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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足球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已风靡世界，但相随而来的是足球领域的赌球、受贿、兴奋剂、黑脚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在中国，随着竞技

足球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推进以及多种利益的驱使，有必要对足球领域的犯罪进行针对性研究，通过分类和对比从竞技足球犯罪的表象到诱因进行比较论

述，寻求一种有效的符合我国实际的预防犯罪路径，以期净化目前纷繁复杂的足球环境，促进我国足球领域乃至竞技体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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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技足球犯罪概述

所谓的竞技足球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上的竞技足球犯罪

包括与竞技足球相关联的领域，比如竞技足球的知识产权犯罪、竞技足

球与体育伤害、竞技足球劳工合同犯罪、竞技足球中的不当行为，而狭

义上的竞技足球犯罪只要是指竞技足球从业人员或相关人员实施的违

反刑法等形式法律规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文在狭义足

球犯罪的基础上，通过研究犯罪现象反映本质问题，以期探究建立系统

的体育犯罪学，促进竞技体育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竞技足球犯罪的原因分析

政治方面原因，政治体制弊端与竞技足球犯罪在我国现阶段，包括

了权力缺乏制约、干部终身制、过度追求政绩等因素。在竞技足球领

域，决策权力集中在党政“一把手”身上，“一把手”在领导集体中既承

担了很大的责任，也集中了相当大的权力，如果缺乏相应的责任和利

益，必然导致滥用权力，瞎指挥。2012 年 4 月 25 日南勇、谢亚龙等前足

协高官受贿案正式开审，这些足坛管理人员相继落马不仅震惊了整个

世界足球，给中国足球在国际上抹黑，还让更多国人清醒的意识到之所

以足球产生如此多的问题，根本的在于源头出现问题。

经济方面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利益原因。而在竞技足球领域首当

其冲的仍然是分配不均，在经济利益和精神奖励的社会分配上未能很

好的体现出主体的自身价值和社会的认可度。随着竞技足球产业化、

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竞技足球自身巨大的经济价值越发体现，根据调

查，以竞技足球为中心的产业经济链已牢牢占据世界体育经济的近 1 /
3，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能更好更

多的分一杯羹，包括运动员、裁判员、管理人员、球迷观众等一部分人已

经迈入了竞技足球犯罪的边缘，禁受不起高额利润的诱惑而走上了犯

罪的不归路。

法律方面原因体现在法治不健全，制度约束力度不足。我国的《体

育法》于 1995 年颁布实施，于 2009 年予以修正，该部法律的标志着我

国体育事业从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体

育领域尤其是竞技足球领域的法制建设还相当落后，很多时候有可依

据的只有一、两部法律，离依法治国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在竞

技足球方面还有大量的立法空白和法律缺位，我国的司法介入相关规

定还缺乏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95 年颁布的《体育法》对运动

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很不明确，而即使到新修正的《体育法》在该部分

仍未明确，这也导致了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无法得到充

分及时保护，导致违背公平竞争基本原则，侵害了运动员和俱乐部的平

等权、公正权、真实权、荣誉权等合法权益的案件层出不穷，整体上影响

到了竞技足球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预防竞技足球犯罪的对策及思考

( 一) 立法方面

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大家都必须“按规则做游戏”。中国足球倘若

要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竞技足球的改革必当依法进行，法制

完备对于中国足球改革具有重大的基础性的意义。《体育法》作为竞技

体育领域的基本法，直接规范着各种竞技体育法律行为，是体育立法机

制的核心，但针对该法中的法律责任一章的内容，应该邀请相关竞技足

球领域的专家学者，组建专门研究委员会，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条文刚

性，明确竞技体育犯罪行为的控制主体，制定有关实施细则，使其更具

可操作性。对于在竞赛中对比赛结果进行违法操的参与人员，对破坏

竞技比赛秩序的违背诚信信用的行在刑法条文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触

犯刑法的即依据具体情节分别按照相应罪名的量刑标准予以相应的惩

处，从而保证中国足球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 二) 司法行政方面

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系统应当加强对竞技足球的司法检查和监

督，主动全面的介入竞技足球领域，预防和打击竞技体育犯罪。但是，

司法介入竞技足球领域并不是要把竞技比赛上的所有的纠纷都诉诸法

院，而是要相应的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扩宽依法办事的渠道，将体育

行政、体育仲裁与司法体制相衔接，进而保证竞技足球的公正与秩序。

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违规、违纪、违法和犯罪的界限，竞技足

球作为一种身体接触广泛的运动，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因此在比

赛过程中常常出现身体的伤害、残疾、甚至死亡等等情况，如果只是违

规、违纪造成球员观众受伤的，一般以赛场犯规处罚，特别严重的犯规，

也只能是通过罚款、停止比赛、终身禁赛进行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竞

技体育中的过失行为不能归入违法犯罪，倘若以故意损害他人的生命

健康为目的的犯罪行为，应当直接让如刑法处罚范围中。
( 三) 竞技足球体制改革方面

现阶段，我国的体育领域实行“举国体制”，建立和实施以为奥运争

光为目标的体育管理体制。这种体育体制目前符合我国的国情，适应

我国体育发展的需要，能够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发展高

水平的竞技体育，使得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的国际赛事中夺取了大量

奖牌，从另一方面又带动了竞技体育运动的全面发展，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原有体制的弊端也日渐明显，严重阻碍了我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竞技足球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推翻目前腐朽不堪的

管理体制，引入外国目前广泛适用的新型体育管理体制，即以国家宏观

控制为主导，但主要与市场相结合的体育组织管理模式。同时，对竞技

足球竞赛奖金及竞赛名次给予合理的引导，尤其注重对各方面竞争者

心理上的正确引导，相应适当降低奖额，鼓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

励为辅的方针，增加比赛津贴、技术支持支出和退役后生活安置费的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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