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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12日，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换届大会暨2010年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体育大学召开，研究会理事、会员以及体育法学专家、学者、实务工
作者100余人与会。会议宣布了研究会2010年新批准加入的18名个人会员和2
个团体会员名单。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张剑同志代表第一届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
会组织规则》，选举产生了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会选举产生了常务理事会，包括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常务理
事。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同志再次当选为研究会会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同志到会并致辞，对体育法学研究会成立五年
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从服务体育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和扩大学术交往
等三个方面对研究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希望。 

会议总结了体育法学研究会过去五年的工作,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参与体
育法学研究的人员从体育院校扩展到普通高校、法学社团、法学研究院所，
研究文章迅速增多，研究内容基本覆盖了体育领域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度和
水平有了明显进步。主要体现在： 

一是体育法学研究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五年来，研究会理事、会员人数
稳步增加，中国政法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山东大学、沈阳体育学院、西安
体育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组建了体育法学研究机
构，山东、辽宁、北京先后成立了地方体育法学学术团体，体育法学的研究
力量进一步加强，为更好地开展体育法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人才保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学者广泛参与体育法制建设中的立法、普法等工
作，发挥了专家智囊的重要作用。同时，以体育学者研究体育法学为主的情
况得以改观，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和法学院校的法学学者，以及法律工作
者踊跃参加体育法学研究。 

二是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百花齐放。五年来，研究会紧密 
围绕体育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扎实建构体育法学
的学科理论体系，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使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不断深入。目
前，体育法学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运动员保障等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研究会成
员在国内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体育法学学术论文和研究性文章数百篇，在年
会和学术研讨会上征集的论文也有数百篇，申报立项了多个体育法学研究课
题。体育法学学术专著、教材等不断增多，部分专著、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
水平，为推进体育改革实践和体育法制进程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特别是
在《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实施、体育仲裁制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修改等方面，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体育学术网”
等网站还设立了体育法学专栏。 

三是体育法学研究活动机制逐步完善。研究会成立之后，除每年年会期
间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外，2006年还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在天
津专门召开了理论研讨会，2007年就奥运会相关法律问题在山东大学召开了
“法律视野下的奥运会”研讨会。除此之外，研究会还积极参加其他单位举
办的学术研讨活动，广泛与国内外法律界、体育界同仁进行学术交流。一些
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体育法研究中心，并积极申请加入体育法学研究会。同
时，通过完善日常交流和沟通机制，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密切、完善研究
会与理事、会员、各研究中心、各地方性研究机构的联系，及时发布信息，
实现体育法学研究的资源共享。 

四是对外学术交往日趋广泛。体育法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体
育法学的国际交流合作。2005年，体育法学研究会与韩国体育娱乐法学会、



日本体育法学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体育法学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
亚洲体育法学会的成立，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长期开展对外交流
与合作的平台，为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全面了解亚洲各国
体育法制状况以及体育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特别是借鉴日本、韩国等
体育法治学术研究先进国家已经取得的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今年7月召
开的中国法学会第二届外事工作会议上,体育法学研究会由于在对外法学交流
方面的工作和成绩受到了表彰。 

为鼓励和调动体育法学研究机构、体育法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
秀成果和高水平人才，经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批准，会议
对2005-2010年在体育法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机构以及学
术年会中发表的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授予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等6
个机构“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突出贡献奖”，授予于善旭《〈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思路的探讨》等24篇论文“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
会优秀成果奖”。 

肖天同志再次当选为研究会会长。他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体育法学研究
会成立五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的五年，恰好贯穿我国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各项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体育法治日益完善。作为我
国体育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体育法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但搭建
了一个凝聚全国体育法学研究力量、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学术平台，极大
地繁荣了体育法学研究，推动了优秀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为我国
体育法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法制工作的科学决
策，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肖天会长还代表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了今后研究会的总体工作思路。他指
出，体育法学研究会一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要从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引领体育法学界加深对“党的利益至
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理解，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
体育法学研究和体育法治实践。二要注重体育法学理论创新，这是体育法学
研究坚持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体育法学研究水平的内在动力。要
坚持把体育法学研究放在党和国家工作、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去
推进，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服务。
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发扬求真务实的学风，立足我国国情、贴近
群众实践、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把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提炼成科学的理
论成果。建设精通法学理论的人才队伍，还必须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营造有
利于创新的舆论氛围和环境，让法学专业人才脱颖而出。三要重视加强研究
会自身建设，最广泛地团结全国的体育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充分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自觉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来。要加
强研究会的规范管理，健全组织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运行机制，
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研究会活力。要组织引领体育法学研究，使研究会真正
成为“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平台，成为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的骨干力量。 

肖天同志最后希望研究会成员团结一心，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
伐，坚守法治信念，坚定工作信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体育强国
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换届大会后召开了2010年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以“建设体育强国
进程中的体育法治建设”为主题，共征集论文80余篇，16篇论文分别在4个分
会场进行了发言和讨论。研讨会围绕《体育法》的修改、体育健身活动中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体育犯罪惩治、体育社团主体资格、职业运动
员权利保障、体育场馆著作权保护以及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
有些发言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和视角。 

第一分会场主要围绕体育法修改中的基本理论和体育伤害中的责任承担
等问题展开研讨。的修改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杨认为，要确定《体育
法》的价值取向，明确体育法“社会法”的基本定位，然后制定相应的修改
方案。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生陈华荣就体育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看法，认
为体育法的基本原则要解决体育法存在的正当性和自立性问题，要发挥解释
与适用功能，就要具有特殊性、指导性和开放性。西安体育学院副教授郭春
玲阐述了体育健身活动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认为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的侵权行为主要是指人身侵权，而财产上的损害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赔
偿，至于违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形式主要是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 

第二分会场主要围绕职业体育中的法律问题展开研讨。上海政法学院讲



师向会英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合并条款和我国职业体育领域的企业合
并状况，提出我国应建立相应的企业合并指南或实施细则，在实施指南或细
则中充分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天津体育学院讲师闫成栋分析了职业体育俱乐
部的构成要素，提出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目标中必然包含“赢得比赛”和“追
求利润”两大内容，应根据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历史传统，在既有法律框架
下，确定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目的、组织类型和有关行业管理规则。 

第三分会场主要围绕竞技体育中的刑事法律问题展开研讨。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副教授张杰分析了体育犯罪的概念和类型，以及出现体育犯罪惩治法
律盲点的原因与对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宋军生从是否将责任保险引入竞技
体育领域的角度讨论了价值问题，分析了竞技体育领域的责任保险与一般商
业投保存在的主要差异。武汉大学博士生夏婧从我国足球领域反赌打黑切
入，提出了控制比赛行为的概念和涉案人员的主体身份，分析了我国现行刑
法在“控制比赛行为”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治理对策。 

第四分会场主要围绕非法人体育社团主体资格制度、体 
育场馆著作权保护以及体育纠纷解决制度等问题展开研讨。北京体育大学博
士生张振龙认为，应赋予公民成立各类体育社团的自由，并对法人型社团进
行分类管理，还要对不同社团法人的权利能力进行区分，以满足结社自由，
体育权利保障和法律规制的正当要求。湘潭大学硕士生唐建志认为，赛场判
罚不予审查原则已经在体育仲裁院的判例中得到了确认，但是本身存在不合
理的问题，体育仲裁机构应与时俱进，完善赛场判罚不予审查原则。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李宝庆以体育场馆的著作权保护为题，认为北京奥运会之后，如
何继续对具有建筑艺术价值的体育场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何种情况下可以
对相关体育场馆进行合理使用以及合理使用的标准等难以找到直接的法律依
据。因此,必须厘清相关法律规范，对现行法律的缺失进行完善和司法弥补，
真正切实有效地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体育场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体育学院党委书记于晓光代表
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做了大会总结。 

目前,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共有个人会员123人，团体会员6个，理
事84人，常务理事30人，会长1人,副会长12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3人，人员
结构进一步丰富，不仅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立法和
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的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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