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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体系现状
赛事由 WTA 牵头，设置 128 单打签位，64 双打前位，由

符合参赛条件的运动员自行报名，整体的赛事的安排遵循了国际
大赛的基本模式和原则；武汉市政府、体育局、中国网球协会在
其中起到桥梁作用，为赛事招商、保障和竞赛质量方面作出了大
力支持；裁判员由WTA和中国网球协会委派，专业能强，大赛执
裁经验丰富。武汉网球公开赛发展也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华中
地区网球氛围较弱，网球人口普及度不高；武网发展时间较短，
竞赛组织人员专业技能和知识还有待提高等。

2   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类型
武汉网球公开赛属 WTA1000 级别比赛，由武汉市政府承

办。在武汉的影响力与汉马并肩，为了大力推动武汉市体育产业
的发展，提升武汉市的国际影响力，武汉市政府借武网落户武汉
的契机成立了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体发投由武汉旅游体
育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完成，所属
行业为体育产业，按生产要素分类，属于资金紧密型企业；按投
资主体分类，属于多元化投资主体企业，现员工数量在50人左
右，营业额不高，属于小微企业。

3   武汉网球公开赛竞赛组织体系分析
3.1竞赛组织管理架构
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组织结构采用传统的线性组织结构，这是

一种相对基本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企业的各个层次都自上而下
实行垂直领导，形成金字塔结构。在线性组织结构中，下级部门
仅接受相关上级的指示，并且各级负责人负责下级单位的所有事
务。优点是职责明确，命令统一，在赛时沟通的效率较快，没有
从上至下的繁琐汇报程序，管理成本较低；缺点是领导责任重，
对领导人的决策要求高，集权较重，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不
利于管理者集中精力研究问题。且在武汉网球公开赛内部有中方
和外方两名赛事总监，由于语言不通，不能准确的传达，也会产
生歧义，经过调查发现武汉网球公开赛使用双赛事总监制度对于
赛期管理效率没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3.2竞赛赛制
赛事赛制是最能体现竞赛组织者目的的一环，武汉网球公开

赛采用的是单败淘汰赛制，三盘两胜平局决胜制。因为网球比赛
不同于足、篮球运动，有着固定的竞赛时间，所以不确定因素多，
因为巡回赛的原因，运动员需每周在不同的赛区奔波参赛，所以
每日规定的赛程在非特殊原因下必须全部竞赛完毕。所以单败淘
汰是大型网球公开赛最为适合的赛制。

3.3竞赛裁判
大型网球比赛中的裁判分为四种，分别是：裁判长、主裁判、

鹰眼裁判和司线员裁判。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各司其职，共同完成
比赛执裁任务。因此，从竞赛发展的需要来看，武网的发展也离
不开高水平的裁判员队伍。

国际网球联合会认定的裁判等级分为四级：国际白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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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牌、国际银牌、国际金牌。武汉网球公开赛为WTA1000超五巡
回赛，所以主裁判队伍的选择上也更加地专业。主裁判队伍共20
人，都是由国际网联委派，其中国际金牌主裁判8人，国际银牌
主裁判12人。

中国网球协会现认定的裁判等级也分为四级：国家三级、国
家二级、国家一级和国家级裁判。武网的司线员裁判队伍由中国
网协委派，均为国家一级及以上，参与裁判工作的裁判员中，也
大都是国内裁判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司线裁判队伍共82人，其
中：国家一级裁判员共有36人，国家级裁判46人。

3.4竞赛球员服务
赛事组委会对于球员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直接影响

球员的竞技状态。武汉网球公开赛期间，球员服务团队为球员精心
准备了礼物，组织了民间艺术展示、飞镖、室内高尔夫、教练篮球
赛等休闲活动，为341位球员及其随行人员提供了训练、穿线、比
赛、理疗、医疗、餐饮、健身、观赛以及娱乐闲暇等各种服务。在
非比赛日内共举办了城市营销、赛事营销、赞助商、公益、合作伙
伴、会员粉丝等6类35场球员活动，活动丰富，内容精彩。

4  结语
武汉网球公开赛运营商整体建设还不够完善，虽然聘请了

WTA外籍专家进行了赛事保障，但国内运营方工作人员配套进度
较慢、在经过了六年的学习后，依旧无法单独承担相关岗位的工
作；应当结合团队打造，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完成定岗定责定
编，明确奖惩分配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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