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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篮球联赛不规范动作导致直接运动损伤法律责

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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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 体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　沈阳　110013）

摘　要：目前，我国职业篮球联赛在新的鼓励对抗的原则下，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也有一些运动员通过不规范的对抗动作造成对方的球员

甚至影响比赛的关键球员直接运动损伤，导致该球员短时期内不能参加比赛，以达到违规球员所在球队获胜的目的。在2021-2022赛季，

我 国篮球职业联赛针对不规范动作曾经做出了在篮球与联赛规则内的最高处罚，而在法律层面上，并未有针对不规范动作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相应法律责任。本文就以职业联赛常见的不规范动作所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分析，探讨关于运动员在职业联赛中不规范动作的是

否存在过错，以达到规范运动员行为，提高整个联赛水平与体育文化产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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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in the new encourage confront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level gradually improve some 

of the athletes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used by the movements of the non-standard against other players or even influence the direct injury of key players, 

leading to the player out for the short ter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offending player team win. In the 2021-2022 season, the Chinese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has issued the highest penalty within the basketball and league rules for irregular movements, but in the legal level,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irregular movements that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common irregular actions in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and discusses whether there are cardinal sins in the irregular actions of athletes in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andardizing the behavior of athlete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he whole league and the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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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篮球职业联赛中不规范动作现状

篮球运动在 1891 年被奈史密斯博士发明以来，就被快速传播。

职业篮球联赛创办于 1946 年，由美国发起并最终发展为 NBA。相

比于其他项目，篮球职业联赛有着鲜明特点 ：首先相比于足球，关

键球员可以再比赛中无限放大其关键作用，比较典型的有 90 年代

中国女篮郑海霞与新世纪初男篮的姚明。在 NBA 中也有这相似的

情况，比较典型的有公牛队的乔丹，与达拉斯小牛队的诺维斯基。

其次，现在各大职业篮球联赛的赛程比较统一，均为常规赛后，根

据排名开展季后赛并最终决定当赛季的冠军归属，这样一来在季后

赛中因关键球员的直接受伤的轻微伤病导致的缺席极有可能缺席整

个后续系列赛，大概率影响季后赛当前走势，从而实现了某些违规

球员的企图。

在最近的篮球职业联赛中，不规范动作以对手在投篮时或者

其他空中动作时违规防守球员在对手脚部落地处形成不平整地面为

主，其中以投篮后垫脚为主要的违规的手段。在 NBA 比较典型的

有 16-17 赛季季后赛西部决赛第一场比赛中，第三节金州勇士队帕

楚利亚通过垫脚行为造成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绝对核心球员伦纳德左

脚踝关节发生 90 度的扭转，缺席整个后续比赛。这是垫脚行为首

次引发大范围的争议，当时比赛裁判仅仅判罚普通犯规，而马刺队

却在关键球员伤退后被大比分逆转，输掉系列赛，并获得了当年的

NBA 总冠军。而后这种行为在 NBA 联盟中逐渐的传播。在此之前，

只有世纪之初的马刺队球员鲍文防守球员时曾经常态化的垫脚。可

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大部分明星球员也有着这种动作，并且由季后

赛大量出现垫脚动作逐步出现在常规赛。例如 NBA 球星詹姆斯在

整个职业生涯就出现过多次垫脚行为，其中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

就是在 2012-13 赛季当时身处迈阿密热火的詹姆斯在季后赛对阵印

第安纳步行者队时，步行者队当家球星丹尼·格兰杰因詹姆斯的垫

脚行为而受伤离场，并缺席后续比赛。目前效力于密尔沃基雄鹿队

的阿德托昆博也曾经多次有过垫脚行为，比较著名的是 2018-2019

赛季，阿德托昆博垫脚在常规赛垫脚当时纽约尼克斯的当家球星波

尔津吉斯，造成该球员赛季报销，2020-2021 赛季季后赛对阵布鲁

克林篮网队，多次垫脚篮网当家球星欧文，在雄鹿队落后两场的情

况下，2021 年 6 月 14 日的比赛中直接造成欧文赛季报销，随后雄

鹿队赢得整个系列赛，最终获得总冠军。

在中国篮球职业联赛中，垫脚而导致受伤的行为最近也频繁

出现。2022 年 10 月 28 日，广东对阵新疆的比赛中，第一节比赛

中，新疆队球员伊力福拉提垫脚广东队当家球星赵睿，造成后者当

场受伤离场，缺席后续比赛。在女子职业联赛中，最为著名的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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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12 月 5 日，WCBA 常规赛第五轮的比赛中，比赛进行到

第四节，FUSC 联队 21 号谷宜瞳垫脚江苏队 16 号队员孙丽，造成

后者当场离场，医院检查后发现三处骨折，并赛季报销，也许会造

成该球员的提前退役。

二、当前法律对对抗性运动中受伤责任划分

目前我国法律在对抗性运动损伤的划分根据在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的 1176 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因其它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

者承担责任 ;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这里是风险自担原则首次在法律中呈现，而篮球运动作为

对抗性极强的运动发生受伤的概率也比较高。最新的案例有陈某、

徐某健康权纠纷（（2022）鄂 02 民终 1793 号），作为爱好者在篮球

运动之中直接受伤的案件并不罕见，但是作为在篮球职业联赛中的

垫脚行为案例基本为零，作为行为主体是否有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行为应该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三、不规范动作与不当得利关系分析

1. 不当得利与不规范动作之间是否有必然性联系

在上诉诸多篮球职业联赛的垫脚行为中，首先我们可以确定

客观事实为行为主体所做出的客观行为已经造成了行为对象的直接

受伤，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脚踝损伤鉴

定为轻微伤。

那么由于球员的受伤导致的后续比赛中的获利行为是否也是

垫脚所带来的不当得利目前还存在着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篮球比

赛中胜负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中运动员的受伤也是不确定的因

素之一，最终比赛的胜负是无法通过一名运动员的受伤离场所决定，

毕竟比赛并未因为核心球员的离场而直接判负，而且受伤离场后也

有这高度不确定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职业篮球联赛不同于不同业

余篮球联赛，在职业篮球联赛中作为职业运动员应该具备对比赛形

势的判断，对方核心主力的离场完全可以影响一场比赛的结果，并

且在实际的案例中，有着大量因球队主力球员离场或者没有上场而

导致的球队失利，这样一来可以理解为垫脚的行为可以直接导致对

方主力球员受伤离场，间接影响了比赛的胜负，还有在比较重要的

季后赛之中，因垫脚行为导致主力球员无法在后续比赛之中出场直

接影响了整个系列赛的走势，所以，第二种观点认为职业篮球联赛

中不当得利与球员的不规范动作有着必然性联系。

2. 行为主体对本身不规范动作是否存在主观认识

根据两种观点的不同，那么对行为主体的不规范的动作也是

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篮球运动中，不规范的动作是否会导致球员的

受伤是否为行为主体的主观故意也存在着争议，争议的关键在于这

种不规范动作是否为篮球比赛中正常出现的防守动作，这种不规范

的动作是否会把进攻球员置于危险之中。

第一种观点认为篮球比赛的防守动作并未有法定动作，防守

球员的动作都是为了防守而进行的篮球动作，并没有造成进攻球员

受伤的故意及过失，而且对抗性运动本身就有这风险自担原则，普

通的犯规行为也会有着一些受伤风险，所以防守球员并未存在的过

错。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职业篮球比赛中，垫脚行为完全是把进攻

方球员置于危险之中，在进攻方从空中落地，或者脚部的前进路线

上人为的设置阻碍，会极大程度的造成进攻球员的脚踝损伤，并且

在投篮中垫脚的行为中，防守球员完全没有干扰进攻球员在篮球出

手前的投篮动作，而是在进攻球员在篮球出手后落地这一空间造成

危险，无法认定这是一种正常的篮球防守动作。同时在一场职业篮

球比赛中，绝大部分的防守并未出现垫脚这种不规范的动作，而且

在最近的 CBA 联赛中已经对垫脚行为作为恶意行为处理，裁判会

直接认定做出垫脚行为的防守球员恶意犯规。那么根据篮球比赛的

相应统计与目前 CBA 联赛对垫脚行为认定，防守球员的垫脚行为

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过错的行为。

四、认定不规范动作为过错行为的必要性

职业篮球联赛作为一种以篮球运动为基础的开展的职业联赛，

有着宣传与发展相关体育产业的任务，同时也是我国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中，提出了

振兴“三大球”的工程，与本文相关的有加强篮球协会公信力建设，

打造高水平国家队与推动篮球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一

体化建设等。那么这样一来在篮球产业的核心即 CBA 联赛中出现

不规范的动作导致明星球员的受伤会直接引发篮球产业的一系列影

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直接影响了 CBA 的收视率与商业价值，最明

显的例子在于 2021-2022 赛季 CBA 季后赛的对决中，浙江广厦篮

球队在半决赛对阵上海队的过程中，浙江广厦主力核心明星球员

胡金秋在第二回合中脾脏受伤（意外受伤，这里仅讨论球员受伤

对 CBA 的影响），导致直接缺席后续比赛，而且在总决赛对阵辽宁

队比赛中，由于主力明星球员的离场，整个总决赛变成了一边倒的

比赛，收视率远低于同样是半决赛的辽宁队对阵广东队的比赛。同

样在 NBA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最为明显且直接的例子就是 2020-

2021 赛季，雄鹿队队员在整个季后赛中多次垫脚对方球队主力球

员，甚至被称为了“垫脚大队”，导致后续 NBA 季后赛收视率的下降。

第二就是间接影响了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职业动作从而导致国

家队成绩下降，作为垫脚等不规范行为在本国职业联赛的频繁出现

且并未引起重视，职业篮球运动员对自己的防守动作会进一步的放

任，而在国际赛场上，其他国家的规范防守动作对中国国家对造成

了强大的压力，而中国国家队由于本身防守动作的不规范而频频被

吹罚犯规，造成了在最近的篮球亚洲杯中，中国男子篮球队仅取得

了第八名的历史最差成绩。

第三就是对全民健身运动及体育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职业篮球联赛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青少

年对不规范的动作的习以为常会导致青少年及其他热爱篮球的爱好

者对篮球运动本质的质疑，在平时的训练中也会学习不规范的动作，

而忽视了篮球本身的正规动作，对学习篮球不利的影响。甚至说，

通过不规范的动作导致了不当得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了一种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的十分不利的影响，认定不规范动作为过错行为会

直接强有力地约束了职业篮球运动员的防守动作，从而大幅度降低

甚至消除上述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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