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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道德是保障体育在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进程中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人们思想

认识上的偏差和体育道德评价内容多极化，以及体育法规制度建设的滞后，引发体育道德危机。通过对上 述

原因的分析，提出了治理体育道德缺失的策略：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体育道德认识水平；二是建立权威 性

的体育道德评价体系；三是加强体育法规建设，促进体育法规与道德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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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rt ethics are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nsuring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he course of

general adoption of the market principle，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 Sports ethic crisis incurred due to the dif-

ference of people’s thoughts and understandings，diversification of sports ethics evaluation contents，and the lag of construc-

tion of sports rules and systems . By analyzing the said reasons，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treating

sports ethic deficiency：1）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sports ethics；2）to establish

a authoritative sports ethic evaluation system；3）to strengthen sports rul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ports rules and eth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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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以德 治 国，是 我 党 总 结 国 内 外 经 验 教 训 基 础

上提出的、具有中国 特 色 的 治 国 方 略，德 治 与 法 治 是 相 辅 相

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

德治。道德作为一种 社 会 意 识，一 旦 形 成 并 为 社 会 所 接 受，

其存在和发展就具 有 相 对 独 立 性。体 育 道 德 是 规 范 人 们 体

育行为的一种自律性内在约束，是人们在体育交往中相互关

系的直接反映。通过十多年的体育市场化实践经验证明，只

有加强和完善体育 道 德 建 设，才 能 有 效 推 进 体 育 健 康 发 展。

本文通过对我国体育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了加强和完善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策略。

1 体育道德缺失现状及原因分析

1 .1 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引发体育道德危机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 体 制 转 型，它 的 参 与 主 体 是 人，因

此，人的思想和认识，也必然随着体制的转型而变化，摒弃传

统计划经济中过时的思想和认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市场经济作 为 一 种 资 源 配 置 方 式，它 同 自 然 经 济、

商品经济一样，对于社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

的一面，是一把“双刃剑”［1］。其两面性决定了利益的驱动与

满足，既能激发人们 强 烈 的 意 志 与 努 力 拼 搏 的 激 情，使 主 体

精神充分弘扬与发 展，创 造 出 更 高 的 社 会 生 产 力；也 能 使 人

们的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在对待体育道德的认识上，由于受

传统思想和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

功利性、竞争性和盲目性，使思想认识混乱，过分夸大对利益

的追求，认为人格并 不 重 要 和 在 善 恶 标 准 上 黑 白 颠 倒，进 而

把失去理智的人引进冷酷无情的金钱战场，展开不择手段的

生死搏斗，把应有的 人 间 温 情、友 情、正 义、传 统 抛 入 冷 冰 冰

的利益关系之中［2］。似乎除了对金钱的占有，世界上再也没

有什么值得追求的 目 标，引 发 体 育 道 德 危 机。首 先，对 市 场

经济与体育道德关系认识错位，使体育道德出现危机。市场

经济就是物质经济、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对利益的分配和重

组，最基本的要求，就 是 利 益 的 获 取 要 符 合 国 家 的 法 律 法 规

和基本的道德准则。市 场 经 济 的 水 平 越 高，对 诚 信、信 用 的

要求也越高，正 所 谓 最 为 商 业 化 的 社 会 也 是 最 讲 道 德 的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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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3］。市场经济 与 道 德 这 一 互 动 的 价 值 关 系 定 位，在 实 践

中，前者更具诱惑力。部 分 唯 利 是 图 的 人，在 金 钱 和 利 益 的

驱动下，认为人格与 道 德 并 不 重 要，甚 至 会 问 道 德 能 值 多 少

钱？为追求个人目标 的 实 现，便 会 不 计 一 切 后 果，甚 至 是 以

身试法也在所不惜，搅 得 体 育 赛 场 不 得 安 宁，败 坏 体 育 名 声

和风气，阻碍体育的健康发展。人们还记得十运会刚开始进

行的部分项目的竞 赛 过 程 中，出 现 的 一 系 列 不 道 德 行 为，不

正是很好的例证。其 次，由 于 认 识 上 的 偏 差，使 体 育 法 规 制

度建立过程非正常化，引发体育道德危机。对于体育法规制

度的建立，我们必须 清 醒 的 认 识 到，建 立 完 善 的 体 育 法 规 体

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转型期，法律和道德关系重整

的过程，就是不确定 性 道 德 从 法 律 领 域 逐 步 撤 退，法 律 取 得

对社会控制的主导性地位的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触及到相关集团的利益，它们或多或少的会以消极的态

度加以阻挠，使许多 体 育 法 规 制 度 不 能 依 法 建 立，而 是 当 出

现体育道德缺失现象后，再进行相关法规的制定。这种非正

常化的体育法规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体育行为的不规

范，为非体育道德行 为 提 供 了 更 多 的 机 会 和 空 间。最 后，思

想认识的更新速度和体育法规制度的建立，始终滞后于科技

的迅猛发展，引发更多的体育道德危机。由于人们社会交往

的局限性，以及几千 年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不 适 应 时 代 发 展 的

思想和意识在人们 的 头 脑 中 根 深 蒂 固，不 会 自 动 消 失，仍 然

对体育发展产生影响，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更新速度难以跟上

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思想，也使体育法规制度的建立始终滞后

于科技发展速度。同时，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具有自身无法克

服的弱点，即她既能造福人类，也会给更人类带来灾难，科学

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这种“两面性”，容易使人们的思想和意

识出现偏差，引发更 多 的 体 育 道 德 危 机。如 现 代 生 物、医 学

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药物给人类消除疾病、解除病痛，带

来幸福。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药物被利用在不道德的体育

行为中，使兴奋剂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

1 .2 体育道德评价内容多极化引发体育道德危机

以足球甲级联 赛 为 标 志 的 体 育 市 场 化、产 业 化、职 业 化

改革，从 1994 年开 始，至 今 虽 然 经 历 了 十 余 年 的 发 展，但 发

展历程可以说是步履维艰，这不仅与相关的法规制度未完善

有关，而且与体育道德评价内容多极化相适应的道德评价体

系的建立不全有关。在 生 产 关 系 相 对 稳 定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由于社会经济结 构 的 单 一 化，人 们 的 经 济 行 为 既 简 单 又

单一，国家是绝对的利益主体，其他主体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加之政治结构的专 制 化，以 及 文 化 结 构 的 一 元 化，人 们 易 于

在道德评价标准上趋于同一，或基本一致［5］。这种一元化的

社会里，体育道德对 褒 扬 和 贬 抑 的 标 准 十 分 明 确，体 育 道 德

评价标准相对恒定。随 着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建 立 和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多 元 化 成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体 育

道德评价内容也必然由一极走向多极，这种体育道德内容多

极化趋势与利益获 取 途 径 多 样 化 密 不 可 分。由 于 社 会 主 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型经济，主体对自身最大利益的追

求是这种体制所鼓励和肯定的［6］。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经

济利益的实现较之道德上的崇高更具有直接性与现实性，对

大多数的人来说，首 选 目 标 是 怎 样 获 取 财 富。在 运 动 场 上，

一些优秀选手的薪金收入远远超过常人。人们也许还记得，

霍利菲尔德的一场拳击赛，仅出场费就高达 3 000 万美元，是

当今任何工商企业望 尘 莫 及 的，连 比 尔·盖 茨 都 达 不 到 这 样

的暴利［7］。这种暴利的 巨 大 诱 惑 和 主 体 对 利 益 的 最 大 化 追

求，极易使体育行为 主 体 同 时 游 离 于 多 个 不 同 的 利 益 集 团。

如加盟美国 NBA 联 赛 的 我 国 优 秀 篮 球 运 动 员 姚 明，他 与 火

箭队签订协议后，既 要 为 火 箭 队 的 利 益 参 加 有 关 比 赛，同 时

也要代表中国的利 益 参 加 重 大 国 际 篮 球 赛 事。这 种 体 育 主

体利益获取途径的 多 样 化，使 主 体 的 价 值 观 念、行 为 方 式 也

处于一种动态游离、不 断 变 化 的 状 态 中，以 适 应 多 元 化 的 利

益集团。因此，多极化的体育道德评价内容也处于不断变化

的动态中。而道德是 调 节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行 为 规 范。道 德 与

法律不同，它是一种 无 形 的 非 正 式 的 制 度 安 排，其 建 立 和 形

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约 定 俗 成、习 以 为 常 的 结 果［8］。体 育 道

德评价内容的多极 化，在 短 时 间 内，难 以 形 成 为 多 数 人 认 可

的统一的体育道德 评 价 标 准，使 体 育 道 德 的 公 认 度 降 低，对

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减弱，其道德救济已不足以抵制多元社会

中不道德的体育行为的发生。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或混水摸

鱼，或铤而走 险，实 施 非 体 育 道 德 行 为。 如 屡 禁 不 止 的“假

球”、“赌球”、“黑 哨”⋯⋯ 同 时，由 于 体 育 道 德 评 价 内 容 的 多

极化，使道德与非道德行为交织在一起，扰乱人们的视线，极

易混淆体育道德标准。如，“默契球”，其中，对于部分违反体

育法规，实施了不正 当 的 利 益 交 易，我 们 可 以 认 定 是 不 诚 信

的行为，但有些“默 契 球”既 不 违 反 体 育 法 规，也 没 有 不 正 当

交易，完全是一种对 规 则 的 正 当 把 握。诸 如 此 类，就 很 难 对

是否是道德缺失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

1 .3 体育法规制度建设的滞后引发体育道德危机

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是一种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的事

业，一切体育活动均在国家的指令和安排下进行。诸如运动

员的选拔、训练、比赛，甚 至 衣、食、住、行 等 均 由 国 家 统 一 调

配，体育行为 主 体 的 道 德 主 要 表 现 在 对 党 和 国 家 利 益 的 忠

诚，对共产主义事业 的 忠 心，国 家、集 体 利 益 高 于 一 切，个 人

必须无条件服从。爱国奉献是运动员的基本道德要求，个人

利益和得失不被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个人正当和合理利益摆到应有的位置，体育行为主体对自身

最大利益的追求受到鼓励和肯定，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追求，不仅 符 合 市 场 经 济 规 则，同 时 也 符 合 伦 理 准

则。保护市场主体的 独 立 经 济 利 益、发 展 个 性、表 现 自 我 等

价值观念得到了社 会 的 普 遍 认 同。但 市 场 经 济 内 在 并 不 必

然是信用经 济 和 道 德 经 济，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又 可 能 出 现 无 信

用、无道德的现象［9］。由 于 对 利 益 的 最 大 追 求，在 一 些 层 面

上不可避免的忽视对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相关法规制度

的建立完善，本身就 是 一 个 从 无 到 有 循 序 渐 进 的 过 程，造 成

旧体制解体后，新的法规制度建立的滞后。一个社会秩序的

形成过程的逻辑顺序是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习俗，从习俗到

惯例，最后通过惯例 的 演 进 和 变 迁 而 制 度 化，从 而 产 生 社 会

的法律制 度，并 由 此 确 保 一 个 社 会 的 社 会 秩 序 与 法 治［10］。

并且中国几千年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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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伦理道德和与 之 配 套 的 体 育 道 德 价 值 体 系，在 短 时 间

内难以彻底改变和 重 新 建 构，使 体 育 法 规 制 度 建 设 滞 后，为

非体育道德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建立和发 展，不 是 社 会 经 济 自 发 渐 进 的 过 程，而 是

在西方市场经济冲 击 下 带 有 被 迫 性 和 强 制 性。传 统 体 育 道

德中具有的那种占绝对优势的主导价值取向，以及在主导价

值取向指导下进行体育道德行为选择的局面，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发生了巨变，这种后发性巨变，对我国体育市场化、产业

化、职业化改革，只能采取集中突变方式进行，不可避免地使

体育法规制度建设出现滞后，利益驱动的杠杆处于一种毫无

制约的境况中游离，极易造成体育行为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

偏离公认的体育伦 理 道 德 规 范。也 为 少 数 人 利 用 自 身 在 市

场上的某种优势或特权，采取不公平、不公正的手段，欺诈性

地获取个人利益提 供 了 机 会。人 们 也 许 对“西 安 体 彩 事 件”

还记忆犹新，该事件就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钻制度建

设滞后的空子，故意操纵抽奖结果，从中非法牟利。

2 加强和完善我国体育道德建设的策略

2 .1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体育道德认识水平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东西方体育文化发生激

烈碰撞，中国体育道 德 文 化 正 发 生 前 所 未 有 的 巨 变，这 种 巨

变触及体育的各个角落，必须以全新的思想和意识去主动积

极的应对，才能准确 的 把 握 体 育 道 德 的 理 论 和 原 则，从 而 支

配主体的体育行为，而这种把握更多的体现在体育行为交往

中的体育道德情感、信念、意志和行动。因此，充分发挥体育

道德在推进体育健康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必须提高对体育道

德的认识。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坚信市场经济

条件下，体育道德是体育行为的立足之本，发展之道，是保障

体育法规制度贯彻 落 实 的 内 在 动 力。另 一 方 面，加 强 教 育，

摒弃传统保守的体 育 道 德 思 想 和 观 念。传 统 道 德 作 用 的 范

围往往是熟人社会，承诺超越功利，并且重义轻利；而市场经

济条件下所倡导的 道 德 是 社 会 性 的，重 视 利 益 追 求，道 德 发

生的依据 是 理 性［11］。 对 于 这 种 传 统 与 现 代 道 德 理 念 的 差

异，如果不在思想认 识 上 予 以 重 视，不 仅 阻 碍 现 代 体 育 道 德

的建立和完善，而且 影 响 体 育 法 规 的 建 立，进 而 使 体 育 法 规

对体育行为的约束 力 减 弱，增 大 体 育 道 德 危 机 发 生 的 机 率，

阻碍体育的发展。即使失道者有可能受到体育法规的惩罚，

但对于整个社会发 展 来 说，将 付 出 更 为 巨 大 的 代 价，不 利 于

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如服用“兴奋剂”，既损害了运动员的身

体，又导致禁赛的处 罚。对 于 整 个 社 会 来 说，不 仅 使 国 家 花

费在运动员身上的人、才、物付之东流，而且使国家的声誉受

到严重的损害。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是提高体育道德认识的

重要手段。道 德 教 育 与“法 治”是 相 互 补 充、相 互 促 进 的 关

系［12］。实践证明，无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 完 善、市 场 秩

序的维系、法律的维 护 和 实 施，还 是 克 服 市 场 本 身 的 弱 点 不

可避免的消极 影 响，都 离 不 开 教 育 和 德 治［13］。体 育 道 德 教

育是一种道德自律，是对体育行为主体思想意识的内在约束

和引导，是主体精神力量的积累。它既能促进体育法规体系

的建立，也可通过对 体 育 道 德 的 弘 扬，实 现 体 育 法 规 无 法 达

到的效果，推动体育健康发展。

2 .2 建立权威性的体育道德评价体系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多 元 化 成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社会是由众 多 的 单 元 组 成，这 些 单 元 一 方 面 本 身 存 在 着 差

异，另一方面，他们处于社会的不同领域和部门，社会对他们

的行为规律和行为方式的要求不可能千篇一律，具有不同的

规定性，即道德要 求 具 有 多 元 化。如，“服 从 命 令”是 军 人 的

天职，但不可能将这 一 道 德 标 准 用 来 要 求 一 般 人。然 而，我

们也必须清醒的认 识 到，社 会 道 德 虽 然 呈 现 多 元 化，但 个 人

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不能视为是社会价值导向也必

然趋向多元化的依 据，恰 恰 相 反，越 是 在 个 人 的 价 值 取 向 日

趋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是应当强化社会价值一元化的价值导

向，而不是放任自流。一 个 社 会 要 增 强 凝 聚 力，就 必 须 首 先

加强一元化的价值导向，并始终靠共同理想和信念去团结社

会成员［14］。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引导人 们 树 立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 理 想，树 立 正 确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 和 价

值观。⋯⋯弘扬爱国主 义 精 神，以 为 人 民 服 务 为 核 心，以 集

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和家庭美德教育。”［15］建立权威性的体育道德评价体 系 是 保

障体育健康顺利发展的基础，这种权威性表现在体育道德评

价标准的一元化和有用性。首先，强调一元化的体育道德价

值导向，这种一元化，要求在体育道德评价中，要有统一的标

准，强调失道的底线，依据行为失道的程度将受到何种惩罚，

使失道者无法从中得到好处，而遵守道德者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这一标准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和维护，不会因其

地位的高低和权力 的 大 小 而 不 同，更 不 能 采 取 对 自 己“有 利

或无利”的价值原 则 来 对 待 这 一 标 准。否 则，体 育 道 德 的 批

判功能将失效，引发 道 德 危 机。如 闹 得 沸 沸 扬 扬 的“选 举 奥

运申办城市贿赂事 件”，各 申 办 城 市 均 希 望 对 手 严 格 遵 守 有

关规则，反对舞弊，一些城市又私下进行行贿，以获取奥运举

办权，采取对自己有 利 的 双 重 体 育 道 德 评 价 标 准，造 成 近 几

届申办奥运过程中的贿赂事件屡禁不止。其次，趋利避害是

自然界一切生物为生存和发展而具备的最为原始的技能，人

自然也不例外。体育道德标准的有用性，就是在体育行为交

往中，使遵守道德者 能 获 得 利 益，失 道 者 要 受 到 惩 罚。只 有

正确、合理、有用的体 育 道 德 评 价 标 准 才 能 得 到 公 众 的 认 可

而发挥作用，才能发 挥 其 权 威 性，减 少 体 育 道 德 危 机。由 于

市场经济保障利益最大化追求，金钱和利益充斥于体育领域

的各个角落，类似体育明星广告费、出场费、金牌与奖金⋯⋯

等等，体育几乎成了金钱的代名词，给人以金钱万能的错觉，

有人甚至提出了“体育道德能值多少钱”的问题，道德的有用

性受到质疑。而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

信用消费、求职等诸 多 方 面 都 会 受 到 很 大 制 约，⋯⋯ 企 业 一

般不愿与没有 诚 信 的 客 户 打 交 道［16］。因 此，处 于 转 型 期 的

中国，更应强调体育 道 德 评 价 标 准 的 有 用 性，建 立 相 应 的 道

德奖励机制，不仅要 强 化“公 平 竞 赛 奖”的 意 义，还 要 配 合 必

要的经济奖励，使“公 平 竞 赛 奖”同 其 他 名 次 奖 一 样，成 为 竞

相争夺的目标，充分体现其有用性。

2 .3 加强体育法规建设，促进体育法规与道德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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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体 育 法 规 与 道 德 在 维 护 社 会 稳 定，推

进体育发展中的作 用 和 地 位 不 同，方 式 和 范 围 各 不 一 样，但

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体育法规是带有强制性的外在约

束，是他律；而体育道 德 主 要 是 通 过 对 人 的 内 心 塑 造 良 好 的

品质，实现道德的教 化，是 自 律。江 泽 民 同 志 指 出：“对 一 个

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

治文明；德治属于思 想 建 设，属 于 精 神 文 明，二 者 范 畴 不 同，

但其地位和功 能 都 非 常 重 要。”［17］因 此，克 服 和 减 少 体 育 行

为中的道德缺失，推 动 体 育 健 康 发 展，必 须 促 进 体 育 法 规 与

道德的协调发展，正确客观地认识和处理体育法规与道德两

者之间的价值关系 及 定 位。一 是 体 育 道 德 在 体 育 实 践 中 具

有不可替代性。体育 道 德 涉 及 的 范 围 远 远 超 过 体 育 法 规 的

范围，因为任 何 体 育 法 规 都 只 是 对 体 育 行 为 的 一 种 普 遍 描

述，无论其内容多么具体，也都无法涵盖体育的各个角落，法

律盲区不可避免。而体育道德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无论你承

认不承认，遵守不遵守，其遍及体育的各个方面，渗透于一切

体育行为关系中。即 使 是 在 法 规 无 法 涉 及 或 尚 未 涉 及 的 地

方，甚至在法律产生 并 被 执 行 的 场 合，道 德 也 同 样 发 挥 其 调

节作用［18］。人们对 完 善 体 育 法 规 制 度 的 建 立，只 是 一 个 相

对、具有时空意义的 概 念，体 育 法 规 制 度 只 有 符 合 体 育 道 德

的内在价值取向，才 能 实 现 体 育 行 为 主 体 对 利 益 的 追 求，才

能在体育行为交往 中 成 为 公 认 的 行 为 准 则，因 此，体 育 道 德

具有不可替代性。二 是 完 善 的 体 育 法 规 能 减 少 体 育 道 德 危

机，对体育道 德 起 保 护、促 进 作 用。 法 律 和 道 德，法 治 和 德

治，确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个靠国家强力机构的强制和

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殊途同归，共同的

都是要达到调 节 社 会 关 系、维 护 社 会 稳 定［19］。市 场 经 济 条

件下，道德的批判功 能 虽 然 无 处 不 在，但 体 育 道 德 必 须 建 立

在体育法规制度基 础 上，其 作 用 才 能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和 展 示。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育行为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道

德随之改变，体育道德约束机制在体育法规制度的支撑和维

护下，由柔变刚，由软 变 硬。表 现 在，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人 们

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的谴责来实现道德交往，相关法规

相对弱化；市场经济 条 件 下，道 德 需 要 借 助 法 律 权 威 来 监 督

和保护，当道德缺失时，对失道者不仅要进行舆论谴责，更要

实施惩罚和赔偿。同 时，我 们 也 应 看 到，健 全 的 体 育 法 规 制

度是体育健康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有了健全的体育法规制

度才能保障道德的批判功能，道德规范才能充分发挥其调整

维系新型社会关系 的 作 用。因 此，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既 要 加

强体育法规制度的 建 设，也 要 重 视 体 育 道 德 建 设，促 进 体 育

法规与道德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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