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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法若干基本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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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体育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分支，

其调整对象就是含有国际或者跨国或者涉外因素的体育关系；其渊源应该包括国际条

约、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惯例、体育组织规范、国内法以及一般法律原则；其主体包括

政府间国际组织、运动员、国际和国内体育组织、国家政府和其他从事体育运动的自

然人和法人；它是一个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内的特殊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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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或者分支，国际体育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

随着国际体育运动的日益频繁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讲世界范围内的体育运动的日益

普及促进了国际体育法的发展。国际体育法规定的是管理和控制跨国体育活动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的一系列规范、原则和程序体系的总和, 或

者讲其是调整、控制和解决运动员、国际体育组织以及政府之间的体育争议和相关活

动的规则，是从比较普遍的私法、公法体制中汲取的规范和程序。尽管如此，但其仍

然是在不断发展的，并且在既定的包括仲裁机构和国内法院在内的组织结构中起作

用。至于其基本问题，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国际体育法的基本问题也可以从其调整

对象和范围、渊源、主体以及性质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 国际体育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任何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调整对象，或者说任何法律都要规定所要调整的某种社

会关系。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的国际体育法当然也不能例外，也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作者认为，国际体育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含有国际或者跨国或者涉外因素的体育关系。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定而结成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

这三要素组成的。而国际体育法律关系就是指其主体、客体和内容这三要素至少有一

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因素与国外有联系的体育法律关系，而且这种体育法律关系有可能

涉及公法的范围（譬如对使用兴奋剂的国际控制、涉及运动员人权的规定、球场暴力

等），也有可能涉及私法关系（例如体育赞助、运动员跨国转会等）。在主体为涉外

因素时，作为体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外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有时

也可能是外国国家、国际组织或者无国籍人）；在客体为涉外因素时，作为体育法律

关系的标的（包括物、行为和知识产权等）位于国外；在内容为涉外因素时，产生、

变更或者消灭体育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譬如，一个中国的运动员参加某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美国主办的体育比赛，对中国来讲，在这一关系中有两个涉外

因素，即该法律关系的另一主体在国外以及该体育法律关系产生在国外。 

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体育法的调整对象国际体育关系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体育

关系，譬如因为体育赞助、体育知识产权的转让、体育保险等而产生的关系以及因为

国家之间签订涉及体育运动的协定而发生的关系等，也包括具有管理或者服从关系的

不平等主体之间的体育关系，如因体育比赛中的违规行为而得到相应处罚所引起的体

育关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体育关系既有属于私法范围内的体育关系，譬如因体

育赞助、体育保险等行为而产生的关系，也有应当属于公法调整的体育关系，如因种

族歧视、球场暴力、体育组织的法律地位的争议等行为而引起的关系就要有公法来调

整。因此可以讲国际体育法是一个包括有关法理学、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内的复杂法律部门，在这些法律内都可以找到调整国际体育关系的

法律规范。 

譬如当前由于职业体育运动的全球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在国外从事职业体育运

动的球员和教练员等越来越多，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法律问题是需要国际体育法来调整

的。仅仅在争议的解决部分就包括以下问题：一是由于职业球员和教练员工作的跨国

性而引起的法律争议应由哪一国的法院（当事人国籍所属国的法院还是工作地国家的

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二是解决争议时应适用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三是外国法院的判

决能否在本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国际私法上的有关规定，尤其

是集中体现在国际民事争议的解决部分。 

2. 国际体育法的渊源 

法律的渊源一般是指法律规范的创制及其表现形式，故国际体育法的渊源即指国

际体育法规范的存在及其表现形式。不过国际体育法作为国际法的分支，其法律渊源

也可以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关于国际法院适用法律的规定中得到某些启示。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法的渊源主要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

则等。根据该条规定，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部门的国际体育法的渊源似乎也应该包

括涉及体育运动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惯例以及“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

原则。”只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体育运动的国际条约不是太多，且主要表现在有关国际

法的基本原则、兴奋剂、人权、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有限的几个方面，这与体育

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而承认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惯例为国际体育法

渊源的前提则是这些规范得到了国际社会以及体育界的认可而具有法律拘束力；至于

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其裁决中则多次提到了该术语，主要是指国际社会

普遍承认的一些法律原则，譬如罪刑法定原则、遇有歧义时有利于弱方当事人的原则

等。 

从国际法方面来讲，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体育

运动中也是必须遵守的，譬如各国平等、不歧视、反对种族主义等。国际体育法的渊

源首先应当是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通过的涉及体育运动的国际公约

和相关文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通过的涉及体育运动的文件主要包括《反对在体育

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2005）、《反对在体育运动中实施种族隔离的国际公

约》（1985）、《保护奥林匹克标志的内罗毕公约》（1981）、《国际体育运动宪



章》（1978）以及《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等。欧盟在体育运动领

域也通过了《反对球场暴力的国际公约》、《反兴奋剂公约》、《欧洲体育运动宪

章》以及涉及体育运动的大量决议。这些条约、公约等应当是国际体育法的主要渊

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体育法也调整一部分私法范围内的体育关系，譬如

前述的奥运转播权合同，故除了上述国际公法方面的渊源外，有关国家国内制定的调

整体育关系的法律和国家之间协议制定的国际条约也是国际体育法的渊源，包括国内

的有关调整体育关系的仲裁法、民商法、诉讼法等以及国际性的涉及合同、仲裁等的

条约。 

除了上述之外，国际体育组织也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国际奥委会。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法人团体，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必须以不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前

提，否则就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1]国际法中效力最广泛、最有影响的法律

渊源为《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该宪章条文之中。另

外，联合国还曾先后通过一系列直接规定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决议和宣言，如1970

年10月24日《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

了“各国主权平等”，“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各国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

等原则。此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公认为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

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同国际

法的基本原则相一致，如第六条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

歧视并按照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

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在实践当中，国家奥委会也一直

致力于国际和平运动，以利于促进民族平等，消除种族歧视，并且作出了相当的成

绩。譬如1993年国家奥委会倡议“奥林匹克休战”即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响应，而

且国际奥委会还曾禁止南非参加奥运会以反对其种族隔离政策。在国际交往中，除以

上所述，还有关于国际商务、国际刑事、国籍问题等的国际法规定及原则。国际奥委

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在从事有关活动或遇到有关情况时也受这些规定及原则的约

束。如国际奥委会同美国广播公司因电视转播发生合同纠纷，就必须按照国际私法中

的有关合同纠纷管辖原则，接受某一国法律的管辖。[1]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际和国内体育组织的规范在国际体育法渊源中的地位。

国际或者国内体育组织是属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其规范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其规范

的实施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是对有些体育争议的裁决所适用的则主要是这些体

育组织的规范，尤其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分院和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仲裁争议

时更是如此。更主要的是这些规范尤其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规范在国际体育界已得到广

泛的认可，对于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员和体育组织来讲，不遵守这些规范有时就不可能

参加有关的比赛，故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又使这些规范具有与法律类似的拘束力。作者

认为，体育组织的规范类似于商事领域的商事惯例，理应也属于国际体育法的渊源，

只不过因其制定者不同而在适用范围上有国际和国内之分罢了。尽管如此，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即体育组织制定的有关体育运动的规范是国际体育法的重要渊源，尽管其



或许不是占有主要作用的渊源。也许我们可以讲，奥林匹克运动，尽管是非政府的，

仍处于这个法律程序的核心。它的章程和其管理机构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阐明

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对业余和职业运动都适用的习惯做法。该法律集中在影响体育运动

的政治问题、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运动员之间基于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体育运动的商

业化和职业特性等。在训练和比赛中误解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心作用的将会导致混淆控

制单项体育运动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决议以及其他国内和当地体育组织的决定的

法律意义。 

这种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制定的有关规范和条例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其一

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规章即《奥林匹克宪章》，其在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中的地位类

似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起总揽全局性的作用。其二是奥运会大家庭中的其他组

织的章程。这些组织主要包括国家（地区）奥委会、洲或世界性的国家奥委会协会、

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这些组织的章程必须符合《奥

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它们的实践和活动也必须和奥林匹克宗旨一致。这些组织的章

程是某一国家（地区）或项目范围内奥林匹克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所以也是国际体育

法规范的一部分。其三是国际奥委会各专门机构的有关规范或章程。设立一些常设的

或者临时性的专门机构，体育仲裁院、奥运会团结委员会、资格委员会、医务委员会

等。这些专门机构分别负责处理奥林匹克运动中各有关方面的重要问题，制定了自己

的规则和章程，国际奥委会医务规则、体育仲裁规则等。这些规则和章程规范着奥林

匹克运动内某种专门性的问题，也是奥林匹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由各个单

项体育联合会制定并掌握的规范着某一特定运动项目的技术问题的运动技术或者竞赛

规范，这是对体育竞赛活动进行控制的专用法。在奥委会和其他国际奥委会赞助的运

动会中，运动项目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指导工作也由各单项体育联合会自己掌握。[1]以

上这四个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体系内的有关规范当然也是国际体育法体系的组成部分。 

另外，由于国际体育争议的日益增多，也应当注意司法判例或者仲裁裁决在国际

体育法渊源中的作用。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主要原则，而一些主要的体育发

达国家譬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内的绝大多数法域都属于英美法系，

更何况该原则在大陆法国家也得到越来越广的适用，故有关法院在体育争议问题上的

判决和有些仲裁组织特别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以及美国仲裁协会对体育争议的裁决也应

当属于国际体育法的渊源。 

3. 国际体育法的主体 

国际体育运动主要是由运动员参加比赛来实现的，运动员当然是国际体育关系的

主体。除此之外，在国际体育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参与管理国际体育活动的政府和非

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国际体育关系的主体。这些组织主要有联合国及其相关专门机

构、欧盟、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

员会、全国单项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以及包括属于这些组织机构的人员等。上述这

些组织和人员当然是国际体育关系的主体。 

目前，奥运会已经升级为一个对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要求的运动会，[3]因为一些非

奥林匹克组织也参与到了国际体育运动中来，譬如联合国、类似于欧盟的地区性国际

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等。国际体育法作为国际法的新分



支，联合国所制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体育活动。譬如在反对兴奋剂、

反对前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体育运动中的适用以及奥林匹克休战方面，联合国

分别制定了一些文件，而且在包括体育仲裁在内的仲裁领域得到广泛承认的《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也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负责制定的；欧盟法

院对博斯曼以及其他体育争议的裁决以及欧盟制定的反对球场暴力的国际公约等显示

了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中的地位；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

则对本国家和地区内的体育活动负有主要的责任；在奥林匹克运动与环境问题上一些

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则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等。因此可以讲这些不属于奥林匹克运动范

围的民间和非民间组织有时也可以成为国际体育法律关系的主体。 

大多数的国际体育关系都涉及到运动员，因此可以讲运动员是最主要的主体。国

际体育关系之所以能够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该社会关系或者是因某运动员的参与而

产生的，或者是因为对运动员以及其所属的体育组织的管理以及处罚行为而引起的。

不从事体育运动但是与运动员以及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组织发生体育关系的自然人在某

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国际体育法的主体，只不过这种法律关系应当限制在与体育运动

有关的关系范围内。所以应当承认的是作为自然人，无论是运动员还是非运动员，只

有在其所从事的社会关系是涉及国际体育运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国际体育法律关系

的主体。 

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国际奥委会是从事国际体育运动的主要组织，它和

其他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也是国际体育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自从1896年现代奥运会

恢复之后，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扩大和发展成为一个对每隔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比赛负

责任的涉及数以亿计美元的行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合在一起共涉及约340项目的体育

比赛和35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2]因此可以讲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具有强大的政治和

经济影响的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已经不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而是奥林

匹克运动本身。如今的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是一回事。[3] 

奥林匹克运动成员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奥林匹

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各国单项体育协会、俱乐部，以及属于这些组织机构的人员，

特别是其利益构成奥林匹克活动基本因素的运动员，还有裁判/裁判长、教练员和其他

体育运动技术人员。奥林匹克运动还包括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和各

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起管理和控制着国际体育比赛，并且其职能的行使应遵守包括

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律体系。 

国际奥委会是创建国际体育法框架的重要组织之一，它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即

组织运动员之间的体育协会和体育比赛，并且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许多国际奥委会

的规范和惯常做法而在国际体育法的发展过程中起核心或者促进的作用。[4]这些作用

可以在奥林匹克宪章中找到相应的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一条相应的部分规定，

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不论以何种身份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员或

组织，都须受《奥林匹克宪章》条款的约束，并应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奥林匹

克宪章》第二条则对国际奥委会的职能作了规定，包括：鼓励体育运动和体育竞赛的

协调、组织和发展；确保奥林匹克运动会定期举行；参与促进和平的行动，积极保护

奥林匹克运动成员的权利，反对损害奥林匹克运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反对将体育运



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等。另外，《奥林匹克宪章》第十九条指

出，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非营利、无限期的组织，以协会的形式具有

法人资格，得到瑞士联邦议会的承认；国际奥委会的使命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领导奥

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条款作出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需要明确的是，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譬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法学会一样，国际奥委会仅仅具有“有限的

法律人格。”因此，一般认为它不能制定国际法规范。[5]但为了约束奥林匹克运动的当

事人，国家可以自愿承认国际奥委会的规范、决定和行为。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是有

些国际奥委会的重要规范具有和习惯国际法同样的约束力。[4]譬如《奥林匹克宪章》

第二条规定国际奥委会的职能是“参与促进和平的行动，积极保护奥林匹克运动成员的

权利，反对损害奥林匹克运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以及通过适当手段推动妇女在一切

级别、一切机构中参与体育运动，特别是加入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的执行机构，以实

行男女平等的原则。”违反该条的规定将会得到相应的处罚。除了《奥林匹克宪章》规

定的这些自动执行的条款外，国际奥委会对处理问题的法律程序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

影响力也可以归因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超凡魅力和声望。事实上，各国政府通常尊重

奥林匹克宪章的规范并且经常把其纳入到国内立法和政策中去。[4] 

4. 国际体育法的性质 

国际体育法的性质，主要就是要解决国际体育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或者是介

于两者之间的特殊法律部门的问题。前已述及，国际体育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国际因

素的体育关系；其渊源即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法，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其主体

即有国内法上的自然人和法人，也包括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单独地把它划归为国内

法或者国际法已显不妥，它是一个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内的特殊法律部门。 

作者认为调整国际体育关系的法律之所以被称为国际体育法是有以下原因得出

的：鉴于国际法律的发展，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

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国际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超越国界的一切国际社会关系，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国际法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一个部门法。在

国际法体系中大致包括以下法律部门，即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刑

法等。我们知道，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划分主要是以它们适用的范围和调整的社会关系

为标准的。而国际体育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为国际体育关系，或者是跨国的体育关系，

或者是涉外的体育关系，这种关系是从国际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它的适用范围跨越了

国界。因此，国际体育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法，即广义的国际法，它是国际法体

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或者分支。 

5. 小结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国际体育法目前还正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包

括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内的特殊法律部门，也是一个涉及公法和私法的法学新分支。对

国际体育法律问题的研究需结合国际法和体育法来进行，同时也要意识到其调整对

象、渊源等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不管怎样，可以讲在当前，尽管国际体育法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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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脆弱的，但由于全球化以及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是其正在

变得越来越强大，对国际体育运动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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