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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外的“裁判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款。

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增设“体育仲裁”专章，明确由国家

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

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会

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中

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

言，在制度空窗期，四类纠纷尤为棘

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欠薪纠纷、

注册资格纠纷、兴奋剂违规问题等。专

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常因法

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很

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着协会处

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又比如

欠薪纠纷，运动员的工作合同与普通

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

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往求诉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仲

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

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考虑到运

动员职业生涯较短、赛事不等人等特殊

性，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大赛

时）特别程序24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

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仲

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件，案件覆

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此外，

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

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

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

入章程，49家项目中心、单项体育协会

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

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靠三个渠

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

法院和劳动仲裁。体育仲裁委成立后，

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为

独立第三方、“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

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亦

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

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案件多为“民告官”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体

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官”式的

特征。

《2024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

报》（以下简称《年报》）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民个人作为申

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作为被申请

人仅3例；对比之下，法人（如俱乐部）

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体育社会组

织则有 24 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

纷时，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

多，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

人地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

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显

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多；二是运

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法律意

识薄弱，往往导致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

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部与其父

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

额解约金在内的、只有俱乐部可以单

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

盾，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

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可能

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直接解除合

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仲裁委促成双

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运动员得以重

返赛场。对这样的裁决结果，中国体育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

钢表示：“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

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拉

偏架”。实践当中，需要兼顾各方合法

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

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引发“一

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

赛事。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

时，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最终实

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

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期培养运

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

走，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

也很大。”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赵健说，体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

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合理解决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最

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域纠纷占

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

86.5%。“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爆点

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仲裁“主权”需维护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圈”

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

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被禁赛4年3

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遍认为，事件

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

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

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

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袁钢说，我国

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

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足、缺乏经验造

成了诸多问题，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

系，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

体育法律思维与规则意识。

不少专家还提出，一些外籍运动

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

纷，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外方多

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这意味

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

权。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

度上是仲裁“主权”问题。

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

员中，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另设的

反兴奋剂仲裁庭中，清一色都是欧美面

孔。卢松表示，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

力量依旧不足，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

际规则，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

“要和国际接轨，包括仲裁机构管

理、仲裁员选聘、仲裁规则细化等。”韩

向飞说，等发展更为成熟、积累更多经

验之后，仲裁委“或许能为中国举办的

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

可为的领域。“未来，我们希望为国际体育

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

他表示，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往往同

时涉及商事、劳动、体育等多个领域，

不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

机构受理。“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

纷，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仲

裁委均可受理。”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上个月，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

下简称“仲裁委”）发布工作报告，详细

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

的业务开展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

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仲

裁委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落地实施

——中国的“体育法官”，正在为体育

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有“体育法官”了
◎许仕豪 李丽 吴丽楠

赛 场 纵 横
体 育 广 角

男子举重全锦赛收官

全运会“四冠王”杨哲夺两金

徐梦桃获自由式滑雪
世锦赛女子空中技巧银牌

新华社瑞士圣莫里茨3月30

日电（记者 单磊） 30 日，在 2025

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锦赛最后

一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徐梦桃获

得女子空中技巧项目的银牌。

有四名中国队选手进入该项目

决赛。经过两轮比赛，徐梦桃、邵琪

和陈雪铮进入前六，闯进大决赛。在

最后一跳中，徐梦桃以 99.16 分的

成绩名列第二，美国选手库恩以

105.13分获得金牌，铜牌被澳大利

亚选手斯科特获得。陈雪铮和邵琪

分别获得第四和第六名。

赛后徐梦桃说：“我最后一跳的

腾空高度有点不太够，台面上的雪

已经开始化了，有点软，在处理这些

情况时经验还是不够。”

徐梦桃的丈夫王心迪是唯一

一个闯入男子空中技巧大决赛的

中国队选手。在大决赛中，王心迪

出现失误，最终以 87.00 分的成绩

获得第六名。王心迪在混采区几度

哽咽，他说：“我挺难受的，这种遗

憾真是很刻骨铭心。当我从坡上滚

下来的时候，那短短的一两秒对我

来说却非常漫长。这个赛季有失

败，也有成功，希望将来我的成绩

能再有突破。”

新华社成都3月31日电（记者

胡佳丽 陈地）2025 年全国男子举

重锦标赛暨第十五届全运会举重比

赛资格赛31日收官。33岁的山东名

将杨哲在109公斤级比赛中大放异

彩，摘得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

杨哲曾在105公斤级夺得三届

全运会冠军、两届亚运会冠军，并在

里约奥运会上斩获第四名。自2018

年升至 109 公斤级后，他以惊人实

力摘得世锦赛抓举冠军，并在2021

年举重亚锦赛上以200公斤的成绩

打破该级别抓举世界纪录。

在陕西全运会夺冠后，杨哲转

型成为教练。2024 年重返赛场，山

东老将实力依然碾压全场，在全国

举重冠军赛中夺得抓举和总成绩金

牌，剑指个人第五个全运会冠军。

当日，杨哲开把轻松举起 175

公斤，提前锁定抓举金牌。随后，他

又举起 181、187 公斤，领先吉林选

手任相霖多达19公斤。考虑到身体

状况，他在挺举比赛中仅完成一次

200 公斤的试举，但这个成绩足以

确保他以 387 公斤问鼎总成绩冠

军。挺举金牌由山东体育学院的郭

彤辉收入囊中。任相霖以 378 公斤

获得总成绩银牌，郭彤辉收获铜牌。

值得关注的是，年仅17岁的陕

西建工队小将王贵洲以167公斤刷

新 109 公斤级抓举全国青年纪录，

河南选手熊跃军则以364公斤打破

该级别总成绩全国青年纪录。

作为一名运动员兼教练，杨哲

认为今天的表现已经是超水平发

挥，同时他也为年轻选手的崛起感

到欣喜。他坦言：“我在国家队这么

多年一直撑着这个级别，我退下来

之后还没有人能顶上。现在大级别

有（刘）焕华在，也希望这些年轻人

再努把力，站上世界舞台。”

谈及11月的全运会决赛，杨哲

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伤病成为自己

最大的敌人，因此保持健康最为关

键。“训练的强度和量都要掌控好，

备战期间不受伤就可以。”

3月30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体 教 融 合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

益凸显。各地中小学校积极丰富体育

活动内容，发挥体育对强健身心的重

要作用。

“每天一节体育课”在多地推广，

让青少年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飞盘、跑

酷等项目走进成都校园，为青少年拓

宽体育视野；北京校园体育热持续升

温，丰富的班级体育比赛提升了孩子

们的运动热情……青少年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收获颇多。

“孩子们运动流汗的时候，
心里其实也在‘排汗’”

新学期开学，北京、合肥、上海、深

圳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将每天一节体育

课设为标配，并将课间从10分钟延长

至15分钟。在安徽省合肥市青年路小

学的一堂体育课上，学生们正进行跳

绳比赛。几轮比拼后，孩子们脸蛋红扑

扑的，额头冒汗，成绩一次比一次好。

体育课天天见，给这所学校带来

不小变化。自去年秋季学期实行每天

一节体育课以来，该校学生的体质健

康测试优良率提升了9%，近视率下降

了3.84%。“参与标准定量的体育运动

后，孩子们不仅身体棒棒的，也在一定

程度上释放了情绪。”该校校长蔡敏表

示，“孩子们运动流汗的时候，心里其

实也在‘排汗’，他们的笑容更多了。”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重智轻

体”的现象有所改善，但学生学业压力

大、体育锻炼时间少、睡眠不足等问题

依然存在，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屡屡牵

动人心。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

强国的进程中，青少年“身心并重”显

得尤为重要。

“科学研究表明，体育运动能够促

进大脑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效

缓解压力和焦虑，提升人的情绪状

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首枚冬奥金

牌获得者杨扬提出，应深刻认识体育

运动的综合价值，充分发挥其在培养

学生健全人格方面的作用。

重庆市涪陵外国语学校创新课程

内容，针对不同体质和兴趣的学生因

材施教。减重专项体能课、心理韧性提

升训练营等课程受到学生欢迎，得到

家长认可；抗挫折训练、球类比赛心理

辅导等特色课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校校长魏昌龙表示：“学校近3年身

心双育成果显著，学生自评‘运动后情

绪改善’的比例达到94%。”

体教深度融合，促进了学生体质

与心智共同成长，也为校园体育工作

带来启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

究员魏高峡认为，将体育课安排在上

午第一节课，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

性思维，提升其学业表现。

“好的体育教育犹如阳光雨
露，既强健体魄，也润泽心灵”

在森林里上体育课是什么感觉？

“鲜！”有学生大声喊出答案。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天华

小学校长欧阳爱湘介绍，学校将森林体

能课设在湖南省植物园，每月一次，学

生们在绿意盎然中奔跑、跳跃，十分惬

意。“好的体育教育犹如阳光雨露，既强

健体魄，也润泽心灵。”欧阳爱湘说。

“要多鼓励孩子们到阳光下锻

炼。”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体

育与健康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佑发表示，每周进行1至2次户外绿

地体育活动，可以显著减少青少年的

抑郁和焦虑情绪。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陕西省西咸

新区沣西实验学校，星卡制校园乒乓球

微比赛火热进行。每个少年口袋中有一

张星卡，赢球场次达标后可以升级。看

着卡片上乒乓球奥运冠军的照片，六年

级学生刘洋说：“榜样的力量激励着我，

希望我每天都进步一点！”

在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

校，校园打卡万步行、亲子共跳一根

绳、“快乐周四”社团日等活动持续开

展，体育锻炼已充分融入师生的日常

生活。该校校长徐全宝表示：“近两年，

被特色高中录取的学生人数连续刷新

纪录，多名跳绳、空手道市级冠军以优

异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学校师生的精

气神提升不少！”

武术场上拳脚生风，球场上激情

四溢……每逢周末，上海市第十五中

学校园里人头攒动。该校整合资源，围

绕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

跆拳道等项目打造周末营，供本校及

周边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免费参与，目

前已为2000多人次提供服务。

“越来越多的学生从‘要我练’向

‘我要练’转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表示，要不断挖

掘学生的运动天赋，帮助他们掌握运

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以健康

的身心拥抱生活。

“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
这是宝贵的人生观教育”

“节奏很好！”“坚持住！”“不要

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操场上热

闹非凡，跳绳比赛如火如荼。全校所有

班级参加、超 1800 人次积极参赛，多

名学生在多个项目中刷新学校纪录。

跳绳比赛是该校的传统特色活

动，学生们为此训练了好几个月。三年

级学生孙吴潼赢得比赛后，与同学们

拥抱庆祝。“这段时间的努力训练没有

白费！”她兴奋地说，“我们都发挥得很

好，真的是拧成了一股绳！”

“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这是宝

贵的人生观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校长吴建民说，随着天气转暖，全

校师生都将积极参与到班级赛中。他

一一列举：4 月下旬将举办全员运动

会，5月启动篮球赛、三对三足球赛和

啦啦操展演，6 月还有排球赛……“我

们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体育项目，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

乐。”吴建民说。

今年2月，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体

育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

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

明确规定：中小学校每学期都要开展

至少一场班级联赛。“体育比赛要从少

数人参与向全员参与拓展，确保时长

和质量。”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

言人王攀表示，北京市教委新学期已

经制定了班级赛管理办法，并拨付了

支持经费，期待各校充分挖掘潜力、精

心设计活动，实现“班班有比赛、人人

都参与”。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校园体育

赛事有重要作用。”杨扬表示，学生在

赛事中互相鼓励、体验成功与挫折，不

仅增强了集体荣誉感，更磨炼了他们

的意志品质。在她看来，参加校园体育

赛事能够促进“以体强心”，彰显了体

育的育人功能。

“校园赛事的形式需要不断创新，

内容也应更加丰富。”李佑发介绍，例

如可以让学生担任裁判，允许跨年级、

跨班级组队等，“此外，家长也应积极

参与孩子的体育生活，家校社携手营

造爱运动的氛围，共同呵护青少年健

康成长。”

各地中小学改进体育教育
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意志、健身心

三人篮球亚洲杯

中国男女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新华社新加坡3月30日电（记

者 刘春涛） 2025国际篮联三人篮

球亚洲杯30日结束，中国三人篮球

国家男队在决赛中2分不敌澳大利

亚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男队参

加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中国女队

获得铜牌，队员周梦云入选本届亚

洲杯女子组最佳阵容。

在前一个比赛日，中国三人篮

球国家男队和女队双双以小组第一

的身份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队

较为轻松地以19比11战胜卡塔尔

队晋级。半决赛中，中国队充分发挥

身高优势，同时在防守端给了对手

巨大的压力，最终以 19 比 15 击败

日本队挺进决赛。

女队方面，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

南队场面略显紧张，中国队在短暂落

后之后，迅速调整反攻，最终以17比

15险胜对手晋级。半决赛中，面对澳大

利亚队，年轻的中国队以15比21败下

阵来。铜牌战中，中国队快速建立起领

先优势，以21比11击败菲律宾队。

3月30日，中国队球员李文霞（右）在比赛中防守菲律宾队球员凯伊。新华社 发

◎人民日报记者 孙龙飞 李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