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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以前，在阅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体育法专著和教材时，我就希望能够尽快以体育中的法律问
题为中心，写出中国版本的体育法学专著。
  但是，本书的写作，不仅仅要依赖于作者的学术素养和前期积累，而且要取决于体育法学在中国的
发展和成熟。
  现在终于到了以这样的体例和内容写一本体育法专著的时候了。
在中国，体育法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群体，也产生了自己的读者群
，更出现了一批好作品。
现在，作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能够检索到千篇以上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些论文逐一阅读，作为本书的参考资料。
在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写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如果说，第-代中国体育法学者，搭建了体育法学的框架，在众多学科中为体育法学谋求了一席之地
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则肩负着如何使其深入发展的责任。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注重了以下几点。
首先，尽量全面地反映体育法学研究与发展的全貌。
本书共四编十二章，内容涉及体育与人格权、体育与知识产权、体育与伤害、体育与工作、体育与不
当行为、体育与纪律处罚、体育与纠纷解决等十分广泛的各类主题。
这些主题的选取，主要是参照国外体育法学研究的框架并结合中国体育法学的研究热点搭建的。
但是，应当承认，由于作者本身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限制，一些国内研究的重要领域未能纳入，如
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等问题。
如果这本书以后有幸再版，希望这些主题能够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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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是继作者《体育与法律——体育纠纷案例集》之后的又一本以体育中的
法律问题为中心的作品，为了保护已经购买了作者案例集的读者的利益，《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尽
量避免使用已经在案例集中出现的案例，而是选取更新的案例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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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勇，女，法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博士，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著有《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体育与法律——体育纠纷案例评析》《体育纪律处罚研究》,译有《娱
乐体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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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体育法学概述第一节 体育法学的定义——“体育法”还是“体育与法”一、体
育法，一个特殊的领域二、“体育法”还是“体育与法”(一)国外学者的观点1．传统的观点2．折中
的观点3．趋势性的观点(二)我国学者的观点1．部门法分支法论2．体育行政法论3．综合法论4．独立
部门法论(三)体育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三、体育法的概念第二节 体育法学发展简要历程一、世界
体育法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二、我国体育法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第三节 体育法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参引
文献第二编　体育与侵权第二章 体育与人格权第一节 体育新闻侵犯体育名人人格权一、体育新闻侵
犯体育名人人格权概述(一)新闻传播侵害体育名人人格权的表现形式(二)我国体育新闻侵犯体育名人
人格权现状二、体育名人与公众人物(一)公众人物概述(二)公众人物的类型(三)公众人物与我国司法实
践案例：陆俊诉《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案例：李章洙诉《南方体育》名誉权侵权案案例：范志毅
诉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权侵权案(四)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与保护1．限制体
育名人人格权的必要性2．受到限制的体育名人人格权的内容3．体育新闻侵犯体育名人名誉权的限制4
．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保护(五)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的认定1．体育名人的范围2．体育
名人的时限案例：约翰斯顿诉《体育画报》案3．体育名人的隐私与公众利益的界限案例：维吉尔诉
《体育画报》案第二节 体育名人人格权商品化一、商品化权的概念界定二、商品化权的基本属性(一)
财产权说(二)特殊知识产权说(三)无形财产权说(四)边缘权利说(五)人格权说三、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
一)肖像(二)形象(三)姓名(四)声音(五)名称(六)各种形象因素的综合案例：重剑冠军王磊诉上海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肖像权侵权案四、商品化权侵权的检验方式(一)相关联使用检测法(二)转变性使用检测法(
三)主要目的检测法五、体育名人人格权商用侵权的表现形式(一)未经体育名人许可擅自使用案例：刘
翔诉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等肖像权侵权案案例：涉嫌擅自使用乔丹人格权标识案例：涉嫌擅自使用罗纳
尔多人格权标志(二)超出体育名人授权范围使用其人格标识(三)超出许可使用合同期限而继续无偿使
用体育名人人格权标识案例：董炯诉维尔胜公司等肖像权、姓名权侵权案(四)按照合同约定使用体育
名人人格权标识但不履行相应义务案例：江津诉盼盼安居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盼盼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合同违约案案例：邓亚萍诉济南伟民实业总公司合同违约案(五)互联网上侵害体育名人商业化
权六、我国体育名人人格权商用存在的障碍七、运动员人格权商用法律关系权利主体的确定案例：中
国篮协及盈方公司诉贵人鸟公司肖像权侵权案第三节 体育冠名权案例：百事可乐为何退出甲A赞助?一
、体育冠名与体育冠名权的概念二、体育冠名权的法律性质-(一)知识产权说(二)人格权说(三)商事人
格权说三、体育冠名权合同的法律特征(一)买卖合同说(二)赠与或公益事业捐赠合同(三)商业广告合
同(四)唯一授权许可合同四、我国体育冠名权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冠名权尚未经民事基本法律确
认并得到合法地位(二)《合同法》分则欠缺对冠名合同的直接规制(三)税收法规缺乏对冠名赞助的税
收优惠规定五、体育冠名权法律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一)在民法典中对体育冠名权予以确认(二)进一
步补充完善相关配套管理规定主要参引文献中国篮球协会注册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中国国家篮球
队装备管理办法国家队篮球运动员商业资源开发合同第三章 体育与知识产权概述体育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一、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二、体育知识产权的客体第一节 体育标志与奥林匹克标志一、体
育标志(一)概念(二)体育标志权的权利属性(三)体育标志权的内容1．专有使用权2．许可使用权3．收
益权4．禁用权(四)体育标志权的主要特征1．体育标志权的知识产权共有特征2．体育标志权的独有特
征⋯⋯第三编　体育与工作第六章 体育与工作第四编　体育与不当行为第七章 体育不当行为概述第
八章 控制比赛第九章 体育与兴奋剂第十章 体育与暴力第十一章 体育与纪律处罚第十二章 体育与纠纷
解决国外案例后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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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运会隐性营销行为是指经营者在宣传商品或服务时，故意地明示或暗示其与奥运会或奥运会组织者
之间具有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赞助、授权等商业性关联的行为，从中获取商业利益，同时弱化、威胁或
损害真正的奥运会赞助者利益。
隐性营销在我国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法律并未有明确规定和制裁措施，但是国际奥委会对于
隐性营销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
根据奥运会市场开发规划，申办城市进入申办程序后，要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保证书，保证在申办成功
后防范隐性营销。
对于隐性营销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目前国内的研究采用狭义和广义的界定都有，例如：国际奥委
会把隐性营销定义为：“有意或无意地企图制造或利用伪造的和未经许可的与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
的商业合作行为。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隐性营销的界定。
与国际奥委会一脉相承，北京奥组委认为，“隐性营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非合作伙伴企业想方设法
与奥运会建立虚假或未经授权的联系；非合作伙伴企业违反各种保护奥林匹克形象和标记使用的法律
；非合作伙伴企业故意或非故意地干扰奥林匹克合作伙伴的合法市场开发活动的行为。
”②这里采用的也是广义的隐性营销的概念。
“与假冒或者非法使用奥运会的商标、名称、标志等行为不同的是，奥运隐性营销非常隐蔽，它与直
接侵权大不相同。
如果在商品广告中盗用奥林匹克标志、名称、商标等，属于直接侵犯奥运会相关权利，这种侵权行为
一目了然，易于发现和制裁。
但是隐性营销往往经过精巧的设计暗示与奥运会之间存在某种商业关联，间接利用奥运会的商业价值
增加其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
”③此处采用的是狭义隐性营销的界定。
可见，广义的隐性营销既包括未经许可使用体育标志的违法营销，又包括不直接使用体育标志但使用
其他手段“搭便车”的行为。
狭义的隐性营销不包括前者，只包括不直接使用体育标志但使用其他手段“搭便车”的行为。
如果未特别指明，本文采用的是狭义的隐性营销概念，因为广义的隐性营销中“直接使用体育标志”
的行为在法律上性质明确，我国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加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中国
奥委会诉金味麦片侵犯奥林匹克标志案例，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范能够对体育标志侵权进
行切实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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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这个愿望的实现，比预想的要快。
之所以快，有两个原因。
首先，教学逼着科研跑。
我在首都体育学院给本科、成教和研究生都开设过这门课，很多学生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没
有合适的书可以给学生使用。
其次，近年来国内体育法学研究的进展很快，现有的学术成果，已经足以按照体育中的法律问题为中l
心，来搭建本书的框架。
全面收集资料从2006年11月开始，交初稿是2007年10月底，写作历时一年，中间有一个安静祥和的寒
假和一个悠长的暑假，常常在阳光晴好的上午，冬天坐在明媚的北京冬日的暖阳中，夏天则放下窗帘
，开机⋯⋯每天足不出户，目不转睛在电脑前坐8小时以上，没有任何杂事打扰，手机都不太开机，
完全进入写书状态。
身边是大堆的国内外体育法专著和教材，期刊论文。
一直和学生说，要做某一方面的研究，应该穷尽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自己也要做到。
我阅读了从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到的所有体育法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感慨是体育法领域太多，我的时间太少。
由于体育法领域太多，我有很多力有不逮的地方，只能在中国体育法界完成抛砖引玉的工作。
感谢首都体育学院对于体育法学科发展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重视，周登嵩教授和杨铁黎教授在北京市重
点建设学科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张剑司长、天津体育学院于善旭教授、北京体育大学易剑东教授、山东大学法学
院黄世席教授在业务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于善旭教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体育法的深
刻理解使我受益匪浅。
另外，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和“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重点建设学
科体育人文社会学资助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最后，感谢我的先生康胜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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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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