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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希腊及其他许多国家，体育法已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拥有巨大的科学和学术吸引力。
体育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领域，国内学界目前尚有争议。
我们应该感谢2008年中国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8年奥运会使国内体育法制的一些零散的研究力量聚集起来，一些有关体育与法治的片段思考正在
聚焦成体，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和理论体系。
一个法律领域是否已成熟到能获得普遍承认的程度，或者说能否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按照通常的标
准，取决于多项学术和实践上的表征，其中之一是是否存在一个以该法律领域为稳定研究方向的学者
群体，其中之二是专门刊登该学科论文的法律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发展。
编辑出版《体育法论丛》的主要用心就是繁荣体育法学研究，促进体育法制的发展。
目前国内来自体育学、法学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对体育的法律规制、体育纠纷调处、奥运法律问题的学
术研究以及国际体育法的比较研究日益升温，因此有必要编辑出版《体育法丛书》，以反映体育法这
样一个日渐成熟的法律部门。
    《体育法论丛》不单是每年一度的若干篇论文的集合，它更是众多的体育法学学者共有的一个家园
和一套学术合作机制。
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论丛、家园和机制能够形成繁荣体育法学理论、推动体育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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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载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体育法轨前行　　于善旭当今，历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
大实践的中国人民，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努力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最终选择现代法治而产生的政治变革，已整整跨过了三十个年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法
治就此启程。
由这一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体育法制建设也在新时期体育事业的恢复发展中拉开序幕，迅速崛起。
随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实践的强力推动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普遍实施，体
育发展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体育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体育法治局面日趋形成。
体育法制在促进和保障新时期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显著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体育法制建设的可喜成就，为我国体育事业和法制建设乃至世界体育及其法制的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体育法制建设的地位逐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逐
步推进，对体育法制建设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也为体育法制的发展构建了良好的
环境，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体育法制建设成为新时期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受到了党和国家、体育系统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重视。
体育法治理念逐步形成，体育法制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一）体育法制列入党和国家以及各地的工作部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所确立的一
项重大方针，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明了航向。
随后，以立法为重点的法制工作得以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体育发展也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全面推进中
跃升至国家大法的层面。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载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
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专门条款，并对国家培养青少年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公民进行包括体育活动
的文化活动自由、国务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自治机关领导和管理体育事业的职责等作出规定，
指明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地位、方向和任务，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确认和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
。
　　新时期体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法制建设，越来越多地得到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重视与指
导，并体现在相关工作决策之中。
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其中包括“着手制定体育法
”的内容。
1984年，我国首次全面参加奥运会并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体育工作受到更大的社会关注。
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加强体育工作的要求。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也针对体育领域启动法制建设的需要，指示国家体委要抓紧起
草体育法。
在其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及其工作部门给予热情支持，在当时立法任务十分繁重韵情况下，将其列入立法计划，并顺利审议通
过，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全面展开构筑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体育法》实施以来，在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的各项部署中，更加突出了体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地位。
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对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体育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国务院的有关领导同志，多次对体育工作的依法管理作出指示。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实施《体育法》和包括体育法制的整个体育事业发展情况，多次听取国家
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的工作汇报，并就贯彻《体育法》发布文件、召开座谈会、开展检查和调研
。
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在对现阶段我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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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发展的全面部署中，明确将“坚持依法行政，加强体育工作的法制建设”作为新时期发展体育
事业的一项方针，并设置了“加强法制建设，将体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的专条规定。
在近些年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体育法制工作也时而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论题，除了在有关的
工作建议中包括体育法制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专门关于加强体育立法或执法等方面的提案，形成了
对体育法制建设的有力促进。
在各地体育事业和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中，体育法制也逐渐被提上党政工作的日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一些省市逐步将体育工作进入地方立法规划、制定加强体育工作的决
议或决定。
《体育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地方的体育法制工作得以全面的启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
人大、政府普遍制定文件，确立法制建设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体育法制工作列入地方人大和
政府的发展规划或工作安排，加强对体育行政部门法制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一些省的人大、政府进行了执行体育法的责任分解或签署体育法制工作责任状，很多地方成立了领导
同志牵头的体育法制工作领导小组。
各地在体育法制宣传、地方体育立法和体育执法监督检查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体育法
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体育行政部门确立和坚持依法治体的方针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担负
着管理和发展体育事业的工作职责，在加强我国体育法制的建设中，持续开展了各种富有成效的组织
与推动工作。
早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就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加强法制建设的精神，专门提
出了体育立法的问题。
1986年，原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建立健全体育法规的任务
，要求制定好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法》和加强地方体育立法。
1987年，原国家体委召开法制工作会议，就贯彻落实全国法制工作会议精神作出安排。
与此同时，原国家体委一方面积极进行各体育领域法规制度的恢复和建设，一方面抓紧《体育法》的
起草，并趁《体育法》制定扩大体育法制的广泛宣传之时，带动了各方面体育法规的制定和体育法制
工作地位的提升。
《体育法》颁布后，原国家体委抓住宣传贯彻《体育法》的有利时机，将体育法制建设确定为当时体
育工作的一大重点。
1996年，原国家体委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体育法制工作会议，认真总结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工作
经验，明确提出体育工作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管理转变，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治体，并确定了我国体育法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规划。
1997年，原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认真分析了我国体育法制建设面临的
形势，全面提出了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和主要措施，要求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从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体育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将体育法制建设作为体育工作的一项根
本任务常抓不懈，不断开创我国体育法制工作的新局面。
加强体育法制建设，成为多年来国家体育总局予以高度重视的重要工作。
在每年对全国体育工作的整体部署中，都包括着体育法制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国家体育总局于1999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制建设的通知》，又在2000年制
定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体，保障体育事业健康
有序地运行”是新世纪我国体育改革发展的一项基本方针，专门规定了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工作内容
。
2005年8月底，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体育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体育法制工作会议”
，总结了《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体育法制工作的情况，强化了体育法制建设所承担的重要使命和依
法治体的艰巨任务，对借北京奥运契机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2005年10月，根据国务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的意见》。
2006年，根据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部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形势任务，国家体育总局编制
并颁布了《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再次明确“十一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应当坚持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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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依法治体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加快体育立法步伐、加强体育执法监督和开展体育法制宣传教育的
重点任务。
同时，作为专项配套规划，《体育法制建设“十一五”规划》一并出台，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我国
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措施，为体育法制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
。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还坚持年度全国体育政策法规会议制度，积极推动体育法制工作
的交流和发展，并组织开展了对十多个国家体育法制状况的考察与交流，为促进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
获得了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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