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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诚信作为整个诚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人的内心信念的强

化、外部行为的规范、道德理想的塑造、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等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充分肯定体育诚信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的同

时，也应该看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与现代市场经济所匹配的信用体系并未构建出来，致使诚信缺失现

象在体育活动领域中曾经泛滥。本文通过对体育诚信问题产生的表

现、原因、遏制途径等进行深入研究，最终为进一步解决我国体育

诚信问题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以及具体的解决之道。

首先，本书从体育社会学这一体育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学科角

度，厘定体育诚信的核心概念及内涵，认为体育诚信可以定义为在

一定经济、文化基础上，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的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诚实守信的行为特征。它具有

稳定性和发展性相统一，普遍性和开放性相统一，自律性和他律性

相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特征。影响体育诚信的因素有政

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以及道德因素等。本书还分析了制度

诚信的基本理论，以 “制度是体育诚信的基础”这一理论基点去研

究与分析体育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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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体育诚信在各个领域缺失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体

育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体育竞赛领域诚信问题、体育经济领域诚信

问题、体育管理领域诚信问题和体育文化领域诚信问题。在此基础

上，对我国体育诚信问题进行制度分析，认为我国体育诚信问题的

制度根源正式是制度缺乏，法律法规约束不健全，缺少配套的法规

及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缺失契约精神的制约；在非正式制度上表

现为价值观扭曲、道德教育功能弱化、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及道德约

束与惩罚力度不够，另外意识形态、体育精神、社会环境均是导致

诚信问题的非正式制度性因素。

最后，作者认为体育诚信问题的制度治理，必须同时加强道德

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双重建设。在非正式制度选择上，

加强体育道德推进，要加强体育伦理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对体育从

业人员的道德教育；完善体育道德评价体系。在正式制度选择上，

强化体育法治之路，努力提高体育行政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

政的意识和能力，推进和完善体育立法及其制度建设；提高体育行

政执法能力；完善体育规则的漏洞；建立多元化的体育纠纷处理和

权利救济服务体系；加强体育法制宣传教育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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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导　论

１．１　研究背景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

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① 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再凝练，这必

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指引

着我国今后社会的发展航向，并将成为我国未来全体公民共同遵守

的行为准则。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诚信一直是和

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石。“诚信”的含义包括了 “诚”和 “信”两方

面的意义，② “诚”是内不欺己、外不欺人的品德，即通常我们认为

的诚实、诚恳，它包括了双重内涵，忠诚自己和诚恳待人；“信”是

真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德，即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信用、信任。在

１

①

②

周知民，李伟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行动纲领———学习党的十八
大报告的体会 ［Ｊ］．行政与法，２０１３，（１２）：５－１０．

赵爱玲 ．国内诚信研究综述 ［Ｊ］．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４，（１）：６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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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诚信已经逐渐发展和演变成为人们社会活动中的基本

的道德行为规范，并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核

心价值观，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中人与人进行交往的基本要求和价值

准则。

诚信作为整个诚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人的内心信念的强

化、外部行为的规范、道德理想的塑造、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等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体育领域，遵守诚信的原则显得尤为重

要。诚信是体育精神的灵魂，是体育运动中必须遵守的公平原则、

竞赛规则和道德宣言。公平竞争是运动竞赛的基本理念，诚信作为

公平竞争的必要保障，积极维护运动场上的正义。随着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大量物质

条件的投入，促使体育事业得到了极大关注，社会都对体育事业给

予积极的支持，促进了体育的蓬勃发展。在体育诚信建设方面，我

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诚信”已经成为体育工作者必须遵守的道德

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体育领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加速政府职能转型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对于不断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深远意

义。① 这同时也对我国今后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任务、提出了要求。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

２

① 佚名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辅导 ［Ｊ］．北京支部生活，２０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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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体育诚信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型的过程中，与现代市场经济所匹配的信用体系并未构建出来，这

也导致目前在体育活动领域存在着诸多现实的诚信问题。例如：在

各种商业利益和政治追求过度膨胀下，体育本质产生异化，传统的

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和奉献精神在这些外在利益的不断冲击下变得脆

弱不堪，越来越多的体育参与者在此诱惑下放弃了原有的价值观，

在他们心中，只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竞赛中的公平竞争的道德

原则就可以置诸脑后。① 当前，竞技体育赛场上屡屡出现年龄欺诈、

假球黑哨、不正当竞争、弄虚作假的事件，这种体育诚信问题必然

会阻碍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针对体育领域中的诚信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切实地从各方面加以克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但会影响我国

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也会产生影响。

可见，维护体育诚信是我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１．２　研究意义

１．２．１　理论意义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以往人们对于体育

３

① 姚春宏，陈小燕 ．诚信品质在体育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３，

３７ （５）：１５５－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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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这一道德原则的关注和研究较少，研究也较为单一。本书展开

的是一种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必须把体育诚信置于更为

广阔的学科视野里才能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本研究力求突破以往

对于我国体育诚信缺失研究单一视角的局限，从体育社会学这一体

育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学科角度，针对当前体育领域中的诚信问题，

根据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完善过程中的客观要求，探讨体育诚

信的内涵，构建体育诚信的理论框架，以 “制度是体育诚信的基础”

这一理论基点去研究与分析体育诚信在体育竞赛中和非体育竞赛中

产生的根源，进一步揭示体育诚信问题的制度基础，并就当前形势

下如何强化体育诚信的有效机制、如何提高体育诚信水平等问题做

出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同时

也对体育道德领域研究进一步扩充和细化。这种在体育学与社会学

研究中的交叉视角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的

研究，旨在促进体育诚信自身的建设，并且提出分析研究、解决体

育诚信问题的理论成果，以期能为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诚信问题研

究和解决以及建设整个诚信社会提供价值参考和理论指导。

　　１．２．２　实践意义

本书研究的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因为体育诚信问题已严

重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效地克服体育诚信缺失成为当务

之急。本书通过对我国当前体育诚信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要

为进一步解决我国体育诚信问题提供相关思路和方法。笔者认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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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体育诚信问题不单是由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或法律等正式

制度造成的，而是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

等正式制度的双重缺失是导致转型期我国体育诚信问题产生的根本

原因。因此，从根本上克服体育诚信缺失问题，必须同时加强道德

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双重建设。这样的解决方式，使

体育诚信建设更贴近现实，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成为规范体育

参与主体行为的重要准则。可见，本研究对于克服体育诚信问题，

从而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并将我国建成体育强国具有非常

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文献资料法

本书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期刊网上的有关 “诚信”和 “体育诚

信”研究的相关论文；吉林大学图书馆中有关 “诚信”研究的书籍

等。通过对原始文献和资料的大量阅读以及已发表过的文献和成果

进行梳理，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国内国外学界前辈和同仁对所研究问

题的认识，有助于对问题的把握和深入分析。

　　１．３．２　系统分析方法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系统分析法有助于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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