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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多久？

常规仲裁一般时限为3个

月，特别程序只需24小时

案例一：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冰球项目资格赛举办前夕，17名青

少年运动员因注册、参赛资格纠纷无

法参赛。应赛事主办方邀请，中国体育

仲裁委员会启动特别程序，在24小时

内宣布结果，作出了支持17名青少年

运动员参赛的裁决。

2023年2月11日，中国体育仲裁委

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规定的体育仲裁制度成为现实。迄今

为止，该委员会已受理近百起案件。

委员会成立后审结的第一个案

件，就是解决十四冬冰球项目资格赛

参赛资格纠纷。“这一案件从审理到最

终裁决，引发社会关注，为我国体育仲

裁实践迈出第一步。”中国体育仲裁委

员会委员兼新闻委员会主任委员、上

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炜说。

快，是审理该案件的显著特点。常

规仲裁一般时限为3个月，而特别程序

只需 24 小时。“午饭后我们就进入审

理，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吴炜回

忆，“双方充分陈述，在庭审调查最后阶

段还递交了新材料。”由于大量竞技体

育纠纷发生在竞赛过程中或举办前，为

了不影响当事人参赛，解决这类纠纷必

须高效、专业。一般情况下，裁决结果会

迅速作出，而裁决书则在之后呈现。

在世界体坛，体育仲裁制度由来

已久。从 1984 年国际体育仲裁院建

立，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首次设

立奥运会临时仲裁庭，体育仲裁制度

不断发展。

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

吴炜已有十几年的相关经验。“随着竞

技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

高，参赛资格、青训补偿、商业赞助、纪

律处罚等纠纷日趋增多，体育仲裁逐

渐成为国际上解决体育纠纷的主流方

式。”吴炜说。

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建设不断加快

进程。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专设体育仲裁章节。2024

年12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仲裁

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承担中国体育

仲裁委员会日常事务性工作。

以前，我国体育纠纷主要依赖体

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一些争议

事件久拖不决造成当事人利益受损。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委员兼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仲裁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范铭超表示：“现在有了权威

的体育仲裁机构，裁决过程得以更贴

合法律法规。”

“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法治

进步是题中应有之义，体育仲裁是展示

依法治体成效的重要制度实践。”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仲裁中心主任丁涛说。

谁来仲裁？

仲裁庭由3名仲裁员组成，

当事人可选定仲裁员

案例二：某国内足球俱乐部解散，

多名青少年球员与俱乐部陷入合同纠

纷，面临无球可踢的风险。中国体育仲

裁委员会在转会窗口期及时开庭审理

并作出裁决，帮助球员及时转会。

“这起案件案情较为复杂，涉及的

当事人比较多。”丁涛介绍，如果不能

及时在转会窗口关闭前解决归属问

题，这些青少年球员至少得推迟一年

进入其他职业球队，不但经济利益受

损，还会影响职业发展。

仲裁庭组成后第一时间开庭审

理，并以最快速度作出裁决。据介绍，

仲裁庭由3名仲裁员组成，双方当事人

可分别选定一人，第三名仲裁员由当

事人共同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

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是首席仲裁员。

最终裁决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

出，如果不能形成多数意见，则以首席

仲裁员意见为准。

“严谨高效办实事，体育卫士暖人

心”——锦旗上的话，表达了这些球员及

其家人对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肯定。

独立、公正、专业、高效，是中国体

育仲裁委员会的服务理念。在官网上，

当事人可通过办案大厅完成在线立

案、上传证据、选择仲裁员等多个步

骤。“很多体育纠纷都有时效性，网络

平台让案件审理更加高效、便捷。”丁

涛表示。

在范铭超看来，中国体育仲裁委

员会作出的裁决好比最高人民法院的

终审判决，对中国体育领域的各类纠

纷处理有重要指导作用。

“通过一次次仲裁，让运动员和各

体育组织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

从而更懂法、更守法。”范铭超说。

有何效果？

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引导行

业规范有序发展

案例三：某地方体育协会处理比

赛纠纷时对一名运动员作出处罚决

定，但决定送达方式不合规，运动员提

出申诉，双方最终诉至中国体育仲裁

委员会。委员会虽然支持了处罚结果，

但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协会处理案件

时的程序瑕疵，促使其整改。

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目前还处于积

累案例和经验的阶段，急需一批专业

的体育仲裁员。目前在册的 102 名仲

裁员中，超2/3是法律界人士，另外近

1/3是体育领域专家。

吴炜认为，一名优秀的体育仲裁

员要有较高的综合能力，不但要有扎

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更要

对不同体育项目有深入了解，“仲裁员

不是裁判员，要懂规则但不能仅依赖

规则，审理案件要从合规性和合法性

全面判断。”

专业仲裁队伍的建立、案例和经

验的积累，促进了体育仲裁制度的执

行。范铭超指出，把握好“体育”和“法

律”之间的平衡点，是体育仲裁令人信

服的关键，“体育仲裁既不能缺位，也

不能越位。”

体育仲裁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

除了把案子办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还可以通过案件审理发现体育领域普

遍存在的问题，对行业发展予以规范

和引导。比如，某地方协会的处罚决定

仅在微信群等渠道发布，并未直接送

达当事人，当事人从微信朋友圈得知

自己被处罚后，提出申诉。“经过调查，

我们支持该协会的处罚结果，但也促

使该协会及时调整协会章程和运行程

序。”丁涛说。

另一方面，我国运动员对体育仲裁

制度日渐熟悉，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

国际体育法治环境，维护自身权益。

丁涛坦言，如何进一步提高仲裁

质量和效率、提升公信力、加强对体育

仲裁机构的司法监督，还需要在实践

中进一步摸索。

“去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球范

围内能顺畅运行的体育争端解决机构

并不算多。迈向国际一流的过程中，中

国体育仲裁机构必须坚持长期主义，

帮助社会各界逐步形成体育法治观

念。”范铭超说。

前不久落幕的哈尔滨亚冬会上，

由国际体育仲裁院（CAS）选派的3

名仲裁员组成特别仲裁庭，来处理和

解决赛时体育纠纷。范铭超是其中唯

一一名中国籍仲裁员，他介绍：“引入

体育仲裁，已成为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的惯例。”

对大众而言，“体育仲裁”听起来

熟悉又陌生。说熟悉，近年来体坛备

受关注的多个争议事件，让体育仲裁

频频见诸新闻；说陌生，体育仲裁如

何“断案”、有何效果，成为很多人的

疑问。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成立两年来

体育仲裁更专业解决纠纷更高效

从世巡赛到世锦赛，首体再掀短道热潮

◎人民日报记者 李硕 郑轶 任筱霞

2025 年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锦

赛 14 日至 16 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精

彩上演；去年 12 月，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世界巡回赛北京站也在同一场馆举

办。时隔三个月，两场国际顶级赛事连

连掀起短道热潮。

两项赛事都是在开赛首日就为冰

迷们带来惊喜。世巡赛北京站混合团

体接力四分之一决赛中，加拿大队以2

分 35 秒 427 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世

锦赛首日，荷兰队以 2 分 35 秒 339 刷

新了由加拿大队仅仅保持了3个月的

世界纪录。

“最快的冰”不断见证历史。国际

滑联秘书长科林·史密斯表示，北京具

备非常专业的办赛能力，是值得信赖

的合伙伙伴，首都体育馆的基础设施

是顶级的，可以为运动员提供最好的

赛事体验。

多位国际滑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世巡赛北京站展现出的赛事活力

以及现场的热烈氛围充分体现了近期国

际滑联推动赛事改革的初衷。本次世锦

赛作为赛季重头戏，时隔20年再次回到

北京，关注度进一步上升。

本次世锦赛的单人门票价格从100

元至900元不等，并提供双人套票，记者

在票务网站了解到，决赛日部分票档已

提前售罄，周末的场馆上座率与周五的

资格赛时相比大幅上升，现场有来自全

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冰迷为中国队和

喜欢的运动员加油。

今年5岁的刘逸凡练习短道速滑

有一年的时间，这次他和父母一起从

哈尔滨到北京观赛。刘逸凡的妈妈于

善颖说：“上个月哈尔滨亚冬会，孩子

就到现场观看了短道速滑比赛，他很

热爱这个项目，同时也能锻炼身体，学

会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

首都体育馆作为“双奥场馆”，观

众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体育文化和

冬奥元素。首体承办了2008年北京奥

运会排球比赛以及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中国短

道速滑队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了两枚

金牌。目前，首体还是中国男篮职业联

赛北京队的主场。

北京队球员翟晓川在世锦赛期间

也到首体观看了短道速滑比赛。“没想

到有这么多孩子和学生来到现场看比

赛，现场的呐喊声确实比较震撼，比我

们自己的篮球比赛还要激情澎湃。”翟

晓川说，“世锦赛现场炫目的灯光秀和

热烈的氛围让人印象深刻。”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于海燕说：“观众们的热情参与

和互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友

好，这样的体育市场是值得我们细心

呵护和认真培育的，这也说明了冰雪

经济的发展充满希望。”

北京冬奥会虽然已结束三年，但

冬奥遗产依然在发光发热。首体的“冰

墩墩”售卖区唤起很多人的冬奥记忆，

其中很多毛绒玩具、钥匙扣、盲盒等商

品“变装”成为“兔墩墩”“龙墩墩”“蛇

墩墩”，续写冬奥故事。

“我经历过冬奥会赛时的‘一墩难

求’，也感受到了如今人们对于‘冰墩墩’

新春特别版系列产品的喜爱。”首体“冰

墩墩”售卖区负责人杨聪丛说，“很多走

进首体的观众离着很远就看到了‘冰墩

墩’，有些观众对于换装后的‘冰墩墩’并

不是很熟悉，但还是能通过吉祥物的‘大

眼睛’一眼认出来。”

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与冰雪运

动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邹新娴表

示，近年来，冬奥遗产得到充分利用，

赛事的举办如同强大的引擎，对于促

进冰雪运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推动形成冰

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

游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本次短道速滑世锦赛，组委会延续

了去年世巡赛的做法，推出了一系列精

美的特许商品，包括徽章、冰箱贴、牛仔包

等十余个品类，其中赛事纪念票和徽章

还是获奖运动员同款，让冰迷们留下关

于世锦赛的“独家记忆”。

国际滑联主席金载烈说：“本赛

季，国际滑联在中国举办了多项赛事，

都很成功。希望通过新增赛事、优化推

广策略，以及加强运动员支持体系，推

动滑冰运动更好地发展，吸引更多人

参与其中。”

于海燕说：“我们也将在推动冰雪

运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全面

做好米兰冬奥会备战和参赛工作，提

升竞技水平、培育冰雪文化、拓展群众

参与，乘势而上，助力冰雪经济发展迈

上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赛 场 纵 横
体 育 广 角

新华社伦敦3月16日电（记者

张薇）全英羽毛球公开赛16日落幕，

男单名将石宇奇和混双组合郭新

娃/陈芳卉为中国队摘得两枚金牌。

随着郭新娃/陈芳卉、冯彦哲/

魏雅欣在 15 日的半决赛中战胜各

自对手，中国队已提前锁定混双冠

军。16 日的决赛中，7 号种子郭新

娃/陈芳卉以 21:16 先下一城，但 5

号种子冯彦哲/魏雅欣随后以 21:

10还以颜色。决胜局中，郭新娃/陈

芳卉在最多领先5分的情况下被对

手追平，并且让对方率先两度获得

赛点，但他们顶住压力，最终以23:

21胜出，第一次捧得全英赛桂冠。

和郭新娃/陈芳卉相比大赛经

验更为丰富的石宇奇同日向男单冠

军发起冲击。这位29岁的头号种子

在自己的第四个全英赛决赛中面对

中国台北队选手李佳豪，以 21:17

和 21:19 笑到最后，时隔 7 年再夺

全英赛冠军。

石宇奇赛后坦言，对手状态非

常出色，几乎没有破绽，而他能做的

只是尽可能和对手多拍进行抗衡，

利用对手的失误得分。他表示，冠军

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下一站比

赛就要从头再来。

女单决赛中，韩国的头号种子安

洗莹和中国的2号种子王祉怡激战3

局，最终巴黎奥运会冠军安洗莹以

13:21、21:18和21:18逆转获胜，今

年以来连续4个赛事保持不败。

“第二局中我有各种情绪起伏，

但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放

弃。”第二局在17:18落后情况下连

得4分取胜的安洗莹说。她表示，比

赛进程并不在自己的预想之中，因

此她格外疲惫。

另外，松山奈未/志田千阳在女

双决赛中赢得日本队内战；韩国组

合金元昊/徐承宰摘得男双金牌。

3月16日，，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

石宇奇2比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李佳豪，获得冠军。图为石宇奇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羽毛球全英赛中国队两冠收官

3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2025年国际滑联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5000米接力A组决赛中，由李文龙、刘冠逸、刘少

昂和孙龙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亚军。图为中国队选手刘少昂（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新华社塞尔维亚尼什3月16日电

（记者 石中玉 陈颖）国际拳击联合

会（IBA）女子拳击世锦赛女子精英组

决赛16日在塞尔维亚尼什举行。中国

队81公斤以上级选手詹依莲勇夺金

牌，胡美益获得50公斤级比赛银牌。

在81公斤以上级决赛中，来自

青海的 2024 年全国锦标赛冠军詹

依莲以4:1的比分战胜哈萨克斯坦

选手叶尔达娜·塔利波娃。而胡美益

在与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鲁娅·巴尔

基别科娃的50公斤级决赛中以0:

5告负，获得银牌。

另外三名中国队选手蔡妍、汪

丽娜和王宵萌分别在57公斤级、75

公斤级和81公斤级比赛中摘铜。

女子拳击世锦赛詹依莲摘金

体 教 融 合

村里的“顶配”体育课，
给城里一面镜子

教育永远是热门话题。全国两

会中，未成年人“熄屏24小时”的提

议挂上热搜，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

普及和健康干预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开学季，各地连续出台加强学校

体育的措施，让孩子们“身上有汗，

眼里有光”成为热词。

近期记者在云南红河州调研时

看到，个旧市大屯中心校和下辖 9

所村完小里，最“顶配”的是体育老

师——省人大代表洪家亮和省级名

师王多弟，将花式跳绳、拉拉操作为

特色项目普及到全部学生。大山里

的屏边县湾塘小学以“零近视”闻

名，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他们用篮

球、排球、跳绳等 18 项文体活动填

满了孩子们的课外时间。

红河州是边境州，屏边县还是当

地最晚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学校

条件简陋，师资匮乏，操场是不标准

的，体育是数学老师教的。然而，早在

教育部有明确要求之前，这里的孩子

每天运动时间就超过两小时，老师们

还想方设法发展出武术、舞龙舞狮等

特色活动。课间和课后，不大的校园

里到处是孩子们生龙活虎的身影。

硬件这么差，体育活动却开展

这么好，最核心的是老师用心、校长

关心、家长放心、孩子开心。洪家亮

说，对于学校体育，文件写得很清

楚，关键是学校要认真执行，切实让

政策落地。

当然，城市学校无需也无法简

单复制乡村经验，而是应以体育为

切口，重构一个尊重成长规律、超越

功利应试的教育生态——唯有当孩

子们能自由奔跑而无需担心浪费时

间和受伤挨骂，当社会认可野蛮体

魄是成就文明精神的重要前提，“小

眼镜”“小胖墩”才会越来越少，“身

上有汗，眼里有光”才不会沦为一句

浪漫的口号。

对课业负担更重、电子娱乐更

多的城里孩子来说，可能睡眠都不

太够，“每天体育活动两小时”哪里

挤？显然需要减少课业负担，也要跟

手机“抢”孩子，这意味着家校社要

协同发力，共建“动起来”的教育和

文化生态。

在学校体育改革上，云南省走

在前列，率先推出“中考体育 100

分”，近期又在全省 92 所高校推行

“身体倍儿棒”证书。云南大学体育

学院院长王宗平认为，学校应该发

挥育人“主阵地”“主战场”的作用，

否则，减负就是把负担减给家长。

需要明确的是，体育不是教育

的“选修课”，而是成长的“必修课”。

它应该像空气一样渗透在青少年体

质增强、性格塑造和社会适应的全

过程。王宗平认为，现在“脆皮年轻

人”这么多，与青少年时期体育活动

不足直接相关。

因此，体育课的问题，并不仅仅

是体育课的问题，而是教育理念和

体系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我们

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丽 丁文娴 岳冉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