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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足球球迷越轨行为的成因进行分析并

提出当前治理我国球迷越轨行为的规避策略遥 研究认为袁我国足球联赛中球迷越轨

行为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产生的袁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因素尧球迷自身心

理因素袁也有组织管理的不足以及媒体过度渲染等遥 治理足球球迷越轨行为不仅应

注重球迷道德教育与引领袁而且要强化足球联赛职业道德建设袁同时还应加强司法

介入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袁加强球迷法制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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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 of the deviant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football fans and suggests the tactics for avoiding the occurrence of such behavior.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ans爷 deviant behavior in the Chinese Football League is due to the combi-

n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which include social environment, psychology of the fans, insufficienc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ver-publicity of the media. To rectify the deviant

behavior of the football fans needs not only the mor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fans but also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Football League. Besides, judicial inter-

vention, 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law education for the football fa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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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足球联赛球迷越轨行为的诱因与规避
万文博袁王 政 *

野越轨冶在叶辞海曳的解释是野超越规范的行为冶[1]遥
叶中国大百科全书 社会学曳将越轨行为定义为野社会

群体或者个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袁 亦称为离轨行

为或偏离行为冶 [2]遥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窑默顿把越

轨行为总结为失范袁即对社会规则的破坏曰我国社会

学家童星则认为 野越轨行为是社会成员做出的违反

或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行为冶 [3]遥 由此可见袁国内外

学者多以野违反社会规范冶为标准来界定越轨行为的

概念袁 将其定义为多数人不赞同或者不认可的违反

社会规则的行为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窑杜尔凯姆指

出袁 越轨现象是任何一个健康社会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袁事实上袁越轨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遥 我国学

者针对竞技体育球迷越轨行为的研究中多使用诸如

野暴力行为冶野球迷骚乱冶野不正当行为冶野偏离行为冶
等不同称谓遥从狭义上讲袁足球联赛中的球迷越轨行

为涵盖了野暴力行为冶和野球迷骚乱冶袁野越轨冶则是相

对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曰从广义上讲袁球迷越轨行为

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袁违反了比赛所固守的秩序尧规
则和规范袁是一种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袁冲击职

业联赛的健康发展的行为袁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行为遥
实际上袁 球迷越轨行为伴随着体育赛事的飞速

发展而产生袁从世界范围看袁无论是足球运动发展水

平高的国家还是足球运动发展一般的国家袁 球迷越

轨现象普遍存在遥 1964 年的野利马惨案冶袁秘鲁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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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爆发了大规模球迷骚乱袁318 人死亡尧500 多人

受伤 [5]曰2016 年欧洲杯英法俄三国球迷街头混战袁很
多球迷受伤遥而我国足球联赛自 1994 年职业化起步

至今袁球迷越轨行为频频发生袁足球野5窑19 事件冶野3窑
24 事件冶 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永远抹不掉的 野阴
影冶曰2014 年中超第十九轮辽宁宏远对阵哈尔滨毅

腾一赛中袁因为部分球迷违规使用激光灯袁看台爆发

大规模球迷冲突袁参与人数达到了一千多名袁造成多

数人受伤袁印尼的叶Tribunnews曳网站甚至直接将闹

事球迷称为野中国足球流氓冶袁影响十分恶劣遥发生在

我国足球联赛中屡禁不止的球迷骚乱等越轨行为虽

然正受到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袁
但是效果甚微遥 当既定规则不再发生原有的效应和

效力时袁秩序就会同时出现紊乱袁球迷越轨行为的破

坏性作用就会凸显袁 中国足球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

后果遥基于此袁本文通过对近些年我国足球球迷越轨

行为现象的调查研究袁 分析球迷越轨行为的成因并

提出合理的对策与建议袁 以期对治理足球球迷越轨

行为提供参考遥

不同社会形态对越轨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

识袁 越轨的发生往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具有其自身

独特的形态及内涵特征遥 所以袁究竟如何认识越轨钥
越轨的发生原因何在钥 不同学者针对这一议题给予

了不同的回答和解释遥对于足球领域的球迷越轨袁西
方体育学家普遍认为酗酒尧失业尧富足的生活等是球

迷越轨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遥对于我国而言袁球迷越

轨行为作为球迷群体文化的极端反应袁具有其社会尧
心理等个性发展的因素[6]遥

越轨行为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

的遥 首先袁在经历了 1840 年鸦片战争到叶辛丑条约曳
的签订再到野九一八事变冶等一系列灰色历史后袁民
众野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冶的民族主义情怀深深扎根遥
竞技体育是面对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强权尧 种族歧视

和金钱演示下的不公平的一种抗争尧一种理想袁于正

处在发展上升期的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遥 1978

年的野乒乓外交冶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袁2006
年野亚洲飞人冶刘翔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全国人民为之

骄傲自豪遥 可以说袁体育已经成为继经济实力尧军事

之后另外一个能够展现国家实力与民族自尊心的

野战场冶遥 而野高对抗尧快节奏冶的足球运动恰恰将这

种战争隐喻体现得淋漓尽致遥足球是战争的替代品袁

球迷往往将国家或某个地区的足球比赛结果作为评

价地区优越感或国家民族尊严的唯一标准 [7]遥 比赛

引发球迷的爱国情怀袁 爱国主义的驱动使人们对荣

誉和胜利产生无比向往遥 2017 年 3 月足球世界杯预

赛第六轮袁中国国家队主场 1:0 战胜韩国队袁结束了

多年难以战胜韩国的尴尬局面遥 赛后球迷自发举办

了各种庆祝的活动袁野爱我中华冶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遥
可以说袁 这一场的比赛结果对球迷来讲并不单单是

输赢关系袁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的体现遥良性的

爱国主义情怀确实能够振奋人心袁 推动我国足球球

迷文化正能量的培育与发展遥但是袁当球迷狂热的爱

国情怀以及地域情结野异化冶至无法控制的地步袁便
很有可能造成无法计量的后果遥 一旦自己所支持的

球队失败了袁 其地区优越感或国家民族尊严无法得

到满足袁心态失衡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行为偏差袁引
发越轨行为遥

其次袁 当旧的行为规范难以对人形成约束或受

到怀疑袁 而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或还未被人们

广泛接受袁人们失去了行为规则袁便引发一系列越轨

行为 [8]遥 从社会控制的理论来讲袁社会控制力降低尧
制度不健全或者由道德尧 习惯控制的行为等在一定

程度上很难有长久约束力袁 法律必须成为现代社会

控制的主要手段遥 而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

和演进的转型期袁现行竞技体育制度在立法尧执法以

及司法环节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9]遥 可以说袁体育法制

建设一直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个野短板冶袁而且我国

在对待球迷越轨行为问题的处理上并没有明确的区

分袁部分越轨事件野体育自治冶规范甚至与法律规范

相饽遥 威慑理论认为袁 如果人们的行为没有受到严

厉尧确定尧及时的惩罚袁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行为偏

差者遥因此袁缺少法律的考量与约束就难以对球迷越

轨形成威慑力袁再加上执法部门野大事化小袁小事化

了冶的处理态度袁处理不坚决尧处理程度过轻等现象

时有发生袁最终只会导致球迷越轨行为屡禁不止遥
再次袁 经济问题也是造成球迷越轨行为发生的

重要原因遥 英国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财

富和就业不均等问题是球迷越轨的主要原因[10]曰莱斯

特研究组 1998 年研究发现袁大多数足球流氓来自社

会较低层袁多数为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 [11]遥这部分人

一般具有受教育程度较低尧收入低尧社会地位不高以

及对社会和前途失去信心等特征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
国在几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袁但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袁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尧
社会不满滋生尧 浮躁情绪蔓延等正在成为社会的普

遍现象[12]遥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弗罗姆所说院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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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自由使人变成孤立的个体袁人失去了安全感袁感到

焦虑和恐惧袁形成不健康的性格倾向袁进而成为法西

斯崛起的心理根源遥冶由经济因素带来的压力必然会

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遥因此袁体育比赛往往就成

为球迷发泄内心焦虑尧恐惧尧不满情绪的载体袁人们

忘情地参加比赛或观看竞赛的原因就是为消除压抑

的情绪遥由体育比赛带来的刺激性尧暴力色彩等因素

满足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理诉求袁 所以往往借助暴力

性行为来表达反抗遥

越轨行为与球迷个体观赛心理活动有关袁 不管

是西方心理学家还是我国学者在对球迷群体的研究

中都将个人心理原因作为球场越轨发生的可能机

制袁心理问题不等同生理疾病袁它会间接地改变人的

性格尧情绪及世界观等 [13]遥 实际上袁任何个人行为都

是个人需求与自我控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14]遥 人满

足需求的方式应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袁 但当个人需

求大于自我控制力时袁就容易出现越轨行为遥从心理

学角度来讲袁球迷自我控制力低尧越轨主要表现在对

球队以及球星的狂热崇拜尧 从众行为以及情绪发泄

等几个方面遥

真正的球迷袁往往是痴迷的袁甚至狂热的袁对于

所支持的球队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忠诚遥对自己一方袁
百般赞美曰对竞争对手袁不惜口出脏言袁在球迷论坛

里袁谩骂和人身攻击无处不在遥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家

白杨在给排球主教练郎平写的一封信中曾讲到院野电
影有感人泪下的袁可是排球也有激人泪下的冶 [15]遥 纵

观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袁不仅排球袁几乎所有的运动

项目都存在这种现象要要要当观众和场上球员产生情

感交流达到共鸣的状态袁 就会出现观众和球员共悲

欢的场面遥可以说袁竞技体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忠

心的球迷群体袁他们往往以一个或者数个球队尧体育

明星为崇拜对象袁 将自己所有的感情和情绪倾注到

球队或者球星身上袁共享胜利的喜悦袁共担失败的痛

苦遥球迷情绪完全随着球队输赢或者球员状态波动袁
当个体内心被这种愚昧盲目的狂热所支配时袁 球迷

不理智行为便很有可能发生遥

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者观念的改

变 [16]袁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群体的形成确实会对

持有异议的成员施加影响和压力 [15]遥 群体能产生一

种兴奋感袁 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

的感觉[17]袁当个人思想与群体决策意见不相同时袁心
理上就会紧张袁或出于不愿意标新立异以免被孤立袁
或出于对参与的问题不够了解产生自我怀疑等心

理袁个体往往会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袁随波逐流袁人
云亦云遥 而我国大型球迷骚乱事件大都来源于球迷

盲从参与这种思想遥据相关调查显示袁在我国观看足

球球赛的人群主体主要是易于盲从的青少年以及文

化程度不高的人群袁20 岁以下以及 20 至 29 岁的球

迷比例分别达到了 40%以上 [18]袁观赛主体人群的特

点更是加剧了球迷从众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遥 一旦爆

发大规模冲突袁 其自我抉择与明辨是非的意识容易

受周围群体的影响袁情绪共鸣袁失去了平时应有的正

确性行为导向袁被动地卷入球迷冲突事件中袁造成不

可预计的后果遥

心理学研究表明袁情绪是个体对于自己的工作尧
学习和生活袁对于他人的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 [19]遥事

实上袁 情绪总是由某种刺激引起的袁 与个体需求相

关遥根据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袁情绪具有肯定或否定的

性质袁凡是能够满足个体情绪的需求袁便会引起肯定

的情绪应答袁如喜悦尧愉快等袁反之则可能会引起诸

如暴怒尧憎恨等否定的情绪应答遥 叶三国演义曳里魏尧
蜀会兵于祁山袁两军阵前袁诸葛亮痛骂王朗袁王朗暴

怒袁坠马而亡遥 所以袁无法控制的情绪最后很有可能

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讲袁发泄

是消除心中怒火的极为有效的手段袁 而球场环境恰

恰成了个体情绪发泄的载体遥 足球本身就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袁 激烈的球赛会给观众带去热血澎湃

的感觉 , 球迷在看台尽情呐喊尧助威袁从比赛中得到

快感, 宣泄自己的情绪遥然而一旦球迷的这种尽情宣

泄超出可控制的范围袁比赛氛围就会变得十分紧张袁
尤其是在裁判误判尧球队输球等状况发生后袁球迷情

绪便会爆发遥

海因里希法则认为事故的发生是由一系列因素

相继作用的结果遥 而球迷越轨行为的成因除了社会

原因与心理原因之外袁还有其它因素作用的结果袁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遥

从近些年球迷越轨事件可以看出袁 管理上的不

足是导致球迷越轨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遥第一袁
球赛主办方管理不规范及安保措施不足遥 主要表现

为院赛前安检不严格袁球迷场外将管制刀具尧激光灯尧

我国足球联赛球迷越轨行为的诱因与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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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等带进场内的情况经常发生曰 赛中巡检不

足袁球迷较容易冲进场内曰球迷看台分布不合理袁主
客场球迷混杂在一起袁 非常容易因为场内因素爆发

冲突曰缺乏必要的球迷越轨处理预案袁一旦发生大规

模冲突袁短时间难以疏散闹事球迷遥 第二袁竞赛管理

存在缺陷遥首先表现为对球员的管理与教育不足袁部
分球员的职业道德尧职业素养不高袁在场内场外容易

和球迷爆发冲突袁使比赛气氛白热化曰其次袁对裁判

员的管理不足导致裁判员专业水平不强袁 容易出现

错判尧漏判尧盲哨等不良现象袁且针对裁判员野过失冶
缺乏专业详细的处罚措施袁 容易造成球迷情绪上的

失控袁引发越轨行为遥

大数据时代袁微博尧微信尧论坛尧贴吧等新闻媒介

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遥 新闻媒介俨然已经发展

成为球迷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袁 其发布的与球赛相

关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对球迷的认知有着强化的单

向心理定势的作用 [20]遥不得不说袁当今球迷越轨行为

泛滥袁 与媒体的过度报道和渲染营造的不良球场氛

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遥从积极的一面来讲袁真实的

体育新闻报道能够满足球迷的知情权遥 但是从另一

种角度上袁 如果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博取点击量与关

注度袁故意对球场事件加以渲染袁发布一些野捕风捉

影冶的报道迷惑公众遥如将野球员冲突冶事件扩大化袁或
者是对裁判员野黑哨冶野假哨冶等的不实报道会一时间

在网络上引发大批球迷参与讨论袁情绪化的宣泄压倒

公共话题的持续理性讨论袁网络上顿时骂声一片遥 所

以袁媒体的过度渲染很可能会让球迷群体对某一球场

事件产生非均衡性认识袁难以形成理性共识袁进而唤

起球迷潜在的不满情绪袁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遥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袁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遥正如美

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窑庞德的经典论述院野从过去看袁
法律是文明的产物曰从现在看袁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

段曰从将来看袁法律是推进文明的手段遥 冶[21]由此袁法
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袁 最终目标是推进社会治

理袁达到文明遥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

野依法治国冶作了顶层设计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袁必须坚持立法先行遥而职业体育联赛作为

体育与市场化结合的产物袁一味排斥司法介入袁仅仅

依靠野体育自治冶难以成为约束和控制球迷越轨行为

的有效手段[22]遥 鉴于此袁笔者认为袁对球迷越轨行为

的社会治理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袁 通过法

律与司法介入袁树立足球联赛规章制度的权威性遥国
家相关法律部门应制定专门的反球迷越轨行为的法

律或者法规袁 使球场球迷违法行为的判定和处罚真

正做到有法可依曰或者依据叶刑法曳叶治安管理条例曳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以及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曳 等相关法律文件明确球迷违法行为

的界限袁增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尧及时性尧有效性曰亦
或者由政府部门组建球场反暴力委员会袁 对球场或

者球迷暴力行为取证调查袁 对严重违法行为移交公

安部门或者法院处理遥强调司法的介入袁并不是要求

所有案件都交予司法机关处理袁 而是要树立职业联

赛治理的法治理念袁畅通司法机关介入渠道遥 叶中国

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曳 对维护足球竞赛秩序提出

了明确要求院野赛事组织机构和体育行政部门同公安

机关加强管理袁各司其职袁完善安全保障措施遥 公安

机关负责加强对足球赛事安全秩序的监督袁 依法打

击犯罪行为遥 冶[23]因此袁对于仅属于体育自治范畴的

球迷越轨行为依然由体育行政部门处理袁 而对于球

迷大型骚乱袁甚至是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袁则应通过

刑事司法程序解决袁有力打击球迷犯罪行为遥

野破窗效应冶告诉我们袁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

在袁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袁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

的无限扩展遥如果对这种不良现象置之不理袁就会纵

容更多的人野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冶遥 治理球迷越

轨行为也是一样袁如英国的叶足球观众法案曳叶足球骚

乱法曳尧意大利的叶反足球暴力法案曳等都对球迷违法

乱纪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袁有着严格的处罚措施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球迷越轨现象的发生遥 反观

我国袁中国足球协会对球迷事件野大事化小尧小事化

了冶的处理态度很难在一定程度上对球迷形成威慑袁
只会纵容更多的球场不良行为遥因此袁加大对越轨行

为的处罚力度是提高球迷遵纪守法的必要手段遥 惩

罚不仅是对越轨行为的应对袁它还充当秩序的仪式袁
表达了人们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以及该群体的信

仰体系的意识[7]遥 实质上袁对球迷越轨行为的惩罚的

主要目的在于威慑袁既威慑了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袁
也威慑了广泛球迷群体中那些一般尧潜在的违法者袁
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减少球迷不良行为现象发生的

作用遥
法律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实

现袁另一方面它是由人们的态度尧情感尧观念以及法

律所遵守和适用以外的行为模式实现袁 是承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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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及遵循和适用法律的结果[24]遥我们可以认为袁
只有人们从内心对法律感到认同袁自觉遵守袁法律才

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控制功能遥 正如法国罗伯斯比

尔在叶革命法制和审判曳一书中指出袁野法律的效力是

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袁 而这种爱戴和

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冶[25]遥法

律只有被民众所接受袁才能达到其最高权威遥 因此袁
要实现对球迷越轨行为的控制袁 就必须加强球迷的

法制教育袁充分发挥法律的内化控制作用遥将法律的

功能与价值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模式袁 才能达到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自愿遵守法律的目的遥 加大针对

越轨行为的法治宣传是提高球迷遵纪守法的有效途

径遥通过建立法制专栏尧印发普法知识手册以及通过

场内小广播宣传法律知识等途径让球迷充分了解到

越轨行为违法乱纪的危害程度袁 不断提高球迷的守

法意识与法治观念遥球迷法律意识加强袁才会自觉遵

守球场内的行为规章制度袁养成文明看球尧理性看球

的好习惯袁避免越轨行为的发生遥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院野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

政府袁政府才不敢松懈曰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袁才不会

人亡政息冶遥 一直以来袁中国足球协会以社团法人的

身份对中国足球各项事务进行监督尧管理 [26]袁但是

这种集管理尧监督尧处罚的管理体制往往带来诸如

野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冶野处罚不严冶野选择性执法冶等
规范性问题袁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了针对球迷

越轨不同的处罚野标准冶遥 竞技体育职业联赛健康发

展的关键在于公平的竞争秩序的保证袁正如法国著

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袁野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

易滥用权利袁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遥 有权利的

人们使用权利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冶 [27]遥
因此袁强化体育行政监督袁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则显

得尤为重要遥 强化治理球迷越轨行为的监督机制应

全方面尧多方位进行遥 全方面的监督机制重点是对

权利行使过程的监督袁 强化中国足球协会内部监

督遥 通过建立明确的处罚制度以及流程袁来增加权

利运作的透明度曰通过建设高素质执法队伍袁建立

相互间的协作与监督袁明确职能定位袁做到有权必

有责尧用权受监督尧失权必追究遥 多方位的监督机制

重点是强化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在整个行政监督

体系中的地位袁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袁建立中

立而公平的纠纷解决机制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以及

群众的监督作用遥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袁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

安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遥改革开放

特别是党的野十八大冶以来袁我党高度重视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袁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袁并取得良好效果遥
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影响十分广泛的职业袁其
重要特点就是公平竞赛袁 竞赛中要有争取胜利的雄

心壮志袁但又要注意培养有关竞赛的道德建设袁只有

做到同心协力尧 尊重对手尧 尊重裁判等才能赛出风

格袁赛出水平遥 1981 年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

叶运动员守则曳叶教练员守则曳叶裁判员守则曳 等一系

列文件加强足球联赛体育职业道德建设袁 但是接连

出现的 野虚假年龄冶野假球赌球冶野兴奋剂冶野黑哨冶等
负面现象袁 严重危害了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健康发

展袁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球迷骚乱问题遥 可以说袁
运动员尧 裁判员以及教练员作为足球竞赛的直接参

与主体袁其对外是展示联赛风貌的优秀代表袁对内是

球迷的野榜样冶遥 因此袁以德治体必须抓住野参与主体

职业道德建设冶这个层面遥首先完善球员野竞教结合冶
的培养体制袁 建立足球球员培养与选拔的良性发展

机制 [28]袁加强运动员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袁全面提升其

职业道德水平曰其次袁建立市场化体制下的裁判员管

理体制规范及管理制度 [29]袁定期组织培训袁加强其理

论培训以及技能培训袁增强业务水平袁建立裁判员考

核制度袁杜绝野黑哨冶野盲哨冶等现象的发生遥 总之袁参
与主体的独特身份呼唤着他们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

人格袁这不仅是体育赛事规则的要求袁更是体育运动

这一职业道德的需要遥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袁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遥 改革开

放以来袁 我国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

作的重要战略地位袁文化工作在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遥 201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更是特别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

性遥 足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袁球
迷的思想道德观念尧 价值追求以及精神面貌已经成

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30]遥 据统计袁2016 赛季中超联赛

现场观众人数达到 580 万人次袁场均人数达到24 159

人次袁上座率超过意甲尧法甲等知名赛事袁位列全球

第五[31]遥由此可见袁中国足球联赛正在飞速发展袁但是

不得不承认我国足球职业联赛起步较晚袁 到目前并

没有形成稳定的足球文化氛围和参与人群[32]遥美国人

类学家玛格丽特窑米德渊1901冤认为袁一小群有思想尧

我国足球联赛球迷越轨行为的诱因与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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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遥由此袁球迷团体

的凝心聚力同样对我国足球联赛的整体发展有着巨

大的推动力遥
加强球迷文化建设不能忽视赛事组办方的基础

作用尧球迷协会和俱乐部的中介作用尧新闻媒体报道

的引导作用以及球迷自身价值观培养的根本作用遥
首先袁 通过赛事组织方积极改进赛场环境提高足球

比赛的正面渲染袁 为球迷积极向上的文化形成提供

优良土壤曰其次袁球迷协会以及俱乐部的组织号召与

规范不仅可以为球迷搭建感情沟通的桥梁而且可以

提高球迷归属感袁构建健康有序的球迷文化曰再次袁
新闻报道应该成为优良球迷文化的宣传器袁 而不是

消极文化的催化剂遥 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加强个人

修养袁杜绝野捕风捉影冶的报道袁发挥媒体宣传的积极

效应曰最后袁球迷自身价值观的培养对球迷团体具有

导向性作用遥全面提高球迷道德素质袁应紧紧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袁 深入实施球迷文化道德建设

工程袁通过俱乐部尧赛事组织者以及政府部门野三方

协调冶加强和改进球迷思想政治工作袁不断强化球迷

精神文明建设袁号召球迷理性看球袁以促进球迷整体

道德素质的提升遥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袁 各种专业体育赛事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袁特别是在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

案规划曳叶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曳 等相关文件陆

续颁布后袁 足球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

中遥但是袁体育赛事飞速发展的同时袁相关的管理尧人
员素质尧裁判制度尧奖惩机制等软件设施却没有跟上

赛事蓬勃发展的速度袁 从而导致了球场上越来越多

球迷野越轨行为冶等负面新闻的出现遥 野冰冻三尺袁非
一日之寒冶袁我国足球联赛中存在的问题也并非短时

间内可以解决遥在治理球迷越轨行为的问题上袁我们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袁需要中国足球协会尧俱乐部以及

各级管理人员等多方规范和共同努力袁 从根本上防

范球迷越轨行为的发生袁 以使我国足球联赛健康有

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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