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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体育规则

进行研究。认为,体育规则具有规范性、否定性、普遍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并受社会文明程度、科学

技术水平、人类自身发展需求等影响。体育规则对体育行为、体育道德观念和体育市场活力均能够产

生影响。应借鉴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观建设完善体育规则:明确体育规则结构,实现体育的规则之

治;营造体育规则的文化氛围,增强规则意识;强化本土体育规则,提高体育行业独立运行的能力;
实现多元化的权力配置,规避权力异化现象。旨在激发体育法治的内在动力,筑起与体育发展方式协

同的体育规则化秩序,对体育强国建设发挥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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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秩序规则观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

理论家哈耶克所阐述的重要理论之一。哈耶克以

“规则”为逻辑起点形成其法律理论,并发表了

一部系统性学术著作 《法律、立法与自由》,规

则之于法治的重要性由此充分彰显。在当前我国

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体育法治不仅是 《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中的具体要求,也是推进体育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体育发展新机制

的必由之路。受哈耶克法律思想启示,笔者认为

我国体育法治进程中体育规则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1 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及体育规则的

理解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奥地利经济学

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社会秩序分类学的基

础上提出了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二分框架,并

确立起研究社会秩序的 “规则范式”[1]。他将规

则二分为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并认为社会秩序

得以扩展的基础是历史文化传统自发创造的内部

规则,社会秩序的型构不能仅靠特定的人所制定

的外部规则,否则就会陷入理性设计的深渊。在

他的论域下秩序与规则也是同根同源的:内部规

则对应内部秩序,外部规则对应外部秩序。以此

为依据进行划分,国家颁布的 《体育法》、地方

政府发布的制度条例等是体育社会的外部规则,
行使宏观管理的职能,为其创设稳健的外部秩序

条件。体育社会的内部规则包括体育行业协会制

定的规章、体育社团组织的规则、运动竞赛的规

则、体育习俗等,是体育发展的活力之源。
哈耶克的整个社会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人

类的有限理性无法使人类真正按照理性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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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社会秩序[2],规则才是人类构建社会秩序的

重中之重。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

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制度性框架———包括法治、个

人自由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过程本身的关注,
其在经济事务领域设计出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
从而让个体获得更大的自由,哈耶克认为这是西

方自由主义得以维续的根本。哈耶克的洞见在于

发现了这种内在于个人领域的规则形式———内部

规则———是创设出自由且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

关键。
体育的最高价值诉求是自由[3],要想实现

这一价值诉求,首先要真正理解体育规则。人

们最容易想到的体育规则是运动竞赛规则,但

体育规则不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如体育社团组

织规则等体育行业规则和以道德意识为前提的

体育道德规则。哈耶克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

包含的规则可分为三个层级:一是遗传规则,
属于固有的规则层级;二是习得的行为规则;
三是经由人之理性设计出的规则,居于规则结

构层次的最高层,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4]。体

育规则主要位于第二个层级,也包含着第三层

级的内容 (图1)。

第一层级: 遗传规则

第二层级: 习得规则

体育规则

第三层级: 理性设计的规则

图1 体育规则在社会规则结构中的位置

进一步理解体育规则,可以从体验、知识和

行动这三个层面入手。在体验层面上,尊重和遵

守体育规则即让人对体育规则产生 “敬”与

“畏”;在知识层面上,恰当解释体育规则,从而

使人具备规则意识;在行动层面上,就是让体育

参与者能够达到自觉运用体育规则的状态。几

乎每个运动项目中的参与者都会经历这三个层

面达到个人对项目规则的熟练应用,并逐渐内

化为自己的运动习惯,构成身体行为规则和竞

争秩序。
体育规则的形态则主要表现为体育习俗、体

育道德及体育制度等,前两者基本属于内部规则

的范畴,而体育制度中既包含体育的内部规则,
又涵盖外部规则的内容,是体育秩序的重要保

障。体育习俗即体育的习惯与风俗,具体指人们

在长期的体育活动中世代沿袭和传承的习惯性体

育行为模式,具有广泛性、稳定性和地域性的特

点。体育习俗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

会环境,都要历经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习俗也各有差

异,但在现代体育活动中,体育习俗难以发挥主

导作用。体育道德是体育运动中各种社会角色和

行为规范的综合。哈耶克认为道德处于本能与理

性之间,是一种极重要的传统。如我国传统体育

项目射礼就是在对 “礼”的崇尚中,将体育竞赛

提升至人的道德层面并用于社会教化的[5]。体育

竞赛中既要弘扬敢于拼搏超越的体育精神,又要

注意培养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及与同伴协作等竞

赛道德。精湛的体育技术常常使人们在刹那间欢

呼雀跃,但崇高的体育品格会在社会恒久留存、
蔚然成风。体育制度是由国家体育机构和社会体

育组织制定并实施的各种规章、条例、制度和办

法的总称。体育制度是在体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

行业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同的社会制度

其体育制度也不尽相同。

2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的特征与

影响因素

2.1 体育规则的特征

2.1.1 规范性

体育规则的规范性具体表现在制定程序、制

定内容和可实施的评价等方面。体育规则的制定

和修改都要遵循程序要求,如国际奥委会和各单

项体育协会在制定章程、做出某种决策时,需接

受会员的认可,制定出的内容与法律规则类似,
对体育参与人群如运动员群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

规定。

2.1.2 否定性

哈耶克认为否定性规则明确了个人行动确获

保障的领域,并保护其免受他人干涉。体育规则

包含一系列否定性规则,如羽毛球禁止过腰发

球、篮球进攻球员投篮时防守球员不可打手、田

径运动员不能抢跑等。在体育竞技场上这些否定

性规则,确定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行为边界,但

并不限制运动员在边界内部的自由发挥。哈耶克

确信否定性是构成自发秩序、实现个人创造性的

55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5卷

必要特征。因此,体育领域要想实现秩序与自由

并重的态势,否定性的体育规则还会不断涌现。

2.1.3 普遍性

普遍性,哈耶克亦称其为法律规则所具备的

一般性,即按照规则规定所有人全部适用,不得

存在规则外的特殊。体育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体

育参与者,构成体育领域的行动秩序。与其他法

律规则普遍性不同的是,体育规则的普遍性受地

域等影响较小。例如奥运会的项目规则对参加奥

运会的所有人都适用,不以国家、地区、人种的

差异而区别对待。奥运规则的普遍性为其聚集了

更多的成员,扩大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综合影响。
体育参与者尽管是具体场景下的特定群体,但体

育规则对这一群体的行为普遍适用。

2.1.4 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体育规则不依附于特定的国家、
政府和体育以外的其他组织。体育规则的制定主

要依靠组织内部的自为,制定主体和治理方式具

有一定的独立性。类似于自治,这类体育规则对

每一个体育参与者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且

自始至终贯穿于体育领域的各个环节。如 《中国

足球协会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中国足球

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实施细则》《中国足球

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条件和审查办法》等,
均由中国足协制定与完善,球员转会、俱乐部准

入都要遵从上述规则。独立性是体育规则的优

势,因为其有利于体育社会的有序发展。

2.2 体育规则的影响因素

2.2.1 社会文明程度

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哈耶克的文化进化

观以动态视角观察规则的变化机制,发现社会文

化变迁与社会文明程度对规则至关重要。现代体

育规则、制度的变化也印证了哈耶克的这一发

现。西班牙斗牛经历了风行于贵族到国王下令禁

止官方斗牛再到斗牛平民化的演变过程。传统的

斗牛游戏中斗牛士场上身亡的事件频繁发生,现

代社会注重人权,如今西班牙斗牛中增设 “退出

机制”是对斗牛士安全保护的提升。规则要求当

场上的斗牛士受伤时,马上有其他的斗牛士进场

引开牛,以确保受伤者能够尽快退场。随着生物

科学的发展及 “物种平等”意识的觉醒,对参赛

对象平等保护的呼声愈来愈高。有时观众会通过

挥动白手帕并高呼请求赦免此公牛,甚至斗牛士

也会亲自为公牛请求赦免,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建

立起关于牛的 “安全退出机制”。随着社会文明

程度的提高,竞技的 “秩序化”愈加凸显,规

则、规范等内容相继产生和不断完善。体育竞

技文明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体育暴力的控

制,对比古今拳击比赛规则:古希腊时期的拳

击比赛不分体重、不分级别,对抠眼、撕咬、
踢打对方胫骨等一系列动作都不加限制,运动

员伤亡现象层出不穷;而近现代以来的拳击比

赛,不提倡残杀、野蛮的竞技,而且为了进一

步体现比赛的公正性,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如

禁止手脚并用、撕咬、击打裆部等动作[6]。体

育规则受社会文明程度的影响,在社会文化变

迁和社会发展历程中逐渐演变,并反过来助益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2.2.2 科学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极大地提高体育测量与评

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体育规则。“鹰眼挑战技

术”也被称为即时回放系统,通常用于电视转

播,在2003年因广泛使用于网球转播而获全美

电视最高奖艾美奖的 “杰出科技贡献奖”。对网

球界人士来说,将鹰眼技术引入网球现场判罚是

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足以与36年前引入

抢七制相提并论。对于球速很快的网球比赛而

言,鹰眼技术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争议,进一步提

升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性。此外,击剑比赛中也

利用高速摄像技术辅助判定。这些技术是对竞赛

场上裁判绝对权威地位的挑战,竞赛场上的权力

秩序因科技发展而重构,赛场权力分配更加均

衡,表现方式更加丰富,是对竞赛公平秩序的进

一步完善。可见,科学技术是使体育规则发展并

呈现出现代化特征的重要因素。

2.2.3 人类自身发展需求

体育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需求,换言之,人

类的自身需求是体育规则最根本的影响因素。马

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级,不同层

级的人受不同的行为规则支配构造着不同的行动

秩序,但这里的 “规则”往往不为人所知,即哈

耶克所说的内部规则中未阐明的规则,也称 “默
会知识”,是人类传统经验累积的结果。人的行

动秩序又经不断扩展产生新的或是下一层级的规

则需求。体育规则就在这样的人类社会中不断前

进,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例如,马球运动

在我国唐代广泛用于军事训练,唐玄宗认识到马

球的军事体育功能,“击鞠之观者,盖用兵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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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纵缰奔驰练习骑术,挥杆击球类似于砍

杀[7]。而当时的马球规则有:①分两队比赛;②
无固定人数限制;③单球门以先进网囊为胜,双

球门以先进对方球门为胜等[8]。规则中的限制因

素不多,只需实现当时人们提高体能水平和军事

作战技能之目的即可。盛唐时期,马球运动在宫

中得到推广,在节庆时常作为宫廷表演项目出

现,为更好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增加了马球表

面要涂以朱漆的规定。随着马球运动普及至民

间、延续至当代,马球的娱乐功能更为凸显。当

代马球增设对比赛时间的要求,通常为6巡,除

受伤等意外状况外,每巡不超过7分钟[9]。在有

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娱乐满足,这也是现代社

会人类需求在体育规则中的具体体现,并对体育

规则产生深刻影响。

3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的作用

3.1 体育规则主导体育参与者行为

哈耶克在有限理性和无知观的基础上型构而

成的社会秩序内部规则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

的结果的命题[10],同样适用于体育社会。体育

社会内部规则与体育参与者行为是并存共生且相

互影响的,体育规则经体育参与者行动实践直接

体现;体育参与者以体育规则为导向,行为受规

则支配,反过来又具有缔造新规则的能力,构成

体育内部秩序系统,为体育领域的活动创造条

件。没有秩序,人类的公共性活动就不可能正常

进行[11],体育的大多数活动都存在于公共领域,
因此,体育内部规则秩序从根源上支撑着参与者

的体育行为。我国因实行举国体制这一强外部作

用的秩序形式使得竞技体育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发

展,同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体

育产生的经济效益与日俱增。在原有的权力秩

序下权力所有者享有部分特权又缺乏相应的自

律,既制定规则又参与竞争,导致为谋求利益

而扰乱正常体育秩序甚至引发腐败。孟德斯鸠

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一直

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因此,合理设置

权力边界,建立限制外部权力的规则框架,保

障体育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我国体育治理中尤

为重要。
中国足协近些年来制定与完善了一系列自治

规则,如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规则》 《中国足球

协会足球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中国足球协

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13]。这些规则规定

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足

球行业纠纷的内部解决提供了依据。为保障体育

规则的相对独立性,《奥林匹克运动会仲裁规则》
第1条和 《国际足球联合会章程》第13章第63
条第3款均规定,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体育争端

在用尽行业内部救济之前,不得向法院提出诉

讼[14],且受瑞士联邦法院承认。体育内部成员

遵循用尽内部救济原则,法院作为外部秩序的维

护者尊重体育行业组织的 “特别权力”,从而让

体育规则更好地主导体育参与者行为,引导良好

体育行业秩序的形成。

3.2 体育规则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

体育规则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

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竞技体育强调竞争,这种

竞争源于人类早期社会的 “丛林规则”[15]。现代

竞技规则不断吸纳社会文明的内涵,逐渐剔除传

统规则中泯灭人性的部分,使体育竞赛获胜这一

过程更具正当合理性。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竞赛

和训练过程中,通过身体实践将 “拼搏”“坚韧”
“团结”等精神特质内化于心,构成个人的道德

规范。在团体项目中,团结合作不仅是形式上的

要求,也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因此更容易

帮助人们发现其他人的优势和每个人的价值。如

黑人运动员力量大、爆发力强的优势,在篮球比

赛中往往能够充分展现,这有助于打破种族歧

视。体育规则在保障竞技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

人的平等参与,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参与者的道德

观念。
体育规则对道德的影响,更加显著地作用在

青少年学生群体。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规则教

育,而体育又是最好的规则教育,可见,德育与

体育存在密切联系。体育锻炼塑造道德品格,学

生在体育活动中,特别在体育比赛中,必须遵守

比赛规则,否则就要接受相应的处罚。这种来自

比赛实践的知识和经验是非常深刻的,能够对学

生内心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其以行动加以体现。
在场上接受和遵守体育规则也可以迁移到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发挥示范效应。可见,体育教育在

进行身体文化生产的同时,也承担了德育中组织

纪律教育的主要任务。
综上,体育是一个对身体进行控制和转化的

特殊组织形式,它向目标对象传输着体育规则之

类的文化资本,目标对象通过习得的这一社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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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部分内化成 “默会知识”构成个体的道德

观念,另一部分则构成个体或群体的行动秩序。

3.3 体育规则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体育规则是体育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

源,为体育市场创造价值增量。如2019年国际

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对 《奥林匹克宪章》 “条款

40”第3条进行修改,规定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

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可

以按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原则,在奥

运会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

宣传。”[16] 这一修改放宽了奥运期间运动员的个

人赞助限制,缓和了奥运官方赞助商和运动员个

人赞助商之间的矛盾,为伏击营销地位转变带来

契机,必然为体育市场带来新的价值增量。谭建

湘教授表示,“借 ‘条款40’修改之势注重运动

员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带动赛事市场,
促进消费,让国内体育经纪实务有的放矢。”由

此可见,哪怕是体育规则的细微调适都可能带动

体育市场内部秩序的结构性改变,为其繁荣注入

能量。哈耶克曾说 “扼杀竞争公平的社会,就是

在扼杀自己的未来。”体育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同

样需要公平的体育规则的加持,同时也能使体育

竞争 趋 于 平 衡。2009 年 欧 洲 足 球 协 会 联 盟

(UEFA)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半数以上的欧

洲俱乐部都在亏损,其中20%存在财务危机。
于是,2010年欧足联颁布财政公平法案 (UE-
FA

 

Financial
 

Fair
 

Play),旨在规范各俱乐部

的财政行为,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并对违反规

定的球队予以处罚。该法案于2013—2014赛季

正式生效。从财报上看,这一政策对足球俱乐部

的盈利状况改善卓有成效:2011年欧足联54个

顶级联赛俱乐部总亏损17亿欧元,2017年这些

俱乐部净利润6.15亿欧元;英超的数字更为惊

人,2008—2009赛季,英超20支球队共获得利

润7
 

900万英镑,2017—2018赛季,这一数字变

成了8.67亿英镑。在实现收益增长的同时,英

格兰近两年的冠军分布也反映出联赛竞争更加平

衡的态势。

4 社会秩序规则观下体育规则发展的

启示

4.1 明确体育规则结构,实现体育的规则之治

体育行业规则作为内部规则具有不可替代的

核心作用,在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从根本

上起支撑作用的是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
用尽内部救济也是体育社会的特别之处。而体育

社会的外部规则,在体育治理中发挥宏观调控职

能并为体育外部秩序的维护提供依据。我国体育

体制改革时间不长,体育治理多源于国家计划或

域外经验移植,体育行业内部规则一直比较匮

乏,而体育的规则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

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共同发挥作用[17]。为此,
需明确体育规则治理的内外结构,考虑我国体育

自身的发展特征,要在引入国外体育政策后进行

“本土化”改造,减少周期短且工具性强的外部

规则,代之以目标长远、价值明确的外部规则,
才能提高体育规则的自由度,提升体育行业治理

效果。

4.2 营造体育规则的文化氛围,增强规则意识

培育体育参与者良好的道德品质,离不开营

造体育规则文化氛围、树立体育规则意识,而开

展学校体育活动是最直接的方式。首先,让学生

走进体育才能感悟规则,可以通过增加获胜者人

数来鼓励学生参与,提高活动的积极性。其次,
可以融入一些中国传统运动项目,如太极拳要求

不可出现直臂状态,从表现形式来看是 “圆规

则”对身体的规范,但学生通过习练之后会感知

这是对身体的保护,进而领悟中国传统规则文化

的智慧。体育规则既塑造公平平等的竞争关系,
又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行为规则意识,还能够丰富

何以为人的生命文化。构建学校体育活动场景,
营造体育规则文化氛围,是增强体育规则传播效

果、培养全社会规则意识的基础。体育拥有奥运

会、世界杯、世锦赛等许多 “国际舞台”,作为

规则文化传播的载体,突出表现极具道德价值的

体育风格,能够为整个社会树起积极向上的旗

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4.3 强化本土体育规则,提高体育行业独立运

行的能力

2014年国务院 “46号文件”赋予了体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动能,让人们看到了体育产

业的曙光。体育的确具备经济功能,但是要想使

体育为经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就要提高体育行

业独立运行的能力,建立并强化本土适用的体育

规则。以中超为例,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先

驱,其规则的确立及实施对各项目协会实体化乃

至整个行业秩序化影响深远。中超各俱乐部并非

严格的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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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的注资才能生存,目前绝大多数俱乐部处

于净亏损状态,球员和教练团队工资占中超各俱

乐部的总成本达60%以上。于是针对足球俱乐

部投资欠理性的表现,为防止 “足球泡沫”的出

现,中国足协在
 

2017年5月和2018年12月分

别通过和转发了 《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
《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 (2019—2021)》,对

球员工资、俱乐部对球员薪酬支出以及球员转会

费方面进行了限制性规定[18]。中国足协认识到

了俱乐部之间经营状况的差异,在借鉴欧足联财

务监管成功经验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了相应

的调整,在薪酬方面对球员个人和俱乐部总额同

时进行限定,有利于促使球队理性经营。此外,
要进一步细化引援调节费对青训体系和社会促进

的分配规则,强化中超俱乐部与青少年足球培训

的合作,开发球员和教练团队的潜在价值[19],
有利于增强俱乐部的造血能力,促进收支平衡,
逐步发展成独立运作的经营实体。可见,强化本

土体育规则,能够更好地维护体育行业的市场秩

序,实现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4.4 实现多元化的权力配置,规避权力异化

现象

我国体育法治已初步实现对前一阶段体育法

制的超越,其根本在于权力的配置不同,法治较

法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权力秩序。在强调体育法制

建设时期,权力所有者垄断易产生权力异化危

机,导致体育腐败。哈耶克主张政府在一切行动

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20],拒

绝理性的滥用来保障个人自由,因为推动社会前

进的力量是真正自由的个人。因此,体育规则要

明确多方参与治理体育的权利与义务,构建行政

权力、行业权力、社会权力的多元权力分配,为

社会资本参与体育经营治理创设机会,建立参与

主体间平等的监督机制,减少权力异化现象,保

障体育治理的良性运转。

5 结语

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观对体育规则研究的重

要启示在于揭示了内部规则对体育发展的作用。
在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中,事事诉诸国家立法而表

现出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实则是过分依赖外部规

则、缺乏自治能力的表现。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

体育内部规则是未来体育治理的关键,实行内部

规则与外部规则协同共治是体育治理的趋势,提

高体育独立运行水平是为外部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的前提。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思想虽然可以延

伸至体育领域,但仍需注意其思想缺陷,如哈耶

克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理性的贬低,需辩证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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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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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based
 

on
 

Hayek’s
 

social
 

order
 

rul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sports
 

ru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iza-
tion,

 

negation,
 

universal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are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eeds
 

of
 

human
 

development.Sports
 

rules
 

can
 

influence
 

sports
 

behavior,
 

sports
 

moral
 

concept
 

and
 

sports
 

market
 

vitality.We
 

can
 

learn
 

from
 

Hayek’s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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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order
 

rules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sports
 

rules.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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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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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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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agement
 

of
 

them;
 

create
 

a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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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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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wareness
 

of
 

rules;
 

strengthen
 

local
 

sports
 

ru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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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y
 

of
 

sports
 

industry
 

to
 

operate
 

independent-
ly;

 

realize
 

diversified
 

power
 

allocation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alien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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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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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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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orts
 

regulariza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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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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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o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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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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