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以叶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曳为代表的体育行政法袁系统地明确了政府的体育

发展职责及其行为规范遥 体育发展行政存在体育公共服务提供尧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尧
体育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重任务规范构造遥 为了完成体育发展行政的多重任务袁立法上

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袁政府和社会合作尧社会

参与等机制也相应导入袁以期发挥各自优势和效能遥 立法也配置了规划尧建设尧运营等

塑造行政袁补贴尧资金支持尧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袁许可尧合规尧处罚等秩序行政的活动

方式遥 由此袁体育发展行政法已经形成了包括任务规范和行为规范在内的横向规范构

造袁包括基础层尧应用层和管理层在内的纵向规范构造袁也形成了行政的合法性尧合目

的性和绩效在内的多重正当性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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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orts administrative law, represented by the Shanghai Sports Development Regula鄄
tions, systematically clarifie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ies for spor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de of

conduct.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sports development has multiple tasks, 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s,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supervision

of sports market activitie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multiple tasks of sports development administra-

tion, the legislation has clarified the mechanism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better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society cooper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build on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efficiencies. The legislation also establishes the ways of developing administration with planning, con-

struction, and operation, helping administration with subsidies, finan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regulating administration with licensing, compliance and penalties. As a result, the administrative

law for sports development has correspondingly formed a horizontal normative structure with norms of

mandate and behaviour, a vertical normative structure at foundational, applied and managerial levels,

and a multiple legitimacy basi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legality, fitness for purpose and performance.

sports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task; market regulation; government role; administra-

tive la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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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4 日袁新修订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曳渊以下简称叶体育法曳冤通过袁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遥 有学者 [1]认为袁它标志着我国体育法治建

设进入了新的阶段遥 为了贯彻落实新 叶体育法曳袁推
动体育事业尧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袁各地的地方立法

逐渐展开遥其中袁2023 年 11 月 22 日通过尧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叶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曳渊以下简

称叶条例曳冤就是一部有特色的综合性尧基础性的地方

性法规[2]遥
以往对体育法的研究袁历来注重问题导向遥随着

1992 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袁体
育体制改革和体育立法成为研究重点遥 有关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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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体育法曳自 1995 年颁布实施的历史进程相关联袁在
叶体育法曳颁布前重点研究立法袁在叶体育法曳颁布后

重视体育主体权利义务研究遥随着国家体育事业尧体
育产业的发展袁叶体育法曳存在的不适应或缺失逐渐显

现袁研究[3-5]又逐渐集中于立法或法律修改遥在2022 年

叶体育法曳修正颁布后袁有关研究或注重阐释叶体育

法曳的整体内容 [1,6-8]袁或专注于分析野总则冶或野体育

产业冶等特定篇章内容 [9-13]遥 在问题导向的研究和地

方性法规制定中袁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建设尧体育产业

发展促进尧 体育赛事活动监管等问题逐渐成为了关

注焦点遥
已有研究始终专注于体育领域的具体问题袁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袁推动了体育立法遥 当然袁
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尧如何履行职责袁相应如何培育市

场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袁始终是贯穿于体育事业尧体
育产业发展中的改革主线袁值得加以系统梳理研究遥
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袁 对政府及

其部门履行职责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遥 相应地袁 我国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曳 第 89 条第 9 项所规定的国

务院野领导和管理体育工作冶尧第 107 条第 1 款所规

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野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事业行政工作冶的职

权袁其内涵和外延也日益丰富遥 因此袁本文拟以叶条
例曳为主要文本袁在行政法学框架中厘清体育行政法

的规范构造袁 特别是对政府在体育领域的法定职责

和行为规范予以结构化分析袁 以此促进对作为领域

法的体育行政法的理解与适用袁 从而助力保障体育

行政合法性尧提升合目的性和绩效袁最终丰富行政法

学总论的研究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各级人民政府一直将发展

作为中心工作遥随着发展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演化袁
特别是新经济尧新业态尧新模式的涌现袁政府经济发

展职能与其他部门的直接关联性极大增强遥 各级人

民政府和许多部门以不同形式担负着发展职能 [14]遥
政府尧体育部门及相关部门在体育事业尧体育产业领

域的发展职能袁在规范和实践层面均有着持续演进遥
在规范层面袁野体育发展冶 的内涵不断丰富遥 从

叶体育法曳渊1995 年冤的野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冶到
叶体育法曳渊2022 年冤的野推动体育事业均衡尧充分发

展冶袁叶条例曳 则进一步具体化为 野落实全民健身战

略袁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袁促进竞技体育尧体
育赛事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冶袁尤其是在新发展阶

段袁明确提出野促进竞技体育尧体育赛事和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冶的原则有着重要意义遥这就丰富和明确

了体育领域发展的内涵遥
实际上袁原国家体委于 1993 年发布的叶关于深

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曳袁即已明确按照野三个有利于冶的
标准来深化体育改革袁将改革与发展统筹考虑袁明确

深化体育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尧 有利于

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遥
上海早在 1986 年 叶上海市体育场地管理办法曳

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中袁把发展职责具体化遥 叶办法曳
以野体育场地是发展体育运动的物质条件冶为认识基

点袁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袁即野按照城市规划

的要求袁统筹安排袁合理布局袁逐步发展冶遥到 1994 年

叶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曳袁 进一步规定了发展的

管理工具和具体目标袁包括野编制本市公共体育场所

发展规划冶野新建尧改建尧扩建公共体育场所应当符合

规划和建设技术规定冶野新建城市居住区的公共体育

场所面积应当参照标准执行冶等遥这两部市政府规章

均有体育场地尧体育场馆野规划建设冶的发展规定袁名
为野管理冶袁实为野发展冶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叶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曳确
定了野面向市场袁走向市场袁以产业化为方向冶的改

革发展思路 [1]遥 同期袁原国家体委于 1993 年印发了

叶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尧 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

见曳袁推出足球职业联赛袁开启体育市场化改革袁体
育产业野名正言顺冶地全面加速发展袁包括体育培

训尧健身尧竞赛表演尧体育场馆开发尧体育旅游等在

内的体育服务业蓬勃发展 [1]遥 2014 年袁叶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国
发也2014页46 号冤发布袁提出了野建立体育产业体系和

规模目标袁到 2025 年总规模超过 5 万亿元冶的发展

目标遥 体育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7,15]遥
叶条例曳对体育发展目标的界定以及对政府体育

发展职责的系统规范袁 有助于在新发展阶段厘清政

府的行政任务袁 全面探索市场在体育发展领域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袁进
而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法治路径遥

在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中袁 以行政行为形式为

中心尧 以司法审查为主要对象的法教义学研究是基

本范式遥 然而袁以行政任务为中心袁面向行政的新行

政法逐渐兴起[14]遥这种新兴的行政法学研究方式袁与
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行政法治变革交错同频遥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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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曳规定了市尧区人民政府统筹部署体育发展工作的

职能袁 并全面细致地规定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全

民健身尧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尧竞技体育尧体育赛事尧体
育产业尧体育组织尧体育设施尧保障措施和监督管理

等体育发展领域的行政任务遥
以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体系观察袁 体育发

展的行政任务至少呈现出三重结构院 第一重是提供

与扩大体育公共服务袁 这是给付行政或者服务行政

的典型形态曰 第二重是体育赛事举办与体育产业发

展促进袁这是助推尧引导行政等新的行政任务形态曰
第三重是监督管理体育市场活动袁 这是秩序行政在

体育行政领域的集中体现遥

广义的体育公共服务与学理上的给付行政同

义袁全民健身尧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都在其范围内袁因
此也就需要提供和保持各类体育公共设施遥 在我国

语境下袁 体育公共服务还应当包括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和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遥当然袁以何种机制来提供

体育公共服务袁仍有不同探索和相应选择的空间遥
叶条例曳具体化了提供与保持体育公共服务的行

政任务遥 在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

任务结构中袁 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极其重

要的尧有示范性的任务规定遥 目前袁上海是我国老龄

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袁叶条例曳 中关于推动社区老

年人多功能体育场所建设袁 整合体育设施与养老服

务设施功能袁 为老年人提供健身辅导尧 身体机能训

练尧运动干预等运动康养服务的规定袁契合了上海在

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遥上海凝练提升了野长者运动

健康之家冶的建设试点经验袁将其作为可复制尧可推

广的制度袁 作为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的具体化任务

规范 [16]遥 叶条例曳进一步将行政任务向乡镇尧街道和

居民委员会尧村民委员会下沉袁体育公共服务的可及

性和契合性将得到有效提升遥
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任务上袁叶条例曳 设定

了目标袁具体化了行政任务袁即中小学校帮助学生在

基础教育阶段掌握至少两项运动技能曰 保障学生在

校期间不少于一小时尧倡导校外一小时体育锻炼袁以
及每年举办一次全校性体育运动会的目标和任务

等遥 为此袁叶条例曳详细规定了在体育设施尧体育教师

和体育教练员上的目标和任务规范遥
在体育后备人才的招生尧培养上袁叶条例曳一方面

规定体育尧 教育部门应当建立体育后备人才贯通培

养机制袁 探索义务教育阶段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灵活

学籍制度曰另一方面规定应当在设施尧资金尧人员等

方面对传统体制下的体育运动学校招生尧 文化教育

予以支持遥 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是发展体育事业的重

要内容袁在我国实际上也被视为公共活动遥叶条例曳对
体育专业人才成长尧 发展尧 安置全过程予以权益保

障袁但以任务规范的形态加以规定袁这就构成了特定

领域的给付行政具体任务遥
提供和保持体育场地设施袁 是非常重要的公共

职能遥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事业尧体育产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和物理空间袁其本身又构成体育事业尧体
育产业的基础部分遥 而体育发展的不平衡尧不充分袁
尤其体现在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上袁 上海这样的大城

市也是如此遥例如袁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2 m2[17]袁
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51 m2遥 上海地均体育场

地面积位居全国前列袁2022 年全市每平方千米拥有

体育场地面积 9 810 m2袁 其中中心城区每平方千米

体育场地达 26 914 m2袁密度相对较高[18]遥 但是袁上海

市体育局坦言健身场地设施尚不能满足群众需求[19]遥
因此袁叶条例曳 对体育设施的规定最为详尽袁 在全文

69 条中用了 10 条遥 叶条例曳还特别规定袁在确保建筑

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袁可以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尧
闲置地尧楼顶空间等场地资源袁暂不变更土地性质或

者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袁建设公共体育设施遥这就

为特大城市探索城市野金角银边冶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提供了法治保障遥这是对国务院办公厅叶关于加强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曳渊国办

发也2020页36 号冤和叶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行动

计划渊2021要2023 年冤曳中相关内容的法定化遥
体育公共服务的任务是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

具体化袁它需要依托公共设施进行袁是一种提供者

与设施一体化的公共服务遥 研究 [14]指出袁从公共服

务行政法的视角看袁形成公共服务能力尧提高公共

服务质量和保持公共服务持续性是至关紧要的三

方面遥 因此袁在明确这一行政任务后袁完成任务的机

制和活动方式袁不仅应具有合法性袁还应具有合目

的性袁即应有助于公共服务能力尧质量尧普遍性和可持

续性的提升遥

1995 年叶体育法曳颁布之时袁对体育产业发展着

墨不多遥 但是袁在改革政策和市场推动下袁体育产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遥不过袁在国际上体育产业的产值比

重甚至超过汽车尧科技尧高等教育等行业袁在国民经

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袁从国际比较和国内需求看袁我国

体育产业发展仍然滞后尧比重偏低袁需要加快发展[15]遥
国发也2014页46 号文将创新体制机制作为首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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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袁全面清理不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关规定袁取消

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袁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

赛事活动审批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遥 此后袁体育赛事

呈现井喷态势袁马拉松赛事尤为典型袁场次多尧规模

大尧覆盖广尧参加者众曰各种新兴体育项目赛事涌现袁
推动了我国体育市场日益繁荣遥

新修订叶体育法曳中单设野体育产业冶章袁叶条例曳
则在野体育产业冶章的基础上新设了野体育赛事冶章遥
这就系统地提出了体育产业发展促进的任务规范遥
有学者 [7]认为叶体育法曳野体育产业冶章的条款多为倡

导性规定遥但是袁促进法的行为规范在性质上就是以

政策性规范为主袁而不是权利义务规范遥 无论如何袁
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作为行政任务被系统提出并以法

律规范形式全面规定遥 叶条例曳以建设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为目标尧愿景袁将野体育赛事冶单列成章遥 体育产

业发展促进的任务规范袁 应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和前提袁 其目的在于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遥

随着提供和保持体育公共任务的不断扩大袁特
别是体育场地设施的不断投入使用和运营袁 风险开

始出现遥 在体育项目尧体育赛事野井喷冶之后袁无论是

相对传统的马拉松赛事袁还是公路自行车尧滑雪尧潜
水尧漂流尧热气球等新兴体育项目赛事袁风险也开始

积聚遥 研究 [7]指出袁高危险性赛事活动涉及风险更

多尧范围更广袁包括项目本身的技术危险尧赛事活动

场地风险和安保风险等遥 甘肃白银景泰野5窑22冶黄河

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袁就敲响了警钟遥
对此袁研究者 [20-21]也逐渐高度关注安全监管问题遥

随着平台经济等新经济的兴起袁 体育消费领域

的预付卡等带来消费者权益风险遥 据上海市单用途

预付卡协会对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涉及体育

健身行业预付费投诉情况的统计袁自 2019 年起连续

四年袁每年投诉案件量均超过 15 000 件曰截至 11 月

30 日袁2023 年投诉件数即达 39 225 件袁 超过此前两

年之和曰其中袁长期卡尧超长期卡投诉集中袁内容集中

在 野经营者关店不能兑付或退卡冶野能退卡但手续费

高冶等方面[22]遥
早在 2009 年袁国务院叶全民健身条例曳即基于安

全性对体育经营场所予以区分遥 2012 年袁为加强对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的管理袁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了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曳袁厘清了

高危险性赛事活动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范

围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被纳入许可管理中 [7]遥 国发

也2014页46 号文也提出要强化市场监管袁营造竞争有

序尧平等参与的市场环境遥 体育领域执法袁也逐渐成

为焦点问题 [23]遥
叶体育法曳和叶条例曳对体育市场活动监督管理作

为重要的行政任务加以规定袁 从而扩展和丰富了体

育发展行政的任务规范遥 体育监督管理的内容主要

包括对权益的保护尧对设施的监督管理袁以及对项目

经营尧赛事举办的监督管理等遥叶条例曳特别规定了公

共体育场馆尧经营性体育设施急救安全保障义务袁包
括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尧 药品和具备急救技能工作

人员的义务遥其中袁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应当配备自动

体外除颤仪尧 鼓励有条件的经营性体育设施配备自

动体外除颤仪的规定袁体现立法为民的宗旨袁更为直

接切实地保障人身安全遥
为有效防范和处置风险袁叶条例曳 系统规定了开

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和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的监督管理制度遥 为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袁
叶条例曳 第 62 条规定了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以预收

费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规范曰第 63 条进一步规

定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尧 加强经营风险控制的原

则袁 并要求按照本市规定合理设定预收金额和可兑

付的服务期限尧次数遥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经营活动

的资金存管袁则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袁根据

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规模尧信用状况等袁合理确定预

收资金风险警示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遥
叶条例曳全面规定了体育发展行政的任务规范遥

从而袁政府的体育发展职能和多重任务得以确立遥相
应地袁为实现行政目标尧完成行政任务而配置的机制

也有待梳理和揭示遥

体育发展行政任务的多重结构袁 对实现机制提

出了更高要求遥 1993 年叶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曳
就提出袁 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

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

制袁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调

控尧依托社会尧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

环的运行机制遥 此后袁随着改革的深化袁我国体育事

业尧体育产业充分发展袁既发挥了传统优势袁又在改

革后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遥经过改革探索袁目前形成

了市场调节尧政府作用尧政府和社会合作尧社会参与

等多元机制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野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袁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冶袁
叶条例曳规定了体育发展行政的多元机制袁充分落实

和具体体现了这一政策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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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叶体育法曳尽管是为保障市场化改革而

制定袁但有关市场调节机制的探索还有待深入遥新修

订的叶体育法曳较为充分地引入了市场机制袁包括明

确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尧 体育场地设施的多元

供给机制袁 以体育保险制度解决体育活动中的伤害

事故处理问题等 [7]遥 叶条例曳对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

规定更为具体充分遥
叶条例曳将学校责任保险尧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等

市场调节方式引入侵权责任事务处理中遥 叶条例曳对
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及相关赛事活动组织等服务的

市场调节机制予以肯定袁 只不过强调要规范有序发

展遥 叶条例曳鼓励支持运动员与管理单位通过合同方

式约定参加广告尧代言等商业活动的权利义务遥 叶条
例曳对利用公共体育用地尧产业园区尧商业设施尧废旧

厂房尧仓库等城市空间和场地设施资源袁建设新型体

育服务综合体袁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袁
作出鼓励性规定袁 暗含了对市场调节机制的鼓励遥
叶条例曳鼓励私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建设经营性体育

设施遥 叶条例曳明确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体育设

施的维护管理袁所有权人尧管理人和使用人对维护管

理责任有约定的袁则按照约定执行遥这些规定都是对

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充分体现遥

在我国体育事业尧体育产业发展上袁我国本来就

有传统机制的优势遥在推动市场化改革后袁政府发挥

作用的积极性高遥 在体育产业发展上袁政府意愿足尧
能力强遥 在政府看来袁体育是个显示度很高的产业袁
值得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遥研究 [15]显示袁许多地方政

府努力发展体育产业聚集区袁 积极提升体育产业增

加值袁为此通过积极规划建设体育设施尧设计节庆活

动尧举办体育赛事尧扶持职业体育等袁推动体育产业

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遥 与城市化尧老龄化尧招
商引资和青少年体育政策衔接袁 中央和各地政府采

取普惠性措施引导新市民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和体

育观赏尧设立老年人健身组织并开展体育活动等 [15]遥
叶条例曳 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政府发挥作用的机

制遥 在组织机制上袁叶条例曳规定袁市体育部门根据发

展规划要求以规划机制统筹各类体育赛事袁 构建部

门间合作机制以提供体育赛事综合服务曰 建立体育

产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袁 以规划规范引导体育产业

园区尧体育运动类特色小镇尧体育专业楼宇建设袁促
进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机制曰 制定和落实体育消费

促进政策的多部门合作机制曰建立利用城市野金边银

角冶建设体育公共设施的行政建议尧支持尧保障机制遥
在保障机制上袁叶条例曳规定袁建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投入机制袁 按国家有关规定将彩票公

益金用于有关体育工作曰 对取得竞技体育突出成绩

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奖励曰 组织起草体育发展地

方标准袁推动建立以标准促发展的机制遥在监督管理

机制上袁叶条例曳规定袁体育市场活动监管相关部门依

托城市运行野一网统管冶平台袁共享监管信息并展开

执法协作尧依法履职遥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袁还是在发展行政中袁
我国政府都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构筑体育事业尧体
育产业发展的基础遥 国际上提供和保持基础设施等

公共品始终是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遥当然袁
在体育事业尧体育产业发展上袁依靠市场力量的发展

模式始终起决定性作用遥 两者之间不存在不能相容

的问题遥从其他产业行业改革的经验看袁双轨并行是

可行的选择袁可以发挥各自优势袁形成协同效应 [15]遥
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袁 政府作用和市场调节相

结合尧 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机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

体育发展机制遥 叶体育法曳和叶条例曳对这些机制作出

总结提炼袁转化为成形的规范遥 叶条例曳规定院坚持政

府与市场相结合袁扶持社会力量办训曰支持具备条件

的竞技体育项目市场化尧职业化发展袁支持运动员尧
教练员职业化发展袁 培育和激励职业体育俱乐部发

展曰以公私合作方式举办体育赛事曰支持利用体育发

展等专项资金袁引导和支持体育产业发展遥
叶条例曳规定院政府以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经营

性体育设施向社会公益性开放曰 建立公共财政和社

会资本相结合的多渠道经费投入机制曰 建立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体育科技创新体系曰通过野一网通办冶平
台建构公私合作的体育公共服务便民机制曰 建立包

括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尧 调解和仲裁在内的体育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遥

体育发展离不开社会参与遥 叶体育法曳和叶条例曳
充分规定了各种社会参与机制遥 在叶体育法曳规定的

基础上袁叶条例曳作了更多有特色的具体规定遥
叶条例曳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袁探

索体医融合机制袁 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参与体育发展

工作袁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探索设立与科学

健身相关的特色门诊袁 提供科学健身指导尧 评估诊

疗尧运动干预等服务遥 叶条例曳注重吸纳体校教练员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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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体育教师尧 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会体育俱乐部

教练员等各类体育专业人才参与全民健身指导尧学
校体育课后服务等体育发展工作曰 明确鼓励学校与

相关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袁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

体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遥同时袁叶条例曳将教练

员尧运动防护师等职称评审向社会开放袁规定单项体

育协会建立健全面向社会的教练员尧 裁判员注册体

系袁扩大社会参与的人才基础遥
叶条例曳要求加强体育总会尧单项体育协会尧体育

行业协会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尧社区健身组织尧体育

科学社会团体和体育基金会等各类体育组织建设袁
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社会参与功能袁 有效发挥其作

用遥 对此袁学者 [1]也在此前提出袁应当发挥行业协会

等组织在竞赛尧健身尧培训和运动等体育发展领域的

作用袁积极提供规则尧标准尧等级尧认证等行业野公共

产品冶遥

体育发展行政任务的完成以及多元机制的运

行袁需要多种方式的支持遥 在叶条例曳中袁体育发展行

政的多种活动方式袁 恰与多重任务和多元机制相匹

配袁这就使得职责履行尧机制运行有了丰富的野工具

箱冶遥 叶条例曳规定的行政活动方式袁大体上分为三类遥

体育发展行政的第一类活动方式是规划尧 建设

和运营等塑造行政方式袁 主要与提供和保持体育公

共服务的行政任务相匹配遥就体育公共服务而言袁公
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尧建设和运营是最为典型的部分遥

叶条例曳规定了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尧管理尧规
划尧设计尧建设尧检查尧更新和维护的具体内容袁对新

建尧改建尧扩建居民住宅区袁规定了配套体育设施的

野三同步冶袁 并将配套建设的体育设施纳入规划设计

方案尧施工图纸审查和竣工验收备案遥 叶条例曳还规

定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公共体育设施袁也
不得擅自改变其功能和用途曰 经批准拆除或者改变

其功能尧用途的袁应依照有关法律尧行政法规的规定

先行择地重建曰重建的公共体育设施袁一般不得小于

原有规模遥

体育发展行政的第二类活动方式是补贴尧 社会

保障尧资金支持等给付行政方式袁它与体育公共服务

的提供尧保持袁体育产业的发展尧促进均有着匹配性遥
叶条例曳规定了公共体育设施的免费开放尧适当

收费和政府指导价曰应当对未成年人尧老年人尧残疾

人尧现役军人和消防救援人员等实行免费或者优惠袁
以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经营性体育设施的公益性开

放遥这些规定袁在总体上采用了补贴这一给付行政方

式以实现公共体育设施的普惠服务尧 对特定人员的

特别优惠服务和经营性体育设施的公益服务遥 叶条
例曳以社会保障尧经济补偿或资金支持等多种给付行

政方式来实现对优秀退役运动员的妥当安置遥 叶条
例曳 还规定了以资金支持等方式袁 促进体育赛事发

展袁培育上海体育赛事品牌遥

体育发展行政的第三类活动方式则是许可尧合
规尧处罚等秩序行政方式遥 这类活动方式袁比较集中

在对体育项目尧体育赛事的监督管理活动中袁具体包

括对体育项目经营与体育赛事举办许可尧 合规条件

规定和违法行为的处罚遥
首先袁叶条例曳规定院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袁

应当依法向所在地的区体育部门申请许可曰 其他开

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袁应当办理备案曰举办高危险

性体育赛事活动袁 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遥 其

次袁叶条例曳还有针对性地规定了一些合规措施袁具体

包括院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袁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保

障安全的设施设备和体育指导人员尧救助人员曰举办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袁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袁提
供符合要求的安全条件曰 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以预

收费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袁 应当显著公示包括经营

场地租赁期限在内的重要经营信息袁 并以书面形式

告知消费者关于预收资金使用的重要内容袁 提示预

付费风险袁 并按照规定合理设定预收金额和可兑付

的服务期限尧次数遥 最后袁对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未按照要求备案的袁 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未按照要

求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的袁 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未按

照规定设定预收金额和可兑付的服务期限尧次数的袁
叶条例曳还相应规定了行政命令尧行政处罚措施遥

对新叶体育法曳和叶条例曳规范构造的梳理分析袁
特别是对政府在体育领域的法定职责和行为规范所

做的结构化分析袁 揭示了体育发展行政法从任务规

范到行为规范的多重构造遥

从规范的横向类型看袁 体育发展行政法存在由

任务规范和行为规范组成的多元结构遥 体育发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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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的这一构造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行政法发展形

态相契合遥 在自由法治国家发展为福利国家的过程

中袁基础设施的设立尧维护和继续发展成为主要行政

任务遥它是行政完成任何特别任务的基础袁是一种一

般的行政任务 [24]遥 行政任务的扩展带来任务规范的

多元袁相应也形成多元行为规范与之相适应遥
从行政任务和行政活动方式的合法性来考察袁

对于前述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中规划尧建设尧运营等塑

造行政方式袁需要确保其合法性和合目的性曰对前述

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中补贴尧社会保障尧资金支持等给

付行政方式袁重要的是提升其合目的性和绩效曰对体

育市场监督管理中许可尧 合规尧 处罚等秩序行政方

式袁重点则是确保其合法性遥

体育发展行政法的纵向层面袁还存在着基础层尧
应用层和管理层所组成的多层结构遥首先袁体育发展

行政法规范提供和保持体育公共服务的活动袁 是体

育发展的基础层曰其次袁体育发展行政法促进以体育

赛事尧职业体育尧体育用品为龙头的体育产业发展袁
是体育发展最有活力的应用层曰最后袁体育发展行政

法调整以体育市场活动为对象的监督管理袁 是确保

体育发展规范有序的管理层遥
在体育发展行政法的基础层尧应用层和管理层袁

行政的任务尧调节机制尧活动方式和合法性存在实质

差别遥在基础层袁市场调节机制不一定能够完全发挥

作用与优势袁政府作用不可或缺袁行政的合法性主要

发生在合目的性和绩效维度曰在应用层袁市场调节机

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开阔尧程度深入袁政府则应当更加

努力促进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袁乃
至促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袁相应地袁行政的合法性

主要在于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曰在管理层袁需要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袁由狭义的依法行政以及严格尧规
范尧公正尧文明执法确保其合法性遥

对体育发展行政法多重构造的揭示和厘清袁有
助于在丰富的体育发展行政活动中袁把握脉络尧建构

框架袁特别是明确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尧空间与方

式袁进而通过体育行政法治建设袁促进和保障体育事

业尧体育产业的全面充分发展遥 叶体育法曳和叶条例曳
的立法袁丰富了体育发展行政法的构造与内容曰其有

效实施袁 将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厘清对其构造的

认识袁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法治固根本尧稳预期尧利长

远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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