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棋赛事活动办赛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放管服”改革工

作要求，规范全国各类象棋赛事活动的组织管理，提升象棋

赛事活动的办赛服务水平，促进象棋运动健康有序发展，中

国象棋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象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25

号令）《象棋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制定本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象棋赛事是指在中国境内（不含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依法举办的各

级各类象棋赛事（含群众性象棋赛事，以下简称“象棋赛事”）

的统称。 

第三条 象棋赛事应当坚持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

的原则，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谁

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加强赛中赛后

监管，监管与服务相结合。 

各级体育部门对所辖区域内象棋赛事承担安全监管责

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对象棋赛事安全监

管承担相应责任，各级象棋行业管理部门、各级象棋协会对



 

 

象棋赛事安全承担项目管理责任，负责所辖区域内象棋赛事

的服务、引导和规范。 

第四条 各级各类象棋赛事应有明确的主办方和承办方，

通过书面协议明确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承办方应当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执行体育行业规范，确保赛

事安全，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赛事申办 

 

第五条  申办象棋国际赛事应按照《象棋赛事管理办法》

执行。 

第六条  申办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总局棋牌中心）或中国象协主办的全国象棋锦标赛，

须按要求参加上述单位组织的赛事公开征集，通过征集程序

取得办赛资格。 

第七条  申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性赛事和其

他级别的地区性象棋赛事，可参照上述申办程序执行。 

 

第三章 赛事组织 

 

第八条 赛事组织职责划分 

举办象棋赛事，主办方和承办方应当根据需要，做好下

列保障工作，并签订办赛协议书： 



 

 

主办方审批成立比赛组委会，提供承办比赛必需的竞赛

文件；制定竞赛规程、竞赛日程、竞赛编排和审查参赛人员

参赛资格，确定参赛名单；选派竞赛所需仲裁人员和裁判人

员；指导竞赛组织工作；审定参赛队的冠名、比赛服的广告

内容；提供奖牌、奖状的样式等。 

承办方负责整个赛事期间的赛事组织和安全工作，进行

风险评估，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并督促落实各项

具体措施；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制定防疫方案及应急预案，

并督促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做好象棋赛事各项保障工作，配

备具有相应资格或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符合相关标准

和要求的场地、器材和设施；落实医疗、卫生、食品、交通、

通信、安全保卫、生态保护等相关措施，成立工作组，建立

相应的工作机制，确定责任人，配备人员并组织培训、演练，

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处置。 

第九条 赛事组织机构 

（一）筹备委员会 

象棋赛事承办方自获得赛事承办权起，应成立筹备委员

会，负责与主办方的日常联络，接受主办方的技术指导，并

在组织委员会成立之前代行其职能。根据赛事举办时间，提

前 3 个月落实赛事有关事项（如场馆、器材、接待酒店等）。 

（二）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 

根据象棋赛事的性质和级别，不晚于赛事举办前 30天，

承办单位应在筹备委员会基础上，商请主办单位共同成立组

委会，负责赛事全部组织工作，推进赛事各项工作。 



 

 

组委会根据工作需要一般可设：疫情防控、竞赛、场地

器材、安全保卫、新闻宣传、医疗卫生、后勤接待、市场开

发等机构，明确赛事的分工和责任，协同合作；组委会可根

据实际需要组建志愿者团队。 

第十条 赛事有关文件 

主要包括：竞赛规程和规则、赛事组织方案、赛事补充

通知、秩序册与成绩册等。 

（一）竞赛规程和规则 

全国象棋赛事应按照最新版《象棋竞赛规则》和总局棋

牌中心、中国象协颁布的竞赛规程、补充规定等技术性文

件筹备和组织赛事；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区域性象棋

赛事和其他级别的地区性象棋赛事可参照全国象棋赛事要

求执行。 

（二）赛事组织方案 

象棋赛事承办单位一般应在赛前至少 2个月制定并向主

办单位报审疫情防控方案、赛事组织方案、安全风险防控方

案、应急处理方案等。赛事组织方案至少应包括赛事名称、

目的、赛事规模、各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进度安排、开(闭)

幕式安排、经费预算、后勤保障措施、各类应急措施等。 

承办单位在赛前应主动向所属管理和监督部门报批

（备），寻求业务指导、技术支持和服务，对不符合规定条

件、标准、规则和涉及安全问题的应及时整改到位，确保合

法、安全、规范办赛。 

（三）赛事补充通知 



 

 

象棋赛事补充通知一般包括规程中未明确或需要修改

的情况，应在赛前至少 1 个半月制定并向参赛单位发布，临

时应急性通知时间不受此限制。 

（四）秩序册与成绩册 

象棋赛事秩序册一般应在赛前至少 1周确定并完成印刷，

在报到时向参赛人员发放。 

象棋赛事成绩册可在赛后以电子版或纸质版形式公布

（寄送）。 

第十一条 比赛场地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一）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建议人均面积在 2.5 ㎡/人

以上，充足的光线以及良好的通风条件； 

（二）比赛室内场地，冬季以 18至 25 摄氏度为宜；夏

季以 23至 28摄氏度为宜。湿度以 30％至 80％为宜； 

（三）比赛场地应有标志明显的安全应急通道； 

（四）比赛进行时，赛场内必须保持安静； 

（五）比赛区域应不受观众干扰； 

（六）比赛用的棋桌必须平稳牢固；棋桌的数量必须保

证每个对局可以在赛桌上互不干扰。另外每张棋桌必须标明

台次号码。 

（七）国家级以上比赛（含国家级），每张棋桌的尺寸

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台签、双方运动员名签、棋盘、棋钟、

对局记录纸。棋桌与坐椅的间隔不低于 30cm。运动员坐椅之

间的间隔不小于 50cm（以运动员离座时，互不干扰为最佳）。 

（八）棋手使用的坐椅必须与棋桌的高度相匹配，坐椅



 

 

的数量必须保证每一位参赛选手能拥有自己的坐椅。 

（九）赛场要为裁判员准备工作台和裁判椅。 

第十二条 比赛棋盘、棋子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一）棋盘表面不能反光，棋盘上的线路要清楚； 

（二）棋子尺寸必须相同，且与棋盘相适应。棋子摆放

在原始位置时，相邻的棋子不能出现挤碰现象； 

（三）棋子厚度选用时要与赛制相适应。一般情况下，

快棋赛棋子不宜过大或过厚，棋子既不能反光又不能过于光

滑； 

第十三条 棋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一）比赛用棋钟功能须满足《象棋竞赛规程》要求； 

（二）棋钟显示数字的可视范围应大于 2 米； 

（三）棋钟的电池应能确保比赛进行中不断电； 

（四）当进行时间处罚时，裁判员能够迅速对时间和着数

进行调整； 

（五）棋钟应该能显示双方进行的着数； 

第十四条 安全风险评估 

（一）承办单位赛前应完成安全风险评估。赛事组委会

成立安全评估小组，从疫情防控、比赛场馆、竞赛器材、配

套设施、食宿交通安全、信息安全、安全管理制度和预案、

比赛保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二）赛事通过安全评估小组的评估后方可举办。 

第十五条 医疗和保险 

（一）承办单位应充分保障赛事参赛人员、赛事组织工作



 

 

人员的健康。 

（二）在正式比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比赛场地配备医护

人员、常用药品、急救药品及创伤简单处理用品和常用药品，

保证在比赛期间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 

（三）承办单位选派的医务人员需持有在医疗卫生系统

注册的在有效期内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具备独立的医务能力

和丰富的临场急救经验。 

（四）承办单位须在赛事筹备和赛事期间，为赛事工作人

员、志愿者等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为赛事购买公众责任险。 

第十六条 服务保障 

（一）食宿 

1．赛事参与人员驻地原则上应尽可能接近赛场，同时

且尽可能满足安全卫生、基础设施完备、交通便利等条件。 

2．餐食原则上安排自助餐，菜品应符合食品安全等规

定；要确保足够的供餐时间，以满足参赛人员的比赛需求；

根据报名信息，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饮食习惯。 

3．加强食品安全保障，严格控制食品供应和采购渠道，

食品供应商应做好安全检查并按照有关规定留样。 

（二）交通 

承办单位须制定详细的用车计划，保障竞赛、技术官员、

器材、医疗等工作用车，保证赛事期间各类人员参与相关活

动用车的有序调度。 

第十七条 赛事相关会议和仪式 

（一）组委会工作筹备会 



 

 

会议一般由组委会各部门负责人、相关单位负责人等参

加。主要内容为通报赛事整体筹备情况和各部门工作进展，

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二）领队教练联席会和技术会议 

会议一般在赛时由组委会主要领导、裁委会、各参赛队

领队、教练员代表参加。主要内容为通报赛事筹备情况、介

绍赛事相关要求和赛风赛纪要求等。会议室要求备有足够数

量的桌椅，准备投影仪、背景板（或电子屏）。 

（三）裁判员会议 

会议一般由组委会主要领导、全体裁判员参加。主要内

容为通报赛事有关信息、赛风赛纪要求、裁判员培训等。会

议室视承办单位具体情况安排在酒店或比赛场馆，要求备有

足够数量的桌椅，准备投影仪、背景板（或电子屏）。 

（四）开幕式或开赛仪式 

可根据赛事级别、规模和需要，确定是否举办开幕式、

开赛仪式等。如确需举办，仪式应简朴有序，且以反映中国

元素、当地历史和文化特色为主。承办单位赛前须制定仪式

方案，报送主办单位审核通过后执行。 

（五）颁奖仪式 

承办单位须根据竞赛规程的录取和奖励规定，制定与之

相适应的颁奖仪式工作方案，报送主办单位审核通过后执行。 

第十八条 反兴奋剂工作 

象棋赛事的组织工作须遵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反兴

奋剂管理办法》和有关反兴奋剂工作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商务开发 

象棋赛事的商务开发工作须按赛事协议中的约定进行。

广告设置方案须经主办单位审核认可，广告的设置必须遵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体育广告活动的有

关规定。 

第二十条 新闻宣传 

（一）承办单位须制定赛事宣传推广工作方案，尽可能对

比赛进行电视、网络直播或转播，增加观看比赛的受众数量。  

（二）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赛前、赛中和赛后全

程加强赛事宣传，加大对重点参赛运动员、比赛中出现的好

成绩、好故事，与比赛有关的公益活动等报道力度，充分展

示中国体育和象棋项目良好形象，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三）承办单位组织的相关活动、发布的赛事广告和媒体

宣传内容必须正确、真实、健康，不得误导、欺骗参赛人员

和社会公众。 

第二十一条 安保工作 

（一）承办单位须在赛前至少 30 天向当地公安、消防和

其他有关部门对赛事进行报备。 

（二）承办单位应当加强观赛环境管理，维护赛场秩序，

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发生，严禁不文明不健康、

有侮辱性或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社会倾向

等方面的言论、旗帜和标语出现，严禁携带危险品出入赛场。 

（三）承办单位因办赛需要使用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相

关信息的，应当保障信息安全，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



 

 

得违法使用或泄漏。 

第二十二条 赛事熔断 

承办单位应当密切关注赛事进程，在办赛条件发生变化

时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在不具备继续办赛条件时，经过主办

单位同意后，应及时终止赛事。 

 

第四章 不可抗力 

 

第二十三条 如因自然灾害、疫情防控、政府行为、社

会异常事件等因素，确需变更赛事时间、地点、内容、规模

或取消赛事的，承办单位应当在获得主办单位同意后及时公

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象棋赛事组织工作中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注意勤俭办赛，节约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

境。 

第二十五条 本指南解释权归属中国象棋协会。 

第二十六条 本指南自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执行。2018

年 9 月 26 日印发的《象棋比赛办赛指南（试行）》（象棋协

字〔2018〕51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