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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召开，给了中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舞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赢得这个舞台，中国已经奋斗了一个多世纪。
这个舞台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光荣与梦想，为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中华民族的最佳风采，从申奥的那
一刻起，我国就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奥运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在我国建立适应现代奥运会需要并与世界
接轨的体育法治环境。
以奥运会为契机，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同样是因为奥运，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法学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
事实上，体育与法律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公正是两者共享和尊崇的价值。
体育讲求的是公平竞争、规则至上，法律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规则。
虽然这两种不同规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它们的终极目标追求的都是规则之治。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局限在体育界，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法学的视野。
不过，以奥运会的筹办为起点，情况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可以说，我国目前的体育法研究已经成为体育学界和法学界共同倾心的事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
经过努力，我国的体育法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研究内容上，论题不断拓展，基本上覆盖了体育领域的所有法律问题；在深度上，体育法研究开始
摆脱过去那种简单诠释法条和宏观叙事的方式，开始对基础理论和微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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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色：    第一，选题新颖，视角独到。
体育法学范围内的研究论题相当广泛，但目前我国体育法学者的研究热点多集中于体育纠纷的解决方
式等少数几个领域，比如体育仲裁制度。
体育法的研究广度明显不够。
本书作者从反垄断法的视角出发，对体育产业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探讨，可谓独辟蹊径，不仅拓宽了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范围，充实了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内容，有助于我国体育法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
善，而且也将反垄断法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高度。
作为我国第一部从反垄断法视角研究体育产业规制问题的学术专著，作者的研究工作显然极具开拓性
与创新性，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第二，观点明确，论证有力。
本书所引用的法律文件、案例和各国学者观点非常详实，但作者并非一味堆砌材料而让自己的声音湮
灭在材料中。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即体育产业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但在规制的过程中必须顾及体育
的特殊性。
体育的特殊性是全书的核心概念，正是因为体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才需要得到法律的特殊调整，这
也恰恰是体育法学这一法学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
围绕基本观点，本书对反垄断法在职业体育联盟/协会间的竞争、赛事准入、俱乐部迁移、运动员流动
、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等体育产业运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
的。
    第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反垄断法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规制体育产业的首要法律手段，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相当丰富。
我国的体育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尚未发挥出来，但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却不少
，若要加以妥善解决，则很有必要对国外的这些经验加以借鉴，改变我国体育产业中法律缺位的现状
。
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运用反垄断法规制我国的体育产业已初步具备了可能性。
然而，无论是对于各级行政与司法机关或是体育产业中的各个主体来说，如何具体运用反垄断法的原
理与规则来对体育产业中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分析、如何协调体育的自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恐怕还
是相当陌生的。
为此本书作者特辟一章专门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可以说非常具有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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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体育产业概述关于什么是体育产业，它包含了哪些方面和内容，历来有着不同的
理解。
比较狭义的观点认为，体育产业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与体育运作有关的内容，包括体育组织、体育联
盟、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以及参与到体育营销及体育传媒的方方面面。
①比较广义的观点则认为，体育产业是社会各部门开展的与体育有关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总和，
即体育产业不仅包括向社会提供体育服务的各部门，而且还包括提供有形体育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
②1996年，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制定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该文件从管理工
作的角度把体育产业划分为三大类：第一，体育主体产业，是指由体育部门归口管理的、发挥体育自
身价值和功能的、以提供体育服务为主的体育产业经营活动，如竞技体育产业、群众体育产业、体育
教育科技产业、体育彩票和体育赞助等；第二，体育相关产业，是指与体育有关的其他产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如体育场地、器材、服装、食品、饮料、广告和传媒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三，体办产业，是
指体育部门为创收和补助体育事业发展而开展的体育主体产业以外的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由此可见，国家体委似乎倾向于持一种广义的体育产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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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原稿初成时，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和自己的期望相差甚远。
转眼间两年多过去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又有了新的重要发展。
这都使我必须对原稿进行修订。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番修订工作也颇费周章，在补充了近6万字的内容并最终完稿后，我的失
望感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夹杂着些许悔意：如果我不是天性过于懒散的话，如果我不是把本该用来看
书的时间都放在了听音乐、看球赛上的话，或许我能做得更好些！
但无论如何，“丑媳妇”终究是要见“公婆”的，本书算是对我前一个学习阶段的总结。
感谢我的导师郭玉军教授。
在我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郭老师就是我的导师。
之后蒙恩师不弃，再次将我招入门下，我也有幸成为郭老师指导的首届博士生之一。
郭老师为人谦厚、治学严谨，正是在她的悉心指导之下，我才得以从最初的法学门外汉成长为如今的
一名法学研究者。
如果说这几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些许成绩的话，首先应归功于郭老师的辛勤教诲。
还要感谢郭老师的先生蔡兴老师。
蔡老师为人豪爽，数年中始终鞭策着我的学习，学生取得的成绩同样凝结着蔡老师的心血。
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学习期间，我得到了诸位指导老师的循循教诲，一份感激之情常驻心头。
当年若非仰慕韩德培先生的渊博学识与翩翩风采，我也不会毅然地报考武汉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的研究
生。
此后每每倾听韩老的谆谆教导总让我如沐春风，实为求学岁月中的一件幸事！
衷心祝愿韩老健康长寿！
黄进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但一直鼓励着我从事体育法学领域的研究，而且还在我毕业求职的重要时刻
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无私指点。
肖永平教授思维敏锐、平易近人，讲授的几门专业课程都让我受益良多，此次拙作能够顺利出版，也
全仗肖老师的热情相助。
宋连斌教授才华横溢、见解独到，和他讨论问题总能在愉悦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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