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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 
中國網／| 時間：2005 年 06 月 10 日／| 文章來源：國家體育總局  

（1995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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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發展體育事業，增強人民體質，提高體育運動水準，促進社會

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國家發展體育事業，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提高全民族身體素

質。體育工作堅持以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為基礎，實行普及與提高相

結合，促進各類體育協調發展。  

第三條 國家堅持體育為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體育事業應

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國家推進體育管理體制改革。國

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公民興辦和支持體育事業。  

第四條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體育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在各

自的職權範圍內管理體育工作。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體育行

政部門或者本級人民政府 D 授權的機構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體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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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國家對青年、少年、兒童的體育活動給予特別保障，增進青年、少

年、兒童的身心健康。  

第六條 國家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體育事業，培養少數民族體育人才。  

第七條 國家發展體育教育和體育科學研究，推廣先進、實用的體育科學技

術成果，依靠科學技術發展體育事業。  

第八條 國家對在體育事業中做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給予獎勵。  

第九條 國家鼓勵開展對外體育交往。對外體育交往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

利、相互尊重的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

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  

 

第二章 社會體育 

第十條 國家提倡公民參加社會體育活動，增進身心健康。社會體育活動應

當堅持業餘、自願、小型多樣，遵循因地制宜和科學文明的原則。  

第十一條 國家推行全民健身計畫，實施體育鍛煉標準，進 l 行體質監測。

國家實行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制度。社會體育指導員社會體育

活動進行指導。 

第十二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為公民參加社會體育活動創造必要的條

件，支持、扶助群眾性體育活動的開展。城市應當發揮居民委員會

等社區基層組織的作用，組織居民開展體育活動。農村應當發揮村

民委員會、基層文化體育組織的作用，開展適合農村特點的體育活

動。  

第十三條 國家機關、企業事業組織應當開展多種形式的體育活動，舉辦群

眾性體育競賽。 

第十四條 工會等社會團體應當根據各自特點，組織體育活動。  

第十五條 國家鼓勵、支持民族、民間傳統體育項目的發掘、整理和提高。 

第十六條 全社會應當關心、支持老年人、殘疾人參加體育活動。各級人民

政府應當採取措施，為老年人、殘疾人參加體育活動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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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校體育 

第十七條 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當將體育作為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培養

德、智、體等全面發展的人才。 

第十八條 學校必須開設體育課，並將體育課列為考核學生。學業成績的科

目。學校應當創造條件為病殘學生組織適合其特點的體育活動。 

第十九條 學校必須實施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對學生在校期間每天用於體育

活動的時間給予保證。 

第十九條 學校必須常州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對學生在校期間每天用於體育

活動的時間給予保證。 

第二十條 學校應當組織多種形式的課外體育活動，開展課外訓練和體育競

賽，並根據條件每學年舉行一次全校性的體育運動會。 

第二十一條 學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配備合格的體育教師，保障體育教

師享受與其工作特點有關的待遇。 

第二十二條 學校應當按照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的標準配置體育場

地、設施和器材。學校體育場地必須用於體育活動，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條 學校應當建立學生體格健康檢查制度。教育。體育和衛生行政

部門應當加強對學生體質的監測。  

 

第四章 競技體育 

第二十四條 國家促進競技體育發展，鼓勵運動員提高體育運動技術水準，

在體育競賽中創造優異成績，為國家爭取榮譽。 

第二十五條 國家鼓勵、支持開展業餘體育訓練，培養優秀的體育後備人才。 

第二十六條 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的運動員和運動隊，應當按照公

平、擇優的原則選拔和組建。具體辦法由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規定。 

第二十七條 培養運動員必須實行嚴格、科學、文明的訓練和管理；對運動

員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以及道德和紀律教育。 

第二十八條 國家對優秀運動員在尌業或者升學方面給予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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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全國性的單項體育協會對本專案的運動員實行註冊管理。經註

冊的運動員，可以根據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的規定，參加有關的體

育競賽和運動隊之間的人員流動。 

第三十條 國家實行運動員技術等級、裁判員技術等級和教練員專業技術職

務等級制度。 

第三十一條 國家對體育競賽實行分級分類管理。 

全國綜合性運動會由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管理或者由國務院體育

行政部門會同有關組織管理。 

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 

地方綜合性運動會和地方單項體育競賽的管理辦法由地方人民政

府制定。 

第三十二條 國家實行體育競賽全國紀錄審批制度。全國紀錄由國務院體育

行政部門確認。  

第三十三條 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

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範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第三十四條 體育競賽實行公平競爭的原則。體育競賽的組織者和運動員、

教練員、裁判員應當遵守體育道德，不得弄虛作假、營私舞弊。在

體育運動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

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嚴格檢查。嚴禁住何組織和個人利用體育競

賽從事賭博活動。 

第三十五條 在中國境內舉辦的重大體育競賽，其名稱、徽記、旗幟及吉祥

物等標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保護。 

  

第五章 體育社會團體 

第三十六條 國家鼓勵、支持體育社會團體按照其章程，組織和開展體育活

動，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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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各級體育總會是聯繫、團結運動員和體育工作者的群眾性體育

組織，應當在發展體育事業中發揮作用。 

第三十八條 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是以發展和推動奧林匹克運動為主要任

務的體育組織，代表中國參與國際奧林匹克事務。 

第三十九條 體育科學社會團體是體育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學術性群眾組

織，應當在發展體育科技事業中發揮作用。 

第四十條 全國性的單項體育協會管理該項運動的普及與提高工作，代表中

國參加相應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 

  

第六章 保障條件 

第四十一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體育事業經費體育基本建設資

金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和基本建設投資計畫，並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

逐步增加對體育事業的投入。  

第四十二條 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自籌資金發展體育事業，鼓

勵組織和個人對體育事業的捐贈和贊助。 

第四十三條 國家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體育資金的管理，任何組織和個人不

得挪用、克扣體育資金。 

第四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體育行政部門對以健身、競技等體育活

動為內容的經營活動，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加強管理和監督。 

第四十五條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國家對城市公共體育設

施用地定額指標的規定，將城市公共體育設施建設納入城市建設規

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合理佈局，統一安排。城市在規劃企業、

學校、街道和居住區時，應當將體育設施納入建設規劃。鄉、民族

鄉、鎮應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建設和完善體育設施。 

第四十六條 公共體育設施應當向社會開放,方便群眾開展體育活動，對學

生、老年人、殘疾人實行優惠辦法，提高體育設施的利用率。任何

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破壞公共體育設施。因特殊情況需要臨時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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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體育設施的，必須經體育行政部門和建設規劃部門批准,並及時

歸還；按照城市規劃改變體育場地用途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

定，先行擇地新建償還。 

第四十七條 用於全國性、國際性體育競賽的體育器材和用品，必須經國務

院體育行政部門指定的機構審定。 

第四十八條 國家發展體育專業教育，建立各類體育專業院校、系、科，培

養運動、訓練、教學、科學研究、管理以及從事群眾體育等方面的

專業人員。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公民依法舉辦體育

專業教育。  

 

第七章 法律責任 

第四十九條 在競技體育中從事弄虛作假等違反紀律和體育規則的行為，由

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的直接

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五十條 在體育運動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由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

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的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

行政處分。 

第五十一條 利用竟技體育從事賭博活動的，由體育行政部門協助公安機關

責令停止違法活動，並由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

規定給予處罰。在競技體育活動中，有賄賂、詐騙、組織賭博行

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二條 侵佔、破壞公共體育設施的，由體育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

並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有前款所列行為，違反治安管理的，由公

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定給予處罰；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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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在體育活動中，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的，給予批評、教育

並予以制上；違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

例的規定給予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四條 違反國家財政制度、財務制度，挪用、克扣體育資金的，由上

級機關責令限期歸還被挪用、克扣的資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

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八章 附 則 

第五十五條 軍隊開展體育活動的具體辦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依照本法制

定。 

第五十六條 本法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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