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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体育纠纷是人类体育活动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纠纷首选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近年来，随着体育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体育法律制度的研究日益关注，发表了大量有关体育方面的法学
论文和论著。
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我们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体育仲裁的理论研
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就更显不足，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论著。
中国体育现在在世界体育舞台上是有重要地位的体育大国，与国外体育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国内人
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体育作为经济产业已经占到了一定的份额。
这些都迫切地需要体育方面的法律制度完善。
目前，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几近空白，仅在《体育法》中有一条象征性的规定。
所以体育仲裁的研究工作非常急迫。
　　本书是一本关于体育仲裁的专著。
共分八章，拟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现状与实际需要出发，对体育仲裁的概念、
特征、性质、主体、仲裁协议、仲裁范围、仲裁程序、司法监督等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与探讨，并结
合我国的实际，立足于我国《仲裁法》和《体育法》，吸收域外体育仲裁立法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和最
新研究成果，对于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基本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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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芳，女，安徽省铜陵市人，1966年9月生。
先后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曾从事法院民事审判工作5年，现为华南师范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长期致力于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先后在《学术研究》、《当代法学》、《体育与科学》、《体育学刊》、《体育文化导刊》、《华南
师范大学学报》、《河北法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论文“体育仲裁协议与商事仲裁协议的比较研究”获2007年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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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体育纠纷必须在短时间内仲裁解决，而当事人双方个人条件和举证能力可能有所不同，有些
案件因为比较复杂，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被审理清楚，当事人利益纠纷无法绝对保证得以公正分配，
要求结果公正的价值目标被弱化，体育仲裁的公正更多的是指程序公正。
如果体育仲裁当事人能够理解纠纷解决的时效性，关注仲裁程序公正，就容易接受并自觉履行基于公
正程序所作的裁决，这无疑也有利于提高仲裁效率。
　　因此，社会各方面包括体育仲裁机构、法院、仲裁当事人都应当对体育仲裁树立程序公正意识。
仲裁庭应严格按照程序的流程和要求审理案件，充分体现程序公平、对抗和言词性、交涉性，给当事
人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为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充分的程序保障；仲裁当事人在程序公正意识的指引下
，对仲裁行为进行基本的判断和合理的预期，一旦自己程序权益受损，可借助司法程序取得必要的救
济；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与支持以程序是否公正作为判断的标准，只要仲裁庭行使仲裁权，满足了程序
公正的要求，法院就应当支持其裁决。
　　2.正确处理对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　　按照现行《仲裁法》规定，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请求法
院做出裁定。
二是法院对裁决的撤销或不予执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体育仲裁法律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