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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林德韧

　　历经多次修改和审议后，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终
于在上个月审议通过。本次修订
是该法自 1995 年颁布施行后，
时隔近 27 年进行的第一次全面
系统的修订，面对新形势、新情
况、新问题，体育法修订从法律层
面上解决了体育领域重大的基础
性、整体性问题。
　　体育法专家表示，本次体育
法修订是体育事业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一步，将对体育强国和健康
中国建设起到深远的影响。

  助力体育强国和健

康中国建设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世波
表示，体育立法必须回应体育事
业发展突出问题，回应人民对健
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新修订的体
育法总则第二条增加了“推进体
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表述
正是体育法修订给予的回应。
　　“很多制度具有前瞻性、长期
性，相信这些新理念、新制度、新
规则上升到法律层面，将为未来
我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
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推动我国的
体育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姜世
波说。
　　新修订的体育法在总则第一
条明确“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
中华体育文化”。清华大学法学
院教授田思源表示，中华体育精
神是“中国精神”在体育领域的具
体体现，是中国体育的精髓和灵
魂，是一个发展的、开放性的思想
和价值体系，是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
　　田思源说：“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有助于体育法的全面实施。体育法
很多条款都体现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
的要求，是对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华体育文化的诠释和落
实。”

  大幅度修订适应体育事业新的时代背景

和现实需要

　　自 1995 年体育法颁布以来的 20 多年间，中国体育事
业迅速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
体育文化和体育对外交往等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同
时，体育事业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也发生了较大
变化。
　　本次体育法修订，将“社会体育”的章名修改为“全民健
身”，把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写入法律；将“学校体育”的
章名修改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把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置
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竞技体育”一章，突出运动员权利
保护，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全面发力；增加“体育产业”一
章，促进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发挥体育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动力的作用；增加职业体育内容，促进和规范职业体
育，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体系。
　　全民健身方面，苏州大学教授王家宏认为，此次修法将
为全民健身事业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全民健身法治的
完善将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保驾
护航。
　　青少年体育方面，南京体育学院副校长李江表示，青少
年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修订的体育法贯彻落实“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为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体教融合发展，
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起到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竞技体育方面，南京体育学院校长杨国庆介绍，新修订
的体育法从体育竞赛管理、运动员权利保护、职业体育规范
与促进等方面修改完善了竞技体育条款。
　　体育产业方面，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海燕说，新修订的
体育法中体育产业的相关条文对发挥体育多元价值功能，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大
意义。

开启“依法治体”新篇章

　　新修订的体育法增加了“反兴奋剂”一章，坚决维护体
育运动的纯洁、健康和公平竞争；将“体育社会团体”的章名
修改为“体育组织”，着重对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治理和行
业自律做出规定；增加“体育仲裁”一章，明确国家建立体育
仲裁制度，及时、公正解决体育纠纷；增加“监督管理”一章，
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体育行业监督管理等。
　　反兴奋剂方面，湘潭大学教授周青山认为，新修订的体
育法进一步通过法律方式，强化反兴奋剂的系统思维，对兴
奋剂的检查、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做了规定，进一
步强化我国参与反兴奋剂国际合作的决心。
　　体育组织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袁钢表示，本
次修订充分发挥了体育基本法对体育组织依法开展参与体
育活动的引导作用，重点加强了体育行业自律、促进了单项
体育协会的发展。
　　体育仲裁方面，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智认为，修订后
的体育法设立了“体育仲裁”一章，对仲裁机构设置、仲裁范
围、裁决效力、仲裁程序衔接等内容进行了规范，从立法上
确立了独立、专业的体育仲裁制度。
　　监督管理方面，北京易和律师事务所主任闫丽彬表示，
新修订的体育法新增第十章监督管理，科学、明确、细化监
管体系，突出良法的明确性、可行性和实效预期。从职责定
位、工作机制、履职程序和方式方法、执法保障、履职监督等
方面，对体育监督管理工作进行了定位精准、逻辑清晰、高
度凝练的规范，强化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和赛事、体育市场
的监管力度和规则，对体育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明确规范，从
立法上进一步推动实现服务、监督、管理相统一。
           　　新华社福州 7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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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子江、杨汀、杨光

　　大约 30 年前，中日足球先后开始了职业化改革；30
年后，两国的足球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当年日本足球改革
的发起者、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详细介绍了日本足球成功的经验，更剖析了中国
足球存在的问题。
　　专访是在日本足协大楼的会客厅进行的，在长达 90
分钟的访谈中，这位 85 岁的 J 联赛创始人的话听上去有些
刺耳，但发人深省。他说：“在东亚足球比较强的韩国、日
本、中国三国当中，中国球员的薪酬是最高的。中国国家队
的水平为什么上不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由于薪酬
过高）满足于现状是主要原因，球员们没有走向世界与比自
己更强的球队争高低的动力，这就阻碍了中国足球的进步
与发展。J 联赛（日本足球职业联赛）球员的目标是在各个
俱乐部努力踢球争取进入国家队，然后进入世界杯，这是他
们最大的梦想和目标。为了实现梦想，他们中有的人会获
得欧洲球队的认可，暂时到欧洲去踢球，但是他们的终极目
标是入选国家队，代表日本踢进世界杯。但是我看不到中
国球员有这样的目标。”
　　他说：“这次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两场
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中国队两场都输了，看上去非常
弱，这让我非常吃惊。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球员没有代表
中国打进世界杯的强烈意愿，起码我感觉不到。”
　　“中国队曾经是有实力与世界强队争高低的，中国球员
们以前还都主动去争、去抢、敢拼。这一次我看了以后只有
失望，中国队怎么变成了这样？从个人实力看，全队找不到
很强的球员；作为团队，也感觉不到那种拼抢和想赢球的意
志。”

　　他继续说：“30 年前，中国开始要办职业联赛的时候，
J 联赛也才刚刚组建，我受邀为中国联赛提出各种建议。
我当时对来采访我的媒体直言，如果在亚洲举办世界杯，首
选的举办地一定是中国。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就
是那么想的。世界杯亚洲预选赛获胜的一定是中国，因为
当年中国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而且中国人口众多，但
是现在的中国队退步了。”
　　川渊三郎说，除了意志力不强，中国球员内部不团结也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执教杭州绿城队（现浙江队）的日本
著名教练冈田武史就曾向他透露过这个问题。
　　“冈田教练回来以后跟我说，在中国执教太难了。中国
球队里以各省区市出身抱团的倾向很严重。以省区市为中
心的话，大家可以抱团，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话，就感觉不
到球员的团结和凝聚力。中国地域广大，历史又那么悠久，

但说到代表中国似乎没有抓手，所以如果没有改变球员
们这种意识的方法的话，中国足球很难强起来。”
　　他说，以前西班牙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有
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强大的俱乐部，但上升到国
家层面，就无法发挥他们的凝聚力。西班牙的一支俱乐
部都有实力赢得世界冠军，但是国家队就不行了，这一点
跟中国队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下大力气强化国家队，
终于在 2010 年世界杯上夺得冠军。”
　　川渊三郎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取得突破，还得从“娃
娃”抓起。首先，中国的家长要改变思路，让孩子们喜欢
踢球；其次，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应该组建全国性的各个年
龄段的比赛，从小发现足球人才。
　　“不愿意让孩子踢球的父母，中国远比日本多，日本
的父母不会认为孩子踢球将来就没有好出路。给孩子一
个梦想，既要学习又参加体育锻炼，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
人。我认为中国有必要从这一点入手，告诉家长体育对
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体育能够刺激大脑的发育。体
育对于一个长寿社会、对人们上了年纪后保持健康的身
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从这一点上让中国的父母有新的认
识，要摒弃只有学习才是正道的思想。”
　　“通过全国性比赛，能够培养选手们一定要赢得比赛
的坚强意志，一场一场赢得比赛，然后代表中国去和世界
强队较量。首先赢得省区市的冠军，这个级别可以是联
赛，最后以淘汰赛形式决出冠军，这样一定能够使足球火
遍全国。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出国家队队员，可以培养
球员具有代表国家的信念和意志。”
　　可能觉得说得过于悲观，在采访结束后，川渊三郎告
诉记者：“中国足球一定会好起来的，总有一天会的。”
   　    　新华社东京 7 月 14 日电

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中国球员缺乏进取心

新华社记者王子江、杨汀、杨光

　　 2005 年，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推出了一份雄心勃
勃的“日本足协宣言”，目标是让日本队在 2050 年夺取世
界杯冠军。17 年过去了，川渊三郎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目
标是可以实现的。
　　“到 2050 年还有不到 30 年，目标完全可能实现。”他
说，“目前一共有 60 多名日本选手在欧洲联赛效力，如果
其中能有 20 人在五大联赛发展到一线队伍当中，日本队
就可以和欧洲强队较量了。所以我认为到 2050 年足以实
现这个目标。”
　　 30 年似乎非常漫长，回首只是一瞬间。1993 年，J 联
赛开始第一个赛季的比赛，仅比中国的职业联赛早一年，但
凭借扎实的推进，最终为日本足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川渊三郎 1958 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入选日本国家
队，1964 年代表日本出战东京奥运会，1984 年他作为国
家队主教练率队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1988 年他进入日本
足协管理层并开始酝酿足球改革。
　　那时候日本足球在亚洲属于二流。1987 年，中国队正
是击败日本队，获得了参加汉城奥运会的资格。川渊三郎对
90 年代以前日本足球落后的情况记忆犹新。
　　“那时（日本队）别说韩国队，中国队也胜不了，中国队
水平远在日本队之上。”他说，“日本连一个像样的联赛都没
有，怎么可能赢得了韩国呢？所以从那时起，我们意识到要
组建职业联赛。”
　　 1991 年，川渊三郎担任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主席，但职
业化改革困难重重。

　　“当时足球在日本不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我们在组
建职业队的时候，既无赛场，也没有观众，在这种情况下
组建职业队近乎空想。特别是足协的官员们，他们都认为
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顶层的人都表示反对。”
　　当时的日本联赛，都是以企业冠名的业余球队参赛。川
渊三郎说：“环视欧洲或者美国，他们的职业队都是受到球
队所在地的支持和声援才得以生存的，企业拥有的业余球
队在日本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所以要组建植根于地方的、
受到各地群众支持的球队，这样经营才能够维系，俱乐部才
能成功。从根本上改变思路来实现日本球队的改革，从而达
到发展、提高足球水平的目的，这种思路的转变才有了后来
J 联赛的成功。”
　　于是川渊三郎带人首先与各实业球队的管理层接触，
试探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职业联赛，对于那些有兴趣参加的
球队，他们进一步与之讨论商议。职业化最大的问题是以
哪个城市为主场，作为主场的城市一定要有主体育场，但
当时全国没有一处专用足球场，川渊三郎就提出把全国主
要城市都有的田径场改建为至少容纳 15000 人的场地，
加上夜间比赛照明设备就可以达标。凡是能够满足固定城
市并拥有主体育场两个条件的球队便可以接纳为职业
球队。
　　条件制定后，愿意参加的球队就多了起来。但是各地田
径赛场的拥有者基本都是当地政府，要拿到田径场的使用
权，就必须得到行政部门的支持。川渊三郎只能和各地政府
逐一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支持球队使用这些场地。
　　川渊三郎说：“职业联赛的成功需要三位一体——— 市
民、企业、政府的共同支持，因为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巅

峰时期，政府财政绰绰有余，企业也处于顶峰时期，利润
可观，钱也不知该怎么用。当时有人提出应该振兴地方的
经济，而 J 联赛也提出通过联赛提振地方的经济，因此也
可以说泡沫经济间接地促成了 J 联赛的组建以及后来的
成功。”
　　近 30 年改革终于结出累累硕果，日本队也将连续
第七次参加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队与西班牙
队、德国队和哥斯达黎加队分在 E 组，这个组被称为“死
亡之组”，不过川渊三郎认为，这是日本队的“幸运”。
　　“我认为日本队有机会和两个冠军热门球队分在一
个小组与其说是运气不好，不如说是非常的幸运。以日本
队的水平来看，很难得有与世界一流球队比赛的机会，所
以我对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非常期待。”
　　对于目前日本队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川渊三郎有着
清醒的认识，他说，差距体现在“所有方面”，最重要的是
训练。
　　“30 多年前我去考察欧洲的联赛，在一个非正式比
赛里争抢球的激烈程度让我非常吃惊，他们会拼抢到受
伤的程度，我甚至想有那个必要吗？但是你要取得进步，
除了训练没有其他可选。日本的职业俱乐部里有韩国教
练在执教，他们的做法就非常严格，上午训练，下午也训
练，这样的队伍在 J 联赛中就很强。而日本教练执教的球
队，就只训练半天，在我看来太温和了，要增加训练量。你
们知道奥西姆吧（日本国家队前主教练），他最近去世了，
他说球队没有必要休息。日本球队练习的内容和欧洲相
比差距非常大，所以必须从训练开始改变。”
           新华社东京 7 月 14 日电

  ▲川渊三郎在日本足协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新华社记者冮冶摄

川渊三郎：2050 年，日本队可以赢得世界杯冠军

　　提及航海，你能想到什么？一叶扁舟、一片汪洋、晴空暴
雨、归期渺渺……近日，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两位航海家和一
位航海家的家人，与他们聊聊航海的意义。

“航海是我的救命稻草”

　　宋坤是首位完成环球航海的中国女性。因为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与海洋产生了相当长久的羁绊，而航海，也全然
改变了她的人生。
　　宋坤相信，“人都是靠自己内心的基因和本能在活着。
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件事情着迷，并不是因为它苦，而是因为
它能够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喜悦、幸福与成就感”。
　　离开陆地，也就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按部就班”的生
活轨迹和“理所当然”的价值判断体系。宋坤说：“当你跟随
一条帆船去看世界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些真正让你快
乐的东西，远远不止你穿了一件什么样的名牌。你能为这条
船、为他人做得越多，你越会受到大家尊重和爱戴。此外，你
跟着船一起去那么多的地方见识那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
那么多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生，你才明白，其实人生的价
值不止一种。从不理解到明白、从明白到尊重、从尊重到理
解，原来这个世界的规律不止有一种。”
　　在航海中，宋坤完全投入了自己。她用风帆丈量着世
界，也丈量着自己的内心。成功穿越一场风暴、更熟练地掌
握换帆技能、航行中收到家人的邮件……每一次困苦挣扎
都最终累积成她心中的一份份确定感。
　　“航海是我的救命稻草，其实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来，都没有可能活着回去，这其实是一个大家最后共同的归
宿。但是你会选择去承担那些所有的风险，来获得与众不同
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成长，在我看来是非常值得的。”宋坤说。

“我把陆地看作一座座孤岛”

　　对于翟墨而言，航海更像是一种与世界连接的方式。作
为一名艺术家，他接触航海的动因十分简单且直接，“我就
想去飞机、轮船都到不了的地方看看”。

　　他喜欢一个人面对自然、欣赏自然。去热带小岛探访土
著文化、去北极看冰山、重走郑和航线……航行中的独处，是
他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带着这样的心态，翟墨完成了“单人
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不停靠环航北
冰洋”等诸多航程。其间，他经历过卫星定位系统全部失灵、
连续几天几夜与风暴搏击，撞过冰山，甚至遇过海盗。
　　在海洋中，人类渺小而脆弱。恐惧感，是最常见也最难
捱的情绪。“在航行的时候，我很理解那种滑水无痕的感觉。
当船走过去以后，你的身体、你的感受，知道你曾经走过，但
当你回头，大洋里边留不下任何痕迹。”
　　尽管如此，海洋对于翟墨来说，依旧有着持久而巨大的
吸引力。“在地球上，陆地面积仅占 29%，剩下 71% 都是海
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陆地界定为孤岛，在地球上它
是孤岛，大大小小的岛屿而已。”他说，人们到达过最高的山
峰，却从未进入最深的海底。探索未知世界，挑战人类极限，
这是航海对于翟墨的意义。

“他愿做一朵浪花，而非尘土”

　　今年，是郭川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启程的十周年，也是
他失联的第六年。
　　郭川妻子肖莉说，如果时光倒转，自己可能还是无法拒
绝和阻拦郭川出海，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想，成为海里的一
朵浪花，可能对郭川是幸福的，他不愿意成为陆地上的一粒
尘土，他的宿命就是海里的一朵浪花”。
　　肖莉至今仍记得郭川每次出发时夫妻俩的状态：“当他
要出发的时候，再难我也只告诉他，我很放心、我很安心；他
有再大的难也会告诉我，你放心我肯定会安全回来的。”在航
行中，无论郭川到了哪，都会把时差计算得极为精准，并在早
晚与家中各联系一次。每天清晨，当肖莉开着车送孩子们上
学时，车里放的一定是郭川从大海上打来的越洋电话。在电
话中，无论背后的风浪声有多大，郭川的语调永远平和坚定。
　　尽管失联已经近六年，但肖莉始终坚信，“有一股坚定
而执着的力量守护着我和儿子”。她希望孩子们能够像父亲
一样，坦然地面对自我、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勇敢地

挑战和超越，最终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两个儿子也开始接触帆船。肖莉希望孩子们能
够通过和大自然的接触，探索自然、融入自然、享受自然，
在培养自律性的同时，树立一种看世界的能力。“但我更
希望他们能够活得像自己，能够在很多年以后，为父亲真
诚地感到骄傲，而不是为光环下的父亲感到骄傲。”肖
莉说。
　　无数中国航海人正驾着风帆，在浩瀚海洋中探索，在
精神世界里求索。中国帆船的旗帜，也随之飘扬在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航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而
勇敢、坚韧、执着始终是人类精神的闪光之处。
　　出发，向一片蔚蓝。
     （记者高萌、季嘉东、公兵）新华社北京电

出发，向一片蔚蓝

　 ▲ 2008 年 3 月 22 日，翟墨驾驶无动力帆船环球
航海途中在巴拿马运河上。　 　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