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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保护的法治困局与破局
——评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价值实现的法治之维》

□ 王子聪

法必本于人。
——（清）魏源

以文化“软实力”筑牢新时代法院发展“硬支撑”
□ 傅贤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
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正深刻影
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
判 机 关 ， 既 是 法 律 实 施 的 主 体 ，
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
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
征程中，新时代人民法院发展更
需要立足文化根基，通过政治文
化的价值定向、审判文化的专业
积淀、和合文化的价值传导、廉
洁文化的底线守护，构建起支撑
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坐标
体 系 ， 以 文 化 自 觉 引 领 司 法 实
践 ， 以 文 化 创 新 推 动 改 革 发 展 ，
切实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审
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以文立根：政治文化铸就司
法灵魂。政治文化是法院发展的

“根”与“魂”，决定着审判工作
的根本方向与价值坐标。人民法
院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
的 绝 对 领 导 贯 穿 于 司 法 全 过 程 ，
实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辩证
统 一 。 坚 持 不 懈 地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最 新 成 果 武 装 头 脑 、 指 导
实 践 、 推 动 工 作 ， 一 以 贯 之 开
展 理 论 学 习 工 作 ， 采 取 党 组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专 题 学 习 、“ 三 会
一 课 ”、 举 办 读 书 会 等 学 习 形
式 ， 强 化 自 我 革 新 、 自 我 提 高
的 能 力 。 紧 紧 依 靠 党 的 领 导 推

动 司 法 审 判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
把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融 入 司 法 审
判 各 方 面 ， 树 牢 正 确 司 法 理
念 ， 增 强 政 治 判 断 力 、 政 治 领
悟 力 、 政 治 执 行 力 ， 做 到 善 于
从 政 治 上 看 、 精 于 从 法 治 上
办 ， 在 司 法 审 判 实 践 中 积 极 回
应 群 众 对 司 法 工 作 的 新 要 求 新
期 待 。 创 新 政 治 文 化 教 育 载
体 ， 善 于 从 红 色 文 化 中 汲 取 政
治 文 化 建 设 的 营 养 ， 学 习 红 色
故 事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引 导 干
警 从 党 的 伟 大 的 历 史 成 就 中 汲
取 精 神 力 量 ， 打 造 党 建 业 务 融
合 高 地 ， 充 分 发 挥 党 建 工 作 的

“ 头 雁 效 应 ” 和 风 向 标 作 用 ， 协
同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筑 牢 信 仰 之
基。弘扬优秀司法精神，深入学
习 周 春 梅 、 鲍 卫 忠 等 英 模 事 迹 ，
以先进典型、精神标杆引导干警
传承榜样力量，强化使命担当。

以文弘业：审判文化淬炼司
法精魂。审判文化是在司法审判
活 动 中 形 成 并 体 现 的 价 值 观 念 、
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物质 载 体
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对公平正
义 的 追 求 、 对 为 民 情 怀 的 践 行 。
人民法院应把“公平正义”作为
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深刻把
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基本原则，在追求实体公
正的同时强化程序正义，全方位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围绕审
判管理现代化目标，以“质量优
先、兼顾效率、注重效果”为导
向，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深

化数字赋能审判管理改革，通过
构 建 开 放 包 容 的 案 例 指 导 体 系 、
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创新审
判方式方法等途径，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 义 。 紧 扣 “ 效 率 ” 这 一 关 键
词，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
作的新期待，将司法审判事业深
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中，把人民群
众 满 不 满 意 作 为 评 判 审 判 质 效 、
改革成效的标准，以“小案不小
办 ” 的 司 法 担 当 和 “ 如 我 在 诉 ”
的司法理念办好每一起案件，秉
持司法良知，善用群众语言释法
说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同
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价值引
领 功 能 ， 强 化 法 治 实 践 阵 地 建
设 ， 深 化 “ 走 出 去 +请 进 来 ” 普
法模式，通过典型案例发布、巡
回审判等方式，使公平正义可感
可 触 ， 增 强 裁 判 的 社 会 认 同 度 ，
以审判文化引领尊法崇法的良好
社会氛围。

以文润心：和合文化滋养司
法情怀。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化 中 的 核 心 理 念 之 一 ， 其 和 谐 、
融合、共生的哲学智慧为现代司
法注入了新的价值，更能彰显司
法温度的价值维度，也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法治建设既要抓末
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
病”的内在要求。人民法院在纠
纷化解过程中，既应恪守严格公
正司法的法治原则，又应注重吸
收“以和为贵”的治理智慧，创
造性地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多

元共治格局，让传统智慧焕发出
服 务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蓬 勃 生 机 。
我 国 国 情 决 定 了 我 们 不 能 成 为

“诉讼大国”，人民法院应抓好审
判执行主责主业，深刻把握新时
代“枫桥经验”内涵和要求，以

“ 案 结 事 了 人 和 ” 为 基 本 目 标 ，
有机整合社会解纷资源，探索推
进 前 端 源 头 预 防 、 中 端 多 元 解
纷 、 末 端 综 合 治 理 的 “ 三 端 共
治 ” 解 纷 模 式 ， 以 法 治 “ 小 切
口 ” 撬 动 社 会 治 理 “ 大 格 局 ”。
把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建
设 作 为 传 播 和 合 文 化 的 重 要 阵
地，利用法庭贴近群众的特性和
居于化解矛盾纠纷、服务群众第
一 线 的 优 势 ， 积 极 延 伸 司 法 职
能，协同其他调解力量，助推矛
盾纠纷解决机制在最基层发挥实
效，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管理再到
社会治理，实现“审理一案、治
理一片”的效果，为社会善治夯
实法治根基。

以文立心：廉洁文化构筑司
法防线。廉洁文化是司法伦理的
价值认同，也是司法事业长青的
根 本 保 证 。 人 民 法 院 通 过 构 建
多 维 度 的 廉 政 教 育 体 系 ， 以 文
化 浸 润 与 价 值 引 导 ， 将 廉 洁 要
求 内 化 为 干 警 的 价 值 追 求 与 行
为 自 觉 ， 筑 牢 拒 腐 防 变 的 思 想
防 线 。 深 入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廉
政 文 化 教 育 活 动 ，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 廉 洁 文 化 的 重 要 论 述 精
神，锲而不舍地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开展党规党纪、职

业行为规范等教育活动，通过组
织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旁听职
务犯罪庭审、走进廉政教育基地
等方式，警醒干警绷紧纪律规矩
之弦，牢记红线不可逾越、底线
不 可 突 破 ， 夯 实 廉 政 的 思 想 根
基。多维度打造法院廉洁文化教
育阵地，通过设置清廉文化宣传
角 、 培 育 支 部 清 廉 品 牌 等 形 式 ，
坚 持 点 、 线 、 面 结 合 做 好 “ 廉 +
文化”文章，全面营造崇廉拒腐
的良好风气，以文化人提升司法
廉洁。始终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
正 风 肃 纪 ， 全 面 从 严 管 党 治 院 ，
把 稳 司 法 审 判 风 清 气 正 的 航 向 ，
严 格 落 实 “ 一 岗 双 责 ”、 述 职 述
廉、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狠抓
防 止 干 预 司 法 “ 三 个 规 定 ”、 新
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等铁
规禁令，着力打造廉洁文化。加
强审判规范化建设，完善司法问
责制度规范，结合大数据及时发
现和纠治司法不规范行为，以制
度促规范、保廉洁。

法 治 长 风 起 ， 文 化 正 当 时 。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应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植传统文化沃
土，奏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时
代强音，激发公正司法之澎湃动
能，以文化之力塑司法之魂，用
审判执行现代化实践丰富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内涵，为推进审判工
作现代化注入文化凝聚力与精神
推动力。

（作者系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
院院长）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作为体育产
业核心要素，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 《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 全面落实特别是新修
订的体育法的贯彻实施，我国体育
赛事市场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
体育赛事转播权、冠名权、数据资
产等开发仍受制于法律确权模糊、
交易机制滞后、侵权治理不足等法
治困局，阻碍了体育产业的转型升
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南师
范大学副研究员宋雅馨出版了专著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价值实现的法
治 之 维》（法 律 出 版 社 2025 年
版）， 构 建 了 “ 识 别 — 流 转 — 保
护”三位一体的体育赛事无形资产
保护法治路径。在理论层面提出转
播权“数据财产权”定性方案；在
制度层面借鉴 NBA 转播权集体销
售等国际经验，探索统一交易规
则 ； 在 技 术 层 面 厘 清 体 育 NFT

（非同质化代币） 著作权边界，建
立区块链合规框架。该书的问世，
一是可为制度建设的理论探讨提供
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创新了产权交
易理论框架，破解了行政主导资源
配置难题；三是推动国际标准协
同，为体育产业区域合作提供参
考；四是通过法治赋能全产业链，
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

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从 理 论 定 位 到 制 度 生
成：概念体系的认知框架及
其理论拓展

当前我国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价
值实现的法治化进程面临三重挑
战：一是概念体系混乱，赛事标志
权、转播权、承办权等权益交叉混
用导致确权困难；二是流转机制梗
阻，行政资源垄断、产权交易平台滞
后制约新兴资产价值释放；三是法
律保护断层，转播权作品属性争议、
中小赛事维权困境、数字资产合规
风险等问题突出，现行制度应对不
足。针对以上问题，该书以“概念
解构—问题成因—经验借鉴—路径
创新”四部分为纵向逻辑主线，构
建了完整的分析体系，以求在我国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价值实现的进程
中，为权属明晰、交易畅通、法律
保障充分的新型治理范式提供借
鉴。首先，概念解构部分确立了三
大核心任务：通过对比学界与实务
界对“体育无形资产”的定义，提
炼 出 “ 非 实 物 形 态 ”“ 经 济 效 益
性 ”“ 主 体 支 配 性 ” 三 大 核 心 要
素，指出国内研究存在概念混乱与
实证不足的双重矛盾，提出“规范
到秩序”“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转
型。其次，问题成因部分系统分析
了中国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开发的突
出问题及成因，构建“识别—流
转”二维分析框架，揭示中国体育
赛事无形资产开发的两大症结：转
播权、标志权等核心资产因技术革
新面临多样化侵权；政府主导的体
育产权交易平台因产权流转受限，
陷入交易量低迷困境。再次，经验
借鉴部分通过分析商业赛事典型案
例提出我国需构建“法律框架+国
际合作”模式，推动业界惯例向成
文法转化，建立体育仲裁专项机
制。然后以奥运会、亚运会为样
本，剖析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
司法保护的“双轨”机制。此外，
还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引发的法律变

革，以“胖虎打疫苗案”和爱马仕
诉 MetaBirkins 案 为 镜 ， 指 出 数 字
藏品的法律性质模糊性及平台责任
边界。最后，在路径创新部分，以
翔实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案例为基
础，综合前三部分系统探讨了中国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法律保护的现
状、问题，最终提出优化路径。该
部分紧扣“法治保障”这一核心命
题，从主体关系协调、法律体系完
善、司法执法效能提升以及资源交
易法治化四大维度展开论述。

从概念重释到实证深耕：
体育法治研究的范式转型

体育赛事无形资产概念体系的
多维解析与整合。作者从“体育无
形资产”概念入手，综合实务界与
理论界对该概念的定义，分析并提
炼出共性要素即“特定主体支配、
非实物形态且能持续产生经济效益
的体育资源”，并进一步区分其独
特性，即依附于赛事实践、具有时
效性与垄断性。通过解构转播权、
冠名权、赛事数据等核心资产的权
属争议与法律属性，结合国内外典
型案例，揭示了无形资产开发中的
权利边界模糊、交易机制滞后等深
层矛盾。并将赛事无形资产划分为

“知识产权类”“合同权益类”与
“数据资产类”，厘清了长期存在的
概念交叉问题。

该书的学术价值更体现在对新
兴权益的前瞻性界定上。面对数字
时代赛事数据权益的复杂性，作者
突破传统知识产权法框架，认同

“有限排他性”理论。通过“新浪
诉凤凰网案”“CBA 数据纠纷案”
等典型案例，深入阐释司法实践中
因概念模糊导致的裁判分歧，主张
以“独创性动态标准”重构赛事转
播权，根据赛事类型 （对抗性/艺
术性） 差异，灵活适用著作权法或
反不正当竞争法，形成“问题—概
念—规则”的闭环论证体系。这种
理论建构不仅有效解决数据开发与
权利保护的平衡难题，更延伸至奥

运会、亚运会等大型赛事标志保护
的立法比较研究，特别是对数字藏
品 NFT 交 易 风 险 的 前 瞻 性 探 讨 ，
成功突破传统体育法学研究边界，
在知识产权、数据治理与数字经济
领域实现多维度学科交叉，为体育
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兼具理论深
度与实践价值的学理支撑。

多维立体的实证研究路径。该
书突破单一学科局限，聚焦体育产
业与法律、经济、技术的深度融
合，以跨学科视角构建了体育赛事
无形资产开发与保护的立体化框
架。并以数十份司法判例、商业合
同与行政处罚案例为基础，实证揭
示产权归属不清、隐性营销等核心
矛盾。通过域外案例对比，凸显合
同效力与市场规则作用，同时附上
京津冀、长三角体育产权交易数据
增强论证可信度。纵向梳理体育法
修订至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的制度演进，横向对比欧盟 《体育
法典》 与美国“豪威测试”标准，
展现我国“行政—司法”双轨保护
特色与全球规则博弈。形成了案例
锚定问题、数据验证效果、政策提
供路径的立体研究范式。

从 规 则 重 构 到 风 险 治
理：体育数字、NFT 合规与
监管创新

该书首次将数字藏品作为专章
进行系统性研究，结合国际国内实
践与法律争议，展示了这一新兴领
域的发展动态与法治挑战。

其一，聚焦体育领域数字藏品
的独特价值与技术融合。系统剖析
了体育赛事数字藏品作为“原生体
育资产数字化表达”的核心特征，
通过区块链技术将赛事高光时刻、
球星形象、数字门票等转化为唯一
数字凭证，突破了传统纪念品的单
一收藏属性，赋予其实用价值与商
业潜力。例如，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通过 NFT 记录赛点信息并与奖
励挂钩，阿迪达斯以 NFT 链接元
宇 宙 体 验 ， 展 现 了 “ 体 育 +区 块

链”的跨界创新模式，为赛事营销
与粉丝互动开辟了新路径。

其二，首次整合国内外典型案
例并揭示法律规则重构需求。以国
内“胖虎打疫苗案”（界定 NFT 交
易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与国际案
例 （如爱马仕诉罗思柴尔德商标侵
权 案 、 朱 恩 · 弗 里 尔 诉 Dapper
Labs 证券属性争议案） 为切入点，
系统分析了体育 NFT 的法律模糊
性。例如，耐克诉 StockX 案警示
商标滥用风险等。通过对比不同法
域判例，提出“NFT 法律性质取
决于当事人约定”，挑战传统物权
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逻辑，并为平
台责任 （如“通知—删除”义务）
与合规治理提供实操指引。

其三，前瞻性探讨监管趋势
与公共利益平衡。该书引入美国
法院在涉及加密货币的案件中广
泛使用“豪威测试”来分析 NFT
证券化风险，提出美国对未注册
证券的审查动向，为跨境合规提
供参考。同时，创新性提出体育
NFT 开发需兼顾知识产权保护与
公共利益，例如对公有领域赛事
信息的合法使用需尊重著作人格
权等。这些讨论不仅完善了国内
研究的不足，更为体育赛事无形
资产的规范化开发与风险防控构
建了多维分析框架。

该书汇总和分析了百篇国内外
案例，结合商业性体育赛事与大型
综合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开发形成
的立法、司法与执法经验，同时把
握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开发
的新趋势及所面临的新型法律风
险，提出理顺主体关系、明确规则
框架、规范交易平台等系列举措建
议，破解了我国体育赛事无形资产
保护的法治困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
育科学学院）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棋士》 以围棋为隐喻，
通过主人公崔业 （王宝强饰） 从普通围棋老师逐
步堕入犯罪深渊，被身为警察的哥哥崔伟 （陈明
昊饰） 穷追不舍，最终兄弟二人走向黑白殊途的
故事，展现了人性与法律、道德与生存的复杂博
弈。在被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为剧中小
人物因各种原因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叹息的同时，
也对其所涉违法犯罪问题有所思考。

被罪犯挟持期间帮助罪犯脱逃，构成
窝藏、包庇罪

崔业在信用社取钱时遭遇抢劫，被劫匪挟持
为人质。为了保命，他凭借围棋思维，帮助劫匪
规划逃跑路线，躲避警方追捕。崔业明知劫匪实
施犯罪，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抓捕时，为
其主动规划逃跑路线，指明逃跑车辆，为犯罪分
子逃跑创造条件，从而帮助犯罪分子躲避刑事处
罚，符合窝藏、包庇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三百
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
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此规
定，崔业构成窝藏、包庇罪。

以“李代桃僵”的方式转移警方视
线，构成窝藏、包庇罪

崔业在得知夏生一伙人早先绑架了信用社员
工秦晓铭，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后，最终决定放走
秦晓铭。释放人质过程中，夏生失手杀害了秦晓
铭，崔业通过“李代桃僵”的围棋思维制造秦晓
铭伪罪潜逃的假象，转移警方视线，掩盖夏生是
真罪犯的事实。崔业明知夏生是抢劫信用社的犯
罪分子，仍为夏生提供住所，且故意设计“假罪
犯”秦晓铭已死亡的假象，严重侵害了司法机关
的正常刑事诉讼活动，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之
规定，构成窝藏、包庇罪。

帮助犯罪分子掩埋尸体躲避警方侦
查，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崔业在得知夏生失手杀害秦晓铭后，与夏生
一起将秦晓铭尸体掩埋在崔业父亲的坟边，以躲
避警方侦查。崔业明知夏生是导致秦晓铭死亡的
当事人，仍与其共谋，将可能证明夏生犯罪的证
据 （秦晓铭的尸体） 予以掩埋，动机卑劣，且夏
生系重大案件的当事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帮助当事人毁

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之规定，崔业此行为构成帮助毁灭
证据罪。

依据掌握的“黑料”敲诈勒索，构成
敲诈勒索罪

崔业掌握了王红羽洗钱、走私的证据，与夏
生共同策划实施，并成功勒索王红羽 300 万元，
两人均分所得赃款。崔业和夏生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以掌握的他人犯罪的证据相要挟，要求对方
支付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
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之规定，两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崔
业系敲诈勒索罪的主犯，所犯罪行属于敲诈勒索
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崔业为给儿子治病，找放高利贷的刘
庆隆欲借 80 万元，未借到款后，联系夏生、一
只耳组成犯罪集团，策划并成功敲诈易叔 500 万
元，同样构成敲诈勒索罪，系主犯，应与其他罪
名数罪并罚。

家人隐瞒犯罪所得并使用，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棋士》 结局为公众留下了众多悬念，崔业
妻子高淑华在监狱探望崔业时，向崔业深深地
鞠了一躬；电视剧结局时给鱼缸和崔业的外套
口袋一个特写。两处悬念让人联想到崔业在与
一只耳搏斗时烧掉的那只箱子里装的并不是真
钱，有可能也是崔业“李代桃僵”的一步棋，
而 崔 业 敲 诈 勒 索 的 500 万 元 可 能 被 高 淑 华 取
走，用来给儿子看病了。如果此种假设属实，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
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
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之规定，高淑华明知崔业给她
的钱财系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饰、隐瞒，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电视剧 《棋士》 通
过小人物的困境与挣扎，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引
人入胜、动人心魄的悬疑故事，同时也让我们
看到，不管人生如何挣扎，始终不能触碰法律
的红线。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棋士》中的
法律问题探析

杨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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