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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叶反兴奋剂条例曳是我国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的主干遥 近年来袁国际层面反

兴奋剂治理的理念尧规则尧机构尧权责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袁国内新修订的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渊十一冤曳在兴奋剂争端解决尧入刑等方面也

有新的发展袁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法治化尧制度化尧规范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袁指明了

努力方向遥 我国叶反兴奋剂条例曳的修订袁应适应当前反兴奋剂工作的需要袁构建我国

更为完善的反兴奋剂治理和争端解决体系袁与国际反兴奋剂治理体系有效衔接袁进而

推进我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反兴奋剂治理袁提升在反兴奋剂和体育治理中的话语权遥 建

议在叶反兴奋剂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中明确兴奋剂概念尧细化兴奋剂违规类型与违规处

罚方式尧增加争端解决机制遥
关键词院 叶反兴奋剂条例曳曰修订曰时代意义曰现实进路

中图分类号院G80-05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23冤06-0064-06
DOI院10.12064/ssr.2023040601

LIU Yongping1, LI Zhi2*

(1.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Law School,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The Anti-Doping Regulations is the backbone of China's anti-dop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

tem. In recent year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ncepts, rules, institutions, rights and responsi-

bilities of doping govern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New developments have also occurred in the do-

mestic legislations such as dopingdispute settlement and doping related crime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anddirection for the rule of law,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China's

anti-doping work. We should build a better doping governanc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nd effec-

tivelyconne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oping governance systemto reflect the changes inAnti-DopingReg鄄
ulations andmeet theneedsofthecurrentanti-dopingwork. Furthermore, it will promote China'smore par-

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oping governance and enhance its voice in doping and sports governance. 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doping in the Anti-Doping Regulations(revised draft), specify the types

of doping violations and punishment methods for violations, and add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ti-doping Regulations; revision;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realist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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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袁 我国先后颁布了四十余个

有关反兴奋剂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袁涉及体育法尧行政

法尧刑法等部门法袁初步建立起体现我国国情的反兴

奋剂法律体系 [1]遥 其中袁叶反兴奋剂条例曳渊简称叶条

例曳冤于 2004 年颁布袁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务院出台的

规范反兴奋剂工作的行政法规袁 是反兴奋剂法律法

规体系的主干袁对其他反兴奋剂政策尧文件的制定有

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2]遥 不过袁叶条例曳自颁布以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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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个别字句上做过形式调整袁 未在体系和实质条

款层面修订袁相较我国当前反兴奋剂工作的发展袁呈
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遥 其中的一些概念尧权属内容尧规
则冲突需要厘清尧明确和协调遥 新修订的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曳渊简称叶体育法曳冤将野反兴奋剂冶单独

列章渊第 53要第 60 条冤袁对反兴奋剂问题进行了专

门规定袁充分彰显了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性袁为叶条例曳
的配套修改提供了契机遥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叶反兴

奋剂工作发展规划渊2018要2022冤曳指出要进一步完

善反兴奋剂法治体系袁积极推动国务院叶条例曳修订遥
为此袁结合叶体育法曳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以及各国

规定的最新变化袁对叶条例曳修订的发展特点尧基本路

径进行分析论证袁为叶条例曳修订提出具体建议遥

现行叶条例曳制定伊始袁反映了当时反兴奋剂的

规则体系和治理水平袁 展现了反兴奋剂治理的时代

发展袁对我国反兴奋剂立法尧工作机制建立具有指引

作用袁是我国反兴奋剂工作规范发展尧与时俱进的基

础遥近年来袁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反兴奋剂的规则体

系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袁 对我国反兴奋

剂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遥 叶条例曳修
订是在规则上对反兴奋剂治理工作作出的总结和回

应袁其时代意义不言而喻遥

我国反兴奋剂规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遥 叶条例曳的颁布和实施填补了当时反兴

奋剂领域行政法规方面的空白袁 提高了我国反兴奋

剂治理工作的立法层级袁 在我国反兴奋剂治理工作

中起到基础性尧指导性作用遥叶条例曳在我国当时体育

行业反兴奋剂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袁 进一步扩大了反

兴奋剂工作参与主体范围袁 构建了以国务院体育主

管部门为中心尧各行政部门协同的治理架构遥在兴奋

剂检查尧 结果管理尧 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了执行规

范袁 为我国当时的反兴奋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支撑遥 在国际规则和兴奋剂违规行为不断变化

的情况下袁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始终能依托叶条例曳
作出合法尧适时尧适度的调整袁完善其他配套规则袁从
而使反兴奋剂工作能保持先进性袁 并取得了很大的

成效遥 然而袁单就叶条例曳本身来看袁由于叶反对在体

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曳渊简称叶公约曳冤形成

于叶条例曳制定之后袁在叶公约曳框架下袁世界反兴奋

剂规则发生了较大变化袁叶条例曳 应该作出回应和调

整 遥 过往二十余年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成就应

在叶条例曳中得到体现遥
2022 年袁我国叶体育法曳进行了修订袁设置了反

兴奋剂专章遥为回应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新特点尧新
变化尧新问题袁2023 年 5 月袁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

司发布了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袁由原来的 6 章 47 条增

至 8 章 71 条袁包括总则尧反兴奋剂职责尧兴奋剂源头

治理尧反兴奋剂义务尧兴奋剂管制尧反兴奋剂教育和

科研尧法律责任尧附则遥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的设计充

分贯彻落实了我国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的需要袁聚焦

反兴奋剂工作的重点尧难点尧痛点袁推动构建更为完

善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袁 为推进我国反兴奋剂工作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遥

首先袁叶条例曳 修订是对我国反兴奋剂法治思想

和工作实践的总结与凝练袁 反映了新时代反兴奋剂

工作的发展遥近年来袁我国加快了反兴奋剂法治保障

体系的构建 [3]袁形成了野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袁强
化拿道德的金牌尧风格的金牌尧干净的金牌意识袁坚
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尧零容忍冶的工作思路遥 在

此指导思想引领下袁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在立法尧组织

运行尧教育尧检查与调查尧检测尧保障尧结果管理尧程
序公正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4]袁在叶条例曳的法

律框架下进一步优化袁基本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国情袁
又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遥 反兴

奋剂治理的价值追求与中国经验袁 有必要通过修订

叶条例曳凝练和固定遥 在叶条例曳修订中以制度设计树

立野立法推动改革冶的价值取向袁反映我国野纵横交

叉尧上下联动冶全覆盖的治理体系建设的改革趋势 [5]袁
是优化完善中国反兴奋剂治理的必然选择遥

其次袁叶条例曳 修订展现了我国反兴奋剂法律法

规体系的最新变化袁将保持尧发展其在新阶段下野承
上启下冶的时代地位遥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叶体育法曳为
中心袁以叶条例曳为主要依据袁以叶反兴奋剂管理办

法曳叶反兴奋剂规则曳 等多个法律文件为辅的反兴奋

剂法律法规体系袁但叶条例曳灵活性不足导致体系部

分脱节遥 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将反兴奋剂综合治理上

升到法律层面袁建立了体育尧卫生健康尧教育尧公安尧
工信尧商务尧药品监管尧交通运输尧海关尧农业尧市场

监管等多部门协同的反兴奋剂综合治理体系遥 修订

叶条例曳需要充分保持其承上启下的作用袁辅助执行

叶体育法曳中的纲领性规定袁衔接现有的反兴奋剂法

规和政策袁 并协调与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渊十一冤曳等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袁更好地发挥各层级法

律在反兴奋剂治理中的野合力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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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叶条例曳 修订回应了国际反兴奋剂治理体

系的不断变化袁具有引领国际新发展的时代功能遥世
界反兴奋剂规则从分散到统一袁 执法机构多元化发

展袁法律救济形式不断完善 [6]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尧
国际检查机构尧 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庭形成了

体育行业内相对稳固的野三权分立冶自治制度框架[7]遥
国家政府公权力积极介入袁美国出台了叶罗德琴科夫

反兴奋剂法案曳袁为美国在国际反兴奋剂治理领域内

超越本国国土的长臂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 [8]遥 相比

之下袁我国叶条例曳中兴奋剂违规情形尧法律责任等部

分条款较为笼统尧滞后袁未与统一的国际标准形成良

好衔接袁需要及时调整遥 同时袁叶条例曳的修订旨在从

行政法规层面推进国际合作义务的实现袁 从而进一

步推动构建共商尧共建尧共享的国际反兴奋剂合作平

台 [9]袁发展合作共赢的反兴奋剂野公私合作框架冶和
多维法治体系遥

新时代背景下袁叶条例曳的修订体现了我国反兴奋

剂规则体系的重构袁 实现协调和平衡反兴奋剂治理

与运动员权利保障的关系袁 同时是对世界反兴奋剂

治理最新发展的积极回应袁以国内外协同为路径袁解
决我国反兴奋剂工作中出现的现存问题遥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袁我国形成了以检查检测尧
用药管理尧听证制度尧对外交流等在内的一系列反兴

奋剂政策和规则 [10]遥 但现有反兴奋剂规则在体系化

上尚有提升的空间院第一袁反兴奋剂规则呈野碎片化冶
状态袁行业规则的野更新迭代冶使不同位阶制度间的

衔接存在滞后性遥 我国反兴奋剂法律规范层级既有

高位阶的叶体育法曳袁也有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曰既有

强制性的公法介入袁 也有宣告性和纪律性的行业内

部规范袁法律治理模式较为复杂遥 多元化尧分层次的

反兴奋剂法治体系更需要由稳定性较强的叶条例曳协
调各层级规则的规制范围遥第二袁反兴奋剂多元联动

综合治理机制在工作实践中可能存在一些模糊尧交
叉尧冲突的现象袁需进一步细化各部门在反兴奋剂工

作中的职责与分工遥 比如袁根据叶反兴奋剂规则曳第
54 条袁运动员管理单位尧有关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尧
国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尧省级反兴奋剂机构尧中国反

兴奋剂中心都有权对运动员阳性检测结果展开调

查袁但相互间的权责划分和程序衔接并无明确规定袁
会造成职能的交叉与重叠[11]遥

因应以上现象袁 以规则体系构建为核心导向袁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进一步梳理我国各行政部门在反

兴奋剂工作中的职责与任务遥首先袁厘清叶条例曳的功

能及定位遥从法律位阶层次分析袁叶条例曳属于行政法

规袁 规范内容较其他行政规章尧 规范性文件更加宏

观袁调整对象既包括体育行业内的社会团体袁也包括

国家机关在内的其他组织和个人遥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

案冤明确其作为行政法规的规范作用袁指引各部门在

反兴奋剂工作中依法行政袁以其独特的功能定位形成

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无缝对接遥 其次袁以规则架构规

范各部门的权责划分和协调联动遥 通过叶条例曳修订袁
全面整合了我国反兴奋剂治理架构袁明确国家反兴奋

剂机构的法律地位袁发挥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在反兴奋

剂工作中协同治理的综合效能袁构建政府行政部门间

有主有次尧分工负责尧相互配合的综合管理机制遥

当前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逐步将运动员权益

保障作为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内容 [12]袁我国体育行

业内部在实践中也对权利保障的模式和方法提供了

一些可行的思路[13]遥但在立法层面袁叶条例曳对运动员

权利保护还可进一步加强遥 第一袁叶条例曳对野反兴奋

剂的义务冶野法律责任冶都进行了专章规定袁强调以政

府为主导打击兴奋剂行为袁 更注重对兴奋剂违规行

为的处罚和责任追究遥 但叶条例曳针对体育参与者在

兴奋剂检测尧 结果管理和处罚中的合法权利规定较

少袁权利救济力度有待加强 [14]遥第二袁新修订的叶体育

法曳将兴奋剂纠纷纳入我国体育仲裁范围袁以独立的

纠纷解决制度框架和专业的反兴奋剂仲裁员名单袁
为我国兴奋剂纠纷提供外部救济途径遥 叶条例曳中对

兴奋剂纠纷解决的机制构建和程序衔接规范较少袁
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体育仲裁制度与行政规制衔接不

畅的问题袁可操作性欠佳遥
可见袁修订叶条例曳需在权利保障的核心思想基

础上袁完善兴奋剂违规的结果管理尧初审尧上诉程序袁
统筹考虑体育行政管理与行业自治的关系袁 明确对

运动员原则性权利尧 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保

护[15]遥 2021 年版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加强了对运动

员个人权利的保护 [16]袁叶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曳
渊Athletes爷Anti-Doping Right Act冤也以专门文件的形

式为反兴奋剂工作中的运动员权利保护提供了正当

性和合法性的支持 [17]遥有鉴于此袁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
中结合国际反兴奋剂规范最新动态袁 充分归纳总结

运动员权利的保护要求袁在野兴奋剂管制冶章节中从

检测方法尧检测规则以及处罚审查等具体程序方面袁
明确了对涉嫌兴奋剂违规人员实施的审查尧通知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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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停赛尧听证等结果管理流程袁保护了运动员等主体

所享有的权利 [18]遥 既要规范体育行业内部的程序正

义袁又要加强其他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能袁使反兴奋剂

行动与运动员权利保护相协调[19]遥

反兴奋剂工作全球化是解决兴奋剂问题的必要

路径 [20]遥 作为国际反兴奋剂治理框架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我国既要落实反兴奋剂治理的国家责任袁又
要加强国家间反兴奋剂的国际交流合作遥第一袁以健

全的国家制度和完善的机构设置积极回应世界反兴

奋剂组织提出的国家义务袁 加深与国际体育组织的

平等合作 [21]遥 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为中心的国际反

兴奋剂治理体系由于结构性不足尧 独立性不强等受

到公信力等方面的质疑袁 打击能力和力度不足遥 因

此袁 反兴奋剂组织和国家政府紧密合作的全球化反

兴奋剂治理新模式是现阶段的改革方向[22]遥第二袁美
国以叶罗德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曳冲击国际反兴奋剂

治理体系的法律框架袁 以严厉的刑事措施处罚美国

本土界限外的兴奋剂违规行为 [23]遥 面对美国单边主

义的打击袁 我国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倡导国际多

边主义发展袁在叶公约曳基础上加强与各个国家的反

兴奋剂合作袁 维护世界反兴奋剂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与完整性袁 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反兴奋剂全球化治理

水平的提高[24]遥
为实现上述路径袁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 既从立法

上体现了我国对反兴奋剂合规工作的重视袁 又要推

广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法治思想和工作成果遥 叶条例曳
渊修订草案冤以设立专章的形式明确了反兴奋剂教育

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遥 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先进经

验是世界反兴奋剂领域的宝贵财富袁 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前主席理查德窑庞德曾说袁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

最大特点是政府参与袁多部门联合行动遥但由于反兴

奋剂舆情引导工作不足袁野中国经验冶 有待进一步总

结和分享遥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梳理了国家体育行政

部门尧体育组织尧学校的反兴奋剂教育职责袁并新增

科学技术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等规定袁 从而增强中

国在国际反兴奋剂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袁 分享

中国经验袁推广中国模式[25]遥
综上所述袁现行叶条例曳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提

供了重要法律基础和立法保障袁 但在国际反兴奋剂

规则不断发展尧 国内反兴奋剂机制逐步完善的背景

下略显滞后遥叶条例曳的修订应契合新时代内涵袁展现

民族精神和制度优势袁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袁推进国

际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的联动遥

叶条例曳修订可以通过发挥法治对反兴奋剂事业

的指导规范作用袁 从而构建反映国际规则最新变化

的尧 政府与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协同合作的反兴奋剂

治理范式遥在明确叶条例曳修订的时代意义尧思路和路

径的前提下袁建议对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的相关条款

作以下修订袁以明确相关概念尧定义尧规范袁加强权力

的制衡安排袁确保多元化主体合作参与袁推动国际与

国内治理体系的协调统一遥

叶条例曳作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专项立法袁应
充分落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签约方和国家政府的

要求袁参考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调整叶条例曳内容袁
确保我国行政法规与国际反兴奋剂治理规则的同

步 [26]遥 其中袁应考虑在野兴奋剂冶定义尧范围上与世界

反兴奋剂体系适用的叶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曳相衔接遥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第 3 条与第 4 条沿用了现行

叶条例曳中采用的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联合公布清单机

制对兴奋剂进行定义遥 这一定义突出了我国反兴奋

剂工作的特色袁 但未充分体现我国于 2006 年签订

叶公约曳 后国内法对国际法的转换适用遥 叶公约曳将
叶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曳作为附件袁列明了体育运动中

确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袁 对签约国具有国际法

上的约束力遥 因此袁我国作为叶公约曳的签约国袁在采

用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联合公布清单机制的同时袁也
应重点关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 叶禁用清单国际标

准曳的修订袁及时同步相关信息遥 建议在叶条例曳渊修
订草案冤 第 4 条设置联合公布清单机制的同时引入

叶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曳作为兴奋剂定义的参考袁在第

4 条原文基础上增加 野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根据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年度叶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曳确定冶袁将
参照条款作为联合公布清单机制的补充袁 保障世界

范围内兴奋剂定义的一致性袁避免行政执法尧违规认

定中产生误差袁 也可为刑法等其他领域定义兴奋剂

提供参考遥

兴奋剂违规的认定及处罚是反兴奋剂治理工作

的重点内容袁也是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规范的重点

问题遥 叶条例曳作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指导性法律

文件袁 应该进一步加强我国兴奋剂违规认定及处罚

工作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袁 保证兴奋剂违规处罚可以

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统一实施袁 以防止兴奋剂纠纷的

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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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袁2021 年版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将列举的

兴奋剂违规行为增加至 11 条袁主要分为检测阳性兴

奋剂违纪和非检测阳性兴奋剂违纪两类遥相较而言袁
现行叶条例曳第三章第 22 条第 1 款列举了 3 种兴奋

剂违规处罚的类型袁 数量偏少袁 相对简单遥 叶条例曳
渊修订草案冤删除了该条款袁未详细列举兴奋剂违规

的具体类型遥同时袁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也未详细列举

兴奋剂违规类型袁 因此规范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

内的兴奋剂违规类型这一工作应由叶条例曳来完成袁
以明确违规认定袁也为刑法等其他法律提供参考遥建
议叶条例曳修订进一步细化兴奋剂违规认定和处罚的

类型袁采用野列举垣概括冶的形式袁结合叶世界反兴奋

剂条例曳和我国叶反兴奋剂管理办法曳的规定袁从检测

阳性和非检测阳性两个方面总结我国体育社会团体

主要打击的兴奋剂违规类型遥
第二袁现行叶条例曳第 40 条规定了运动员辅助人

员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后果袁 但违规处罚规则相对宽

松袁有待调整遥 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在第七章野法律责

任冶中优化了对运动员辅助人员违规处罚的表述袁但
在处罚期限表述为野一定时限内冶袁可能导致处罚中

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适用遥 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的要

求包括院一是袁通过立法处置兴奋剂违规官员曰二是袁
对过去 6 年内因兴奋剂违规而受罚的人员不予任

用曰三是袁不干扰国内反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活动

等 [27]遥建议结合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和我国的叶反兴

奋剂规则曳叶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

法曳袁加强对兴奋剂违规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

管理与责任追究遥 将运动员辅助人员故意的兴奋剂

违规行为禁赛期增加至 4 年袁 且其他处罚方式上也

应满足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要求的政府工作义务遥

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设立了野体育仲裁冶专章袁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叶体育仲裁规则曳叶中国体育仲裁

委员会组织规则曳 也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袁给
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带来了新突破遥 目前袁叶条例曳
渊修订草案冤 仅在第 49 条规定院野兴奋剂违规处理中

发生的纠纷袁 当事人可以向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遥冶建议叶条例曳在兴奋剂争端解决机制上尝试

模式创新袁实现规则引领袁为进一步完善兴奋剂争端

解决设立专门条款袁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袁又与国际

接轨的兴奋剂争端解决机制遥
第一袁 明确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在我国兴奋剂

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袁 统一规范兴奋剂纠纷的上

诉解决途径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成立袁其独立的仲裁程序设置符合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及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公正

性的要求[28]遥同时袁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为兴奋剂纠

纷设置了专门的仲裁员名册袁 进一步加强了对兴奋

剂纠纷解决的专业性 [29]遥 因此袁根据叶世界反兴奋剂

条例曳第 13.2.2 条及我国叶反兴奋剂规则曳第 136 条袁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是现阶段解决我国国内兴奋剂

纠纷的唯一适格主体遥 建议在叶条例曳中明确中国体

育仲裁委员会在我国多元化兴奋剂纠纷解决体系中

的地位袁 并通过授权条款完成与体育仲裁规则等相

关法律的衔接遥
第二袁 划定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在我国兴奋剂

纠纷解决领域内的管辖范围袁 完善体育仲裁与现有

多元化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遥 根据叶体育法曳
第 92 条及我国叶体育仲裁规则曳第 3 条的规定袁中国

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活动

中运动员等因不服相关主体的管理行为而引起的纠

纷袁暂不涉及全民健身尧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等领域的

体育纠纷[30]遥 相较之下袁叶条例曳规制范围更广袁不仅

包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尧 全民健身等领域的反兴奋

剂治理袁 也涵盖了体育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问题遥因此袁需要在叶条例曳条
文中明确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范围袁 避免实践中产

生管辖权冲突遥同时袁应明确体育仲裁对兴奋剂争端

解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袁有效协调体育自治尧政府监

督和司法管辖之间的关系袁 更好地与国际体育治理

结构衔接协调[31]遥
综合以上两点袁 考虑到行政法规的稳定性和可

操作性袁 建议参考 叶体育法曳 和我国 叶反兴奋剂规

则曳袁将叶条例曳渊修订草案冤第 49 条修改为院野对体育

社会组织尧运动员管理单位尧赛事活动组织者按照反

兴奋剂管理规定作出的取消参赛资格尧 取消比赛成

绩或者禁赛处理决定等不服的袁 可以向中国体育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遥 体育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办法和

仲裁规则另行规定遥 冶

修订我国叶条例曳是现阶段构建完善的中国反兴

奋剂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要求遥 叶条例曳修订不仅需要

从中国国情出发袁 总结我国过往先进的反兴奋剂工

作经验袁充分实现机构权责划分袁还需要关注世界反

兴奋剂治理体系的最新变化袁 强化国际和国家间的

协同治理模式构建遥 通过叶条例曳修订袁回应新修订

叶体育法曳的最新变化袁将现有野碎片化冶的反兴奋剂

法律法规串联成一个逻辑整体袁 引领我国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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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体系的完善袁 进而推动世界反兴奋剂法治体系

发展袁实现野公冶野私冶合璧的反兴奋剂治理框架袁为
政府参与反兴奋剂治理提供范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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