3

7

0.85O5

7

085%/K%T3%1;%O50&O0

7

580&;

#

40;3T%/8M3T5113.3/8H0

<

;

%108M&3838.05/5/

J

#

0.3T5;O-;;3T.3;

7

3O85:3&

<

'V8;O%K

7

0.5;%/H58M8M33/83.805/K3/8;80.;O0/4343/A

315O50&1%.8M3O%/8.0O8K0a5/

J

0/T8M34.%a3.5/

J

'YM5;;8-T

<7

%5/8;%-88M088M3&0H;0/T.3

J

-&085%/;

;M%-&T433;804&5;M3T8%;80/T0.T5d38M3088.54-85%/0/TT5;8.54-85%/%10T:3.85;5/

J

3/T%.;3K3/85/O%K3

%1;

7

%.8;;80.;

#

8M3O%/8.0O8;M%-&T43.315/3T0/T;

7

3O5153T%/8M340;5;%1O&0;;515O085%/K0/0

J

3K3/8

%108M&383;

#

8M3

7

.%13;;5%/0&;

7

%.8;4.%a3.5/

J

5/T-;8.

<

;M%-&T43T3:3&%

7

3T:5

J

%.%-;&

<

8%

7

.%K%838M3

T3:3&%

7

K3/8%1;

7

%.8;5/T-;8.

<

'

9#

5

:.3;1

+

;

7

%.8;;80.

0

0T:3.85;5/

J

3/T%.;3K3/8

0

8.05/5/

J

K%T3

0

5/O%K3088.54-85%/

0

T5;8.54-85%/

K3OM0/5;K

0

&0H;0/T.3

J

-&085%/;

0

O%/8.0O8

0

4.%a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