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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奥运，中华圆梦。
2008年8月至9月，北京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巨大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自豪
感，促进了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广泛弘扬了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
为奥林匹克运动书写下新的辉煌篇章。
人文奥运、法治同行。
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呼唤法治精神，呼唤法律保护。
在2001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国完善奥林匹克法律体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既创造了难得
机遇，也提出了急迫需求。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依法筹备和组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包括认真履行以《奥林匹克宪章》、《主办
城市合同》为核心的国际承诺，及时出台《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
北京奥组委非常重视法律事务工作。
根据《北京奥组委工作规则》的规定，依法开展工作是筹办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的基本原则。
2001年12月，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与奥组委同日诞生。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际综合性经济、文化、社会、体育活动组织机构内设立法律事务部门。
北京奥组委法律工作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法律工作的重点，法律事务部是北京奥组委法律工作核心
任务的承担单位。
北京奥组委七年来的法律实践，代表了我国奥林匹克法律实践的创新成果。
筹备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体育比赛、开闭幕式、火炬接力、文
化活动、形象景观、新闻、电视转播、互联网转播、知识产权、市场开发、票务、国际联络、礼宾、
食宿、交通、安全保卫、医疗卫生、反兴奋剂、物流、采购、场馆建设、城市运行、志愿服务等方方
面面，这些业务领域无一不同法律事务密切相关。
自成立之始，法律事务部就广泛参与国家、北京市有关立法工作，妥善处理我国国情同现代奥运会、
残奥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法律关系，监督落实国际承诺，建立健全以合同监管、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服务为重点的各项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和组织工作中的法律风险，开创
了我国奥林匹克法律实践的新局面，保障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
北京奥组委的法律工作成就，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
在国家和北京市立法、司法、执法机关的领导、协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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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北京奥组委主管法律工作的执行副主席，我欣慰地看到，在北京奥组委的法律实践中，一批具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悉奥林匹克事务和国际体育规则的法律专门人才成长起来。
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是一支忠于法治、精通业务、团结奋斗、奉献奥运的团队，他们在日常工作和
团队建设中，用辉煌的事业号召人，用法治的理念坚定人，用身边的榜样教育人，用创新的工作振奋
人，用充分的信任动员人，用民主的氛围感染人，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和组织过程中，法律事务部同国家、地方法制工作和执法部门通力合作
、密切配合，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坚持，善于协调，甘于奉献，严于自律，不负众望，出色地
完成了北京奥组委的法律事务工作。
数千份合同，数千封与执法机关交换的函件，数千件法律对策研究事项，数千个忠于法治、奉献奥运
的日日夜夜，正是这些“数千”，积累起北京奥组委法律工作的巨大成功。
    在紧张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办工作中，法律事务部员．工结合业务实践，撰写、编辑了《北京
奥运法律事务的足迹——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纪念文集》。
本书反映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些探索、体会、思考和经验，对于我国奥林匹克法律
研究，对于大型活动的法律实务，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规模的奥林匹克法律实践在我国尚属首次，况且本书也并非针对北京奥组委法律工作的全面总结、
理论研究，因此书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
从文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关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法律事务的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今后将逐步推出
。
我相信，今日嫩枝探伸，必是他日青盖亭亭。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遗产，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就包括奥运法治
遗产。
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工作同步全面展开的中国奥林匹克法律实践，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法治
进程留下十分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研究、借鉴和推广。
    奥林匹克精神与法治理念是一致的，奥林匹克精神尊崇法治，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主张公平、公
正、公开。
在全国人民践行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深刻体会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奥林
匹克精神，让这些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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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作札记在现行法律与奥林匹克国际惯例之间寻求平衡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即北京奥
组委）负责组织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国际奥委会的委托，也是中国人民的重托。
根据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参加本次奥运会的注册人员理应遵守主办国家的现行法律。
同时，根据《申办报告》和《主办城市合同》，北京奥组委有义务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奥林匹克
国际惯例。
尽管国际奥委会是一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奥林匹克宪章》也不是政府间国际条约，但是，北京奥
组委既然作出了承诺，就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
这样，既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奥运会的成功筹办和举办。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行法律已日臻完备。
大体而言，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
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与奥林匹克国际惯例又存在着许多差异和矛盾之处。
解决这种差异和矛盾，当然离不开立法。
比如国务院制定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筹办及赛会期间关于媒体采访的规定。
但是，完全靠立法或进行大规模的立法又是不现实的。
主要原因是：第一，启动立法机制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且旷日持久，如果许多工作待立法之后再开始
，难免会耽误大局；第二，我们对奥林匹克国际惯例仅是刚刚接触，不能期望在极短时间内对之了如
指掌，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贸然立法，必然会带来风险；第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了一
件具体的活动（哪怕是国际性重大活动）进行“一次性”立法，待这个具体活动结束后，再加以废止
，这种做法似乎有碍于法治国家的形象。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的立场是：我国现行法律基本够用，没必要进行大规模的立法。
在遇到我国现行法律与奥林匹克国际惯例不一致的具体场合，则采取特事特办之策来加以解决。
这样，既无损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又适应了筹办、举办奥运会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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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奥运法律事务的足迹》是由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法律事务部所编写，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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