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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国际特奥会总部 

 
收件人：  全球特奥成员组织 

 
日期：  2023 年 3 月 

 
回复：  2023 年特殊奥林匹克官方总则修订版摘要 

 
I. 背景 

此备忘录概述了董事会于 2022 年 6 月投票并批准的《特殊奥林匹克官方总则》

修正案。通过对《总则》进行修订，将进一步强化我方为所有运动员提供优质项目的承诺

，并将对本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修订版中明确了健康、运动与健身活动之间的联系，并

制定了新的指导方针，力求为下一代特奥运动领袖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其他变更则旨

在通过新型数字化工具和政策，为拓展互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进而解决运动员和特奥运

动的现有需求及未来需求。 

II. 第 1 章 

第 1 章 阐述国际特奥会（SOI）的使命、目标与创办宗旨。对此章进行变更，旨

在确保组织架构中包含国际特奥会为了给智障人士提供更多重要机会而采取的各种举措。

第 1.03(d)(1) 小节是本章的新增条款，其中明确阐述了允许无智力障碍的人士以融合伙

伴或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特奥运动。 

第 1.04(b)(2) 小节概述了作为特奥运动最高决策层的国际特奥会的职责。此修订

版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特奥会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撤销核准资格的权力，例如存在违背核

准资格条款、违反《总则》或是危及特奥运动的使命和目标等情况。可能会导致被撤销核

准资格的具体行为包括，会对运动员的健康和/或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严重损害成员组织

的财务状况的活动，或是在多个方面都未能按照国际特奥会的使命和目标来开展或组织项

目。 

将所有提及的“运动会组委会”都修改为新术语——地方组委会（LOC）。此变更

适用于《总则》修订版。 

 

 

 

 

 

III.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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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01(b) 小节中的最低年龄要求中，分别规定了青少年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

的相应年龄和参与要求，青少年运动员包含年满七（7）岁的儿童，而普通运动员必须是

年满八（8）岁及以上的人员。修改《总则》旨在表明，国际特奥会希望鼓励家长或监护

人同自家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一起参与，并为他们提供获取教育资源的机会。任何成员组织

不得向未满两（2）岁的幼儿提供面对面的现场活动。 

此章还对国际特奥会强制要求提供的运动员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将现行表单的名

称修改为更直观的名称，以及新增《肖像权授权书》，并将其作为必备的注册文件。 

IV. 第 3 章 

执行委员会批准对 2020 年《体育运动规则》第 1 章进行修订。新版《体育运动

规则》将官方的夏季、冬季、地方和公认的运动项目清单替换为体育项目分级标准图表，

重点描述运动项目参与和活动分类的四个级别。由于采纳了这些重要变更，对《总则》的

第 3.04 条进行了修订，各个成员组织应将本章与《体育运动规则》的第 1 章交叉引用

。特奥成员组织按照传统所提供的夏季和冬季运动项目清单仅供说明之用。修订后的《体

育运动规则》第 1 章如附件 A 所示。 

也对第 3.12 章“特奥机能活动训练计划”（MATP）的描述稍作修改，将特奥机能

活动训练计划是专门为“患有严重智力障碍以致不能进行正常的特奥训练和竞赛的”个人

设计的描述，修改为更加笼统的能包含成员组织宗旨的描述，即“专为因机能水平而无法

参加特奥运动竞赛的运动员而设计的。”此修改说明国际特奥会对所有运动员在机能方面

的差异极为敏感，并且竭力防止人们对可能要参与特奥机能活动训练计划项目的运动员的

智力障碍归为“严重”程度或妄加评论。此外，新增的第 3.13 章对青少年运动员项目进

行了定义。此处修订与第 3.03(c) 章节中提到的成员组织的范围有关。 

 
V. 第 4 章 

第 4 章中新增了三（3）个咨询理事会。其中包括成员组织运动员领导理事会（第 

4.13[a] 节）、地区运动员领导理事会以及全球运动员领导理事会（第 4.13[b] 节）。

此章的修订还明确了创始人理事会的存在（第 4.14 节），此内容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作为特奥会章程的修订案获得批准。由于新增了这些章节，第 4 章的章节目录编号格

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此外，第 4.01(c) 节还包含了新增的成员组织质量标准（PQS）。为与 2021~2030 

战略计划协调一致，成员组织质量标准包括交互式的成员组织评估工具和帮助成员组织负

责人实现增量目标的指南，其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最好的项目。可在此查阅拟议的成员组

织质量标准最新提案：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program-

quality-standards。这些标准将不断完善，以应对特奥运动成员组织在运作中所面临的

不断变化的运营环境。此外，还将成员质量标准整合到以后的资格认证要求中。 

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program-quality-standards
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program-quality-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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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 5 章 

第 5.08 节现允许运动员号码布上出现商业信息，但成员组织需要遵循《官方竞赛

号码布指南》。《竞赛号码布指南》如附件 B 所示，您也可以在下面提供的《总则》网

页上查阅此内容。成员组织应遵循这些指南，且如有任何疑问或顾虑，可咨询地区办事

处，以获取更多信息。此变更仅适用于运动员号码布，并且不影响针对运动员在批准的特

奥赛事上所使用的其它训练器材、或竞赛制服、指定商品或其他物品等方面而实施的现行

规则。 

在第 5.09 节中，除了现行的酒精饮料和烟草产品禁令之外，还新增了禁止公开接

触或使用大麻和电子烟产品的内容。 

第 5.16 节增加了运动员防护的内容。法务部门以及风险管理和保险支援团队经过

不懈努力，获取了开展运作保障所需的资金和支持，运作保障包含广泛的培训活动，所有

成员组织的员工、志愿者、运动员和教练都必须完成该培训，以贯彻落实国际特奥会的政

策和程序，从而保护特奥运动员免遭性虐待、欺凌、以及其他危害性的、攻击性的或不必

要的接触。于 2020 年设立运作保障培训，并于 2021 年将运作保障培训材料分发至各成

员组织。已于 2022 年开展试运行运作保障。在 2023 年期间，预计成员组织将继续运用

该资源和培训，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或计划实施）运作保障。 

国际特奥会将有权要求违反上述禁令的任何志愿者、工作人员、运动员或利益相关

方立即停赛/停职。 

 

VII. 第 6 章 

第 6.15 节再次强化了国际特奥会的权利，包括对特奥会成员组织实施制裁，以及

撤销或拒绝成员组织的核准资格。修订版中规定，如果成员组织董事会未能履行其义务，

或是出现第 6.18 节中所述的可能导致紧急撤销核准资格的任何违规行为，就会对该成员

组织实施制裁。 

VIII. 第 7 章 

第 7 章在数字化筹款的后面新增了数字化运动，此变更与国际特奥会的战略目标保持

一致。新章节内容展示了国际特奥会的承诺，即拓展其数字平台、内容、数据管理、安全

的在线环境以及数字现代化。通过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成员组织将获得各种数字

资源，在赛场内外实现全球互连，同时也拓宽了国际特奥会筹集款项、保护健康和开展运

动的机会。 

IX. 美国地区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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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多元化和包容性对运动项目及美国成员组织的重要意义和优先次序，执行委员

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批准了数项要求，这些要求将被作为《美国地区具体规则》的

第九（9）章，于 2021 年开始生效，且适用于美国成员组织。该新章节要求美国成员组

织做到： 

 (1) 聘用特奥运动员，使其成为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 

 (2) 采用多元化且包容性的政策和使命宣言； 

 (3) 从志愿者、供应商、员工和运动员中吸引少数群体的个人加入；以及 

 (4) 在每年的资格认证文件中，提交一份年度情况报告，报告中列明各个成员组织

及其辖区内的多元化统计信息。 

未做到上述要求的成员组织可能会因违规而面临制裁。 

X. 总结 

 

经过多次探讨和大量工作之后，我们很高兴为《总则》提出上述修订。《总则》的

译文版本见国际特奥会网站：

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special-olympics-general-

rules。 

我方在此感谢参与此次修订的所有个人、成员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各方。如对

修订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上述链接中的常见问题链接，提出所有问题。  

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special-olympics-general-rules
https://resources.specialolympics.org/governance/special-olympics-general-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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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20 《体育运动规则》第 1 章中规则变更的摘要 

 

原文 修订后 

原格式 新的封面照片，以及显示于页脚的变更日期：2020 

年 6 月 

2.6 参赛声明 

2.6.1 每支队伍都必须在每场比赛中让所有合格的

团队成员参赛，除非队员受伤或由于纪律原因而

退出团队。如果因受伤或纪律原因，经认可的比

赛名单上的球员不能参加比赛，教练必须在每场

比赛前通知赛事管理人员。 

新增：在每场比赛中，每支队伍中的所有有资格的团

队成员都必须参赛，除非该队员受伤或由于违纪而退

赛。 

如果因受伤或纪律原因，经认可的比赛名单上的球员不

能参加比赛，教练必须在每场比赛前通知赛事管理人员

。如有有资格的团队成员未参赛，则该只队伍会面临处

罚，最高可导致丧失资格和取消资格。 

5.0 特奥会体育项目的分类 

5.1 特奥会的三个体育项目分类: 

5.1.1 官方正式项目 

5.1.2 官方承认项目 

5.1.3 地方流行项目 

5. 2 以下标准将被用于划分官方正式项目、官

方承认项目和地方流行项目： 

（原图表） 

 
*根据特奥会年度人口普查 

5.3 官方正式项目 

5.3.1 夏季项目 

5.3.1.1 田径运动 

5.3.1.2 羽毛球 

5.3.1.3 篮球 

5.3.1.4 硬地滚球 

5.3.1.5 保龄球 

5.3.1.6 骑自行车 

5.3.1.7 马术 

5.3.1.8 足球 

5.3.1.9 高尔夫 

特奥会体育项目的分类 

5.1 特奥运动员有机会参加的训练项目和比赛项目分为

四个级别。按照为各个级别设立的以下标准，对体育

项目进行分类。体育项目的三个类别 

5.1.1 官方正式项目 

5.1.2 官方承认项目 

5.1.3 地方流行项目 

5.2 体育项目级别标准 将根据以下标准，将体育项

目划分为官方正式项目、官方承认项目和地方流行项

目：体育项目级别标准 

（插入新图表） 

*根据特奥会年度普查 5.3 官方正式项目： 

5.3.1 夏季项目 

5.3.1.1 田径运动 

5.3.1.2 羽毛球 

5.3.1.3 篮球 

5.3.1.4 硬地滚球 

5.3.1.5 保龄球 

5.3.1.6 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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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0 手球 

5.3.1.11 柔道 

5.3.1.12 竞技体操 

5.3.1.13 艺术体操 

5.3.1.14 公开水域游泳 

5.3.1. 15 举重 

5.3.1.16 轮滑 

5.3.1.17 帆船 

5.3.1.18 垒球 

5.3.1.19 游泳 

5.3.1.20 乒乓球 

5.3.1.21 网球 

5.3.1.22 排球 

5.3.2 冬季项目 

5.3.2.1 高山滑雪 

5.3.2.2 越野滑雪 

5.3.2.3 花样滑冰 

5.3.2.4 旱地冰球 

5.3.2.5 地板曲棍球 

5.3.2.6 短跑道速滑 

5.3.2.7 单板滑雪 

5.3.2.8 雪鞋健行 

5.4 官方承认项目 

5.4.1.1 板球 

5.4.1.2 皮划艇 

5.5 地方流行项目 

5.5.1 认证成员组织可提供当地热门的

，但目前不被视为官方正式或承认项目

。 

5.6 需要由国际特奥会（SOI）提前审批的地

方流行项目 

5.6.1 这些运动是国际特奥会认为可能给

特奥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带来风险的项目

。 

5.6.2 未经国际特奥会体育部的预先批准

，任何认证成员组织不得提供国际特奥

会在此列出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训练或比

赛。 

5.6.3 申请其中某项运动的许可时，必须附

上拟议的规则和安全标准。 

5.6.4 国际特奥会现已将格斗运动、武术（ 

5.3.1.7 马术 

5.3.1.8 足球 

5.3.1.9 高尔夫 

5.3.1.10 手球 

5.3.1.11 柔道 

5.3.1.12 竞技体操 

5.3.1.13 艺术体操 5.3.1.14 公

开水域游泳 5.3.1.15 举重 

5.3.1.16 轮滑 

5.3.1.17 帆船 

5.3.1.18 垒球 

5.3.1.19 游泳 

5.3.1.20 乒乓球 

5.3.1.21 网球 

5.3.1.22 排球 

5.3.2 冬季项目 

5.3.2.1 高山滑雪 

5.3.2.2 越野滑雪 5.3.2.3 

花样滑冰 

5.3.2.4 旱地冰球 

5.3.2.5 地板曲棍球 

5.3.2.6 短道速滑 5.3.2.7 单板滑

雪 

5.3.2.8 雪鞋健行 

5.4 已认可的体育项目 

5.4.1.1 板球 

5.4.1.2 皮划艇 

5.5 地方流行项目 

5.5.1 认证成员组织可提供当地热门的，但目

前不被视为官方正式或承认项目。 

5.3 5.6 需要由国际特奥会（SOI）提前审批的地

方流行项目。 

5.3.1 国际特奥会现已将格斗运动、武术（柔道除

外）、雪橇运动、赛车运动、空中运动、射击和

射箭列为需要由国际特奥会提前审批的地方流行

项目。 

5.3.2 5.6.1 国际特奥会认为此类体育项目会令特

奥运动员的健康或安全面临不合理的风险。 

5.3.3 5.6.2 未经国际特奥会体育部门的批准，任何

已核准成员组织均不得针对国际特奥会在此列出的

任何体育项目举办训练或比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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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除外）、雪橇运动、赛车运动、空中

运动、射击和射箭列为需要由国际特奥会

提前审批的地方流行项目。 

5.7 维持体育项目的 认证 级别 

5.7.1 每项运动将每四年重新评估一次，并

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分类。夏季项目在每次

世界夏季运动会后重新认证。冬季项目在

每次世界冬季运动会后重新认证。 

5.7.2 国际特奥会体育部负责提交所有体育

项目认证水平的依据。 

5.7.3 重新认证通知将发送给体育规则咨

询委员会。 

未经国际特奥会体育部的批准，任何已核准成

员均不得针对国际特奥会在此列出的任何体育

项目举办训练或比赛活动。 

5.3.4 5.6.3 为这些体育项目中的某一项申请审批

时，必须同时附上拟议的规则和安全标准。 

5.6.4 国际特奥会现已将格斗运动、武术（柔道除外

）、雪橇运动、赛车运动、空中运动、射击和射箭列

为需要由国际特奥会提前审批的地方流行项目。 

维持体育项目的认证级别 

5.4.1 5.7.1 特奥会每年都会根据普查数据来重新

评估每个体育项目的级别。将每四年对每项运动重

新评估一次，并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分类。夏季项目

在每次世界夏季运动会后重新认证。将在每次世界

冬季运动会后对冬季项目进行重新认证。 

5.7.2 国际特奥会体育项目部负责提交所有体育项

目认证水平的依据。 

5.4.2 5.7.3 该重新认证通知将会被发送给体育运

动规则咨询委员会将获悉各体育项目的级别是否有

变更。 

8.4 裁判委员会 

8.4.7 裁判委员会应当基于规则和每次抗议

的特定环境做出决定。 

增加/删除：裁判委员会的决定应当必须基于规则和每

次抗议的特定环境。 

10.5 解决分组问题 

10.5.1.3.2 只有在上述指南范围内，已尽可能

扩大年龄段和能力范围的情况下，才允许在决

赛中以少于三人的运动员或队伍进行分组。 

删除 

10.5.1.3.2 只有在上述指南范围内，已尽可能扩大年

龄段和能力范围的情况下，才允许在决赛中以少于三

人的运动员或队伍进行分组。 

12.2 平局 

 

12.2.1 在平局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结果的每个运

动员或团队将获得所取得最高排名的相同奖励。

例如，两名第三名的运动员各自将获得铜牌。后

续的运动员或团队将按照他们的完成顺序获得相

应的奖励。例如，第四个冲过终点线的运动员 

将获得第四名的绶带，不论在其之前是否有

出现并列情况。 

删除/增加：每个体育项目都应遵守专为该体育项目设

定的关于平局的标准。如果没有制定此方面的标准，名

次并列的每个运动员或团队将获得该名次的最高奖励。

因此，出现平局将会导致无下一名次的奖项。在平局的

情况下，获得相同结果的每个运动员或团队将获得所取

得最高名次对应的相同奖励。例如，两名并列第三的运

动员将各自获得铜牌。后续的运动员或团队 

将按照其完成顺序获得相应的奖励。例如，第四个冲

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将获得第四名的绶带，不论在其之

前是否有出现并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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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某个名次出现平局将导致接下来的名

次无奖励——第一名的平局意味着没有第二名

。 

例如，第四个冲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将获得第四名的绶

带，不论在其之前是否有出现并列情况。因此，某个

名次出现平局将导致接下来的名次无奖励——第一名

的平局意味着没有第二名。 

14.1.2 竞技性融合运动 
 

14.1.2.1 竞技性融合运动模式将大致相等人数的

特奥运动员（智力障碍者）和伙伴（非智力障碍

者）作为队友组合为团队进行训练和比赛。在竞

技性融合运动团队中所有参赛的运动员及融合伙

伴应当具备参赛所必需的运动相关技能和战术，

而无须修改当前特殊奥运会官方体育规则。一个

融合运动团队是一个包容性的体育项目，运动员

和伙伴人数大致相等。所有团体体育项目的运动

员和融合伙伴都必须年龄相仿且能力相近。请参

阅本章节末尾的第 14.3 节：特奥会竞技运动的

具体参数。对于羽毛球、皮划艇、乒乓球、网球

、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等个人项目，其运动员和

融合伙伴必须年龄相仿且能力相近。对于所有其

他个人项目，其年龄段和能力要求可能会有所不

同，详见第 14.3 节中各项目的具体规定。 

删除/增加：竞技性融合运动模式将大致相等人数的特

奥运动员（有智力障碍的人士）和融合伙伴（无智力障

碍的人士）作为队友组合为团队，进行训练和比赛。此

模式的基本要求是让所有队员都充分参与训练和比赛。

在竞技性融合运动团队中，所有参与的运动员及融合伙

伴都应当具备参赛所必需的运动相关技能和战术知识，

而无须修改当前的《特奥会官方体育运动规则》。一个

融合运动团队是一个包容性的体育项目，运动员和伙伴

人数大致相等。 所有团体体育项目中的队员运动员和

融合伙伴都必须年龄相仿且能力相近。相近是指年龄段

和能力水平有可比性。请参阅本章节末尾的第 14.3 节

：特奥会竞技运动的具体参数。对于羽毛球、皮划艇、

乒乓球、网球、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等个人项目，其运

动员和融合伙伴必须年龄相仿且能力相近。对于所有其

他个人项目，其年龄段和能力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详

见第 14.3 节中各项目的具体规定。 

14.1.2.2 竞技性融合运动模式的团队有资格参

加地区和世界运动会。 

增加/更改： 

14.1.2.2 竞技性运动模式要求参赛者年龄相仿 

14.1.2.2.1 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在 8 到 13 

岁之间，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最年长

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得超过 3 岁。 

14.1.2.2.2.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在 14 到 

17 岁之间，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最年

长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得超过 5 岁。 

14.1.2.2.3 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均在 18 

岁及以上，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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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年长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应超过 20 岁。 

14.1.2.3 14.1.2.2 竞技性融合运动模式的团队有资

格参加地区和世界运动会。 

14.1.3.2 融合运动队员培养模式的团队有资

格参加地区和世界运动会。 

增加/更改： 

14.1.3. 2 队员培养模式要求队员年龄相仿 

14.1.3.2.1 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在 8 到 

13 岁之间，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最

年长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得超过 3 岁。 

14.1.3.2.2.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在 14 到 

17 岁之间，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最年

长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得超过 5 岁。 

14.1.3.2.3 如果某个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均在 18 

岁及以上，那么该团队中最年幼成员的年龄与最

年长成员的年龄相差不应超过 20 岁。 

14.1.3.3 14.1.2.2 融合运动队员培养 

模式的团队有资格参加地区和世界运动会。 

A.5 —— 官方表单：用于提议《特奥会体

育运动规则》、修订和变更 

更改：官方表单：《特奥会拟议规则变更申请单》 

用于提议《特殊奥运会体育规则》、修订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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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比赛用号码布赞助指南 

定义 

 
比赛用号码布 运动员在参加特定体育项目的比赛时佩戴的身份标识卡 

（标明该运动员的国家、姓名 

或编号）。 

 
地方组委会（LOC） 地方组委会是国际特奥会不时授权组织、资助和举行世界

运动会、地区运动会或多辖区单项运动赛事的非营利性独

立组织或协会。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际特

奥会”）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 

 
赞助商 / 合作伙伴 

 
 
 
资产 

 
向地方组委会提供资金或其他援助以支持赛事，以从地方

组委会换取曝光度和市场开发权的第 3 方实体。 

 
比赛用号码布 

 
 

目的和范围 

 
此政策旨在对如何利用比赛用号码布获取企业赞助福利等收益设定临时的指导方针，同时

向全球观众展示，特殊奥运会比赛与其他体育赛事一样，凭借比赛质量、运动才能和运动

员的竞争力，其具有内在商业价值。如适用，任何国际特奥会、地区、成员组织或被授予

此赞助权的地方组委会的合作伙伴都应遵守此指导方针。 

 
可向世界运动会、地区运动会和多个成员组织共同举办的运动会提供此企业赞助福利。所

有比赛用号码布上的品牌标识都必须符合此指导方针。 

  
自 2023 年 1 月起，《特殊奥林匹克官方总则》将撤销禁止在所有特奥比赛的比赛用号

码布上展示企业合作伙伴标志的禁令，包括但不限于，世界运动会、地区运动会、美国运

动会和融合杯比赛。作为此资产的所有者，国际特奥会将与地方组委会合作，利用比赛用

号码布为国际特奥会和地方组委会创造收益，并遵循国际特奥会提供的收入分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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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降序排列的以下优先顺序，旨在解决此政策与以下任何文件之间的矛盾之处。(1) 《总

则》，(2) 《比赛协议》，(3) 《技术手册》，(4) 《比赛用号码布赞助指南》。 

第 1 节：通用指导方针 

 

1.1. 号码布的制作 

对于为运动员提供的比赛用号码布，地方组委会将承担与之相关的所有费用，并确保运动

员在比赛期间妥善佩戴比赛用号码布。 

 
地方组委会在定制比赛用号码布时应遵循运动会标志、《国际特奥会品牌推广指南》和《

国际特奥会比赛用号码布赞助指南》中对数字和设计的要求。在设计比赛用号码布时，必

须最大限度地提升赞助商的曝光度，并确保在赛事活动期间的任何时候，比赛用号码布均

面向观众、比赛工作人员、节目播送和静态摄影等渠道展示。 

 
商业号码布上的广告内容可包括合作伙伴的名称和标志。不建议在号码布上书写标语，但

如有需要，请事先获取国际特奥会的书面批准。 

 

1.2. 合作伙伴的选择以及权利的分配 

鉴于比赛期间及媒体报道中的潜在曝光度，对企业合作伙伴来说，商业号码布有着较高的

效益优势。因此，正如附件 A《比赛协议》中所述，应将商业号码布的效益优势留给顶级

的运动会赞助商。 

根据附件 A 中第 2 节的政策，在单个商业号码布上，最多允许出现的赞助商标志数量不

得超过三（3）个。如果国际特奥会、成员组织或地方组委会希望通过增加所允许标志的

最高数量限制来提升赞助商收益，国际特奥会、成员组织或地方组委会可保留制作包含超

过三（3）个赞助商标志的商业号码布的权利。制造此类商业号码布需事先获得国际特奥

会高级创意总监、全球企业合作伙伴副总裁以及由国际特奥会确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书

面批准。 

按照以下《品牌推广指南》中所规定的标志数量，应当优先考虑最高级别的赞助商。如有

必要，也可按照先到先得的选择方式，优先考虑最先参与的赞助商。赞助商可选择一个体

育项目，在此项目的商业号码布上展示该赞助商的标志。对于开幕式、低层次运动项目或

非竞技类活动等特定事件，可在商业号码布上展示地方组委会选定的所有顶级合作伙伴的

标识。 

可将商业号码布作为一项单独的服务，列入地方组委会批准的赞助框架中的合作伙伴福利

，由赞助商承担增益成本；或者也可将其整合到顶级合作伙伴的福利中。必须由资产所有

者国际特奥会负责协调和审批地方组委会的销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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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估 

对于诸如世界运动会或融合杯等每一场重要的国际赛事，地方组委会必须向国际特奥会提

供按照赞助商排列的已核实的媒体估值，并在运动会结束后提供累计的总值，从而帮助确

定此资产对运动会而言的资产估值（例如预估的或确定的市场价值）。对于区域性赛事，

国际特奥会区域管理团队应当确定其是否需要从地方组委会获取此类资产估值信息。 

1.4. 号码布的审批步骤 

地方组委会应负责设计所有号码布，并将其提交给国际特奥会，以进行审核和批准。国际

特奥会收到审批材料后，国际特奥会品牌推广团队应当确定此类材料是否符合所有适用的

品牌推广指南，与此同时，企业开发团队会对市场营销信息开展内部审查，必要时合作伙

伴也会参与审查。在设计和审批过程中，地方组委会和国际特奥会应遵循合理的时间期限

，以确保号码布的准时生产。 

1.5. 品牌推广指南 

地方组委会和成员组织应当遵循《国际特奥会比赛用号码布赞助指南》，详情见附件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