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5355-536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66   

文章引用: 唐聪煊, 王奇奇. 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评价与监督体系构建[J]. 法学, 2023, 11(6): 5355-5361.  
DOI: 10.12677/ojls.2023.116766 

 
 

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评价与监督体系构建 
——来自美国体操的思考 

唐聪煊1，王奇奇2 
1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贵州 贵阳 
2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12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4日 

 
 

 
摘  要 

美国体操队队医在工作的几十年期间性侵五百多名运动员，体育界此类性侵丑闻不在少数。导致美国运

动员遭受队医、教练性侵的原因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沉默，更是由于对队医、教练等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

责人员的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监督力度不足。国内学者已经对美国性侵事件的背景、原因进行了详细分

析与阐述，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包括对运动员加强教育、对其他体育从业者严格把控、构建性侵事件风

险规避制度、构建强硬处罚措施。但这些解决措施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在文章中篇幅占比小，操作性

可能性小，缺乏系统的可实际操作的监督与评价制度体系。本文旨在提高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健全对教

练、队医等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监督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种类、大小以及处罚方式，以此保

证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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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decades of work, the American gymnastics team doctors sexually assaulted over 500 ath-
letes and such sexual assault scandals are not uncommon in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reason why 
American athletes suffer from sexual assault by team doctors and coache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silence of athletes, but also due to the inadequate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pervision of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athletes such as team doctors and coache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sexual assault in-
c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posed solutions mainly include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for ath-
letes, strictly controlling other sports practitioners, building a risk avoidance system for sexual as-
sault incidents, and establishing tough punishment measures. However, these solutions have more 
breadth but less depth, accounting for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article’s length and operability, 
and lack a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aims to improve 
pertinence and operability,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coaches, team doctors, and oth-
er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athletes,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types, sizes, 
and punish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athletes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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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是祖国繁荣强大的希望，国家运动员更是为祖国争光的重要力量，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

所以，保障运动员健康训练、快乐成长是国家不可推脱的责任。美国性侵丑闻让人唏嘘，如此多的运动

员在职业生涯中遭受磨难，而教练、队医等人却逍遥法外，践踏道德的底线。纳萨尔性侵运动员事件是

美国体育界的一大悲剧[1]。他不仅损害了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而且还损害了体育界的形象和声誉。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运动员的保护，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

体育界内部不良行为的打击，从源头上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2. 性侵远动员事件之概述 

2.1. 性侵事件的内涵 

美国体操队医纳萨尔性侵运动员事件是近年来体育界最为震惊的事件之一，此丑闻在 2016 年被曝光

后，如何保障运动员权益成为了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学者对运动员遭受性侵的原因、特征以及发生

场所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运动员遭受性侵的特征包括持续时间长、隐蔽性强、受害人年龄小、人数多等。罗毅歌提出此类案

件存在作案时间长、情节恶劣、危害后果极其严重，被侵害的对象年龄小、人数多且无性别差异等特征[2]。
王桢等在研究中指出，受害人由于未成年年龄小、认知不足、心智尚未成熟，不能准确认识性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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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认为教练员、队医是在教授自己运动技术或治疗伤病。同时还指出，教练人员自身道德低下、品德

败坏、体育领域功利化、性侵证据难以收集与保存等问题使得侵犯之人有恃无恐，此类案件频繁发生[3]。
丁红娜等认为，侵犯者与被侵犯运动员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平等的，运动员是弱势群体，并且，侵犯

者通常能决定运动员能否参赛以及参加何种级别的比赛，掌握运动员的命运[4]。所以，被侵犯的运动

员通常选择隐忍，这也是侵犯者屡试不爽的原因。刘龙在研究中指出，侵犯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教练员、

管理者、队医等掌握权力的人员，还有体制异化，被侵犯者的呼声往往被协会忽视，侵犯者却仍然带队

参赛[5]。 

2.2. 现行解决办法之困境 

在对运动员遭受性侵案件的特征、危害等问题充分研究后，学者提出了很多的预防建议。刘龙在研

究中提出要加强未成年女性运动员性保护教育、强化体育从业者道德品质、对侵犯者实施严厉惩罚等建

议。陈林会等提出转变体操发展观念、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监督作用等建议[6]。周青山认为，运动员遭

受侵犯案件有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特征，所以需要完善相关的诉讼规范，为遭受侵犯的运动员提

供可行的救济道路[7]。肖姗姗从实体法方面提出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权

利倾斜，并落实在《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与未成年运动员相关的法律中[8]。同时，还提出要扩

大实施侵犯者的从业禁止范围，扩大适用对象，限制实施侵犯者从事体育行业的机会。学者的预防建议

虽多，并且涉及面也很广，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缺乏体系性与操作性。学者提出的解决运动员遭受性侵的办法通常涉及对相关主体的管理与

制度的构建，涵盖范围广，解决措施多，但并未形成体系，相互之间没有配合，难以为运动员提供周全

的保护，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学者提出要强化体育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但只是

倡导体育从业者要树立正确价值观，摒弃私欲，热爱工作，做到“爱吾女以及人之女”，这样只能在道

德层面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提出要求，没有任何强制力和监督功能。 
第二，针对性不强。学者的意见通常既针对受害人，又针对被害人，还针对现有制度，在论证篇幅

短的情形下就形成了针对性弱的缺点。运动员遭受性侵最大的因素是加害人道德败坏，冲破法律规制，

造成运动员身体与心理的损伤。其次，制度的监督与规制力不足亦是造成运动员被性侵惨案的重要因素，

权力没有制度的规制，那将是损害公民权利的利剑。所以，避免运动员遭受性侵的解决办法应该从针对

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下手。 

3.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法律评价体系构建 

3.1. 法律评价体系法律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

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全社会应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法治实

践，自觉成为宪法、法律的忠诚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决捍卫者，使法律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制度保

障，使法律成为运动员健康成长的坚实后盾。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法律评价体系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三个方面构建，使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违法行为得到完整的法律评价，使其

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合理的谴责与处罚。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为运动员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2. 刑事违法评价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了强奸罪，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了负有照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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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性侵罪，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刑法根据犯罪行为人侵害的未成年人的性

别和年龄对罪名进行了区分，构建了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系，整体呈现犯罪行为人侵害对象的年纪越小，

所受刑罚处罚越重的趋势。 
立法需要增强针对性，暴力行为以及违背意志并非所有强奸类型所需要的犯罪构成要件，因为法律

采取家长主义原则，否定了十四岁以下女性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权利。所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对不满十

四周岁的女性运动员奸淫时以强奸罪论处，处以相应刑罚，并且奸淫行为包括性行为但不局限于此，只

要对十四周岁以下女性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性的自主发育权造成危害的行为均构成强奸罪。负有照护职

责人员对不满十周岁的女性运动员奸淫时以强奸罪论处，并加重处罚，不满十周岁幼女是法律规定的加

重处罚情形。若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不满十四周岁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的，

以猥亵儿童罪论处。猥亵儿童罪中既包含女童，也包括男童，但强奸罪中的幼童不包括男童。负有照护

职责人员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女性运动员发生性行为时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论处，若

同时构成强奸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并且，负有照护职责人员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

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行为是否得到该未成年女性运动员的同意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无需考虑。因为本

罪侵害的法益是该未成年女性运动员的性自主发育的权利，而非性自主决定权。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对十

六周岁以上的女性运动员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该女性运动员，发生性关系时，以强奸罪论处。 
该刑法评价体系包含了对十四周岁以下男性、女性运动员，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女性运动员以及

十六周岁以上女性运动员的保护。同时，运动员年轻化是体育运动的常态，该评价体系对运动员保护具

有重大意义。 

3.3. 行政违法评价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具有适用的明确性和谦抑性的特征，除了因为刑法处罚的严厉性，还因为

刑法规制的范围局限于犯罪行为，不能对所有的违法行为进行评价。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

三条规定，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处缩小了犯罪行为的范围，将需要配

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的范围外。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需要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配合，才能在节约司法资源的情况下，保障人权，打击违法犯罪。 
行政违法是指违反行政法规，承担行政责任的违法行为，包括职务过错与行政过错。职务过错是指

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导致国家利益、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但没有达到渎职犯罪的程度。

行政过错是指公民、法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是构成行政违法的一切主观要件与客

观要件的总和。行为人主观上有违反行政法规的故意或过失。客观上实施了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包括

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若对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应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评价，对该人员处以警告、通报批评、

罚款、暂扣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证件、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坚决抵制，

以此保障运动员的发展。 

3.4. 民事违法评价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并且对于初次实施违反行政管理法规、造成

危害结果轻微、认真悔过以及实施违法行政管理法规、没有造成危害结果、认真悔过的违法行为，行政

法不予处罚。但是，无论违法程度是否严重，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了确实的侵害，应该以弥补被害人

的损失，恢复原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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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公民的权利法，是涉及市民生活各方面的法律，是以弥补损失，恢复

原本状态为目的的法律，能够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当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

员实施了侵害行为，但不能评价为犯罪行为或者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时，运动员及其监护人可以请求实施

侵害的人按照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例如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以此保障运动员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人格

权，以及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人格利益。 

4.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监督体系构建 

4.1. 定期考核制度 

定期考核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周期与固定的程序、标准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

情况对其奖惩的制度。但当前对对运动员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考核制度存在顶层设计不优化，考察体系

不够完善；考察主体不明晰，考察权力重叠不统一；考核内容不科学，标准模糊难操作；考核结果不区

分，奖惩不明力不足等问题[9]。可以以一个月为固定期限，根据运动员的身体心理状况、运动员的理论

知识的储备情况、运动员运用能力情况、工作情况，设立优秀、基本称职、不称职三个标准，对负有照

护职责人员进行定期考核。严明赏罚奖惩制度，对于不称职人员通过降低工资、降低职位、辞退、吊销

相关证件等从轻到重予以惩罚。对于基本称职人员通过邀请培训、精神奖励、少量物质奖励酌情予以奖

励。对于优秀人员通过公开表扬、一定金额的物质奖励、提升工资、提升职位、授予勋章逐级予以奖励。 
在定期考核中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状况是运动训练最基础的条件，所以赋予运动员的身体心理状况考

察百分之五十的权重。运动员的理论知识的储备情况、运动员运用能力情况由于受到运动员自身学习能

力的影响，考察结果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努力，所以赋予其百分之二十的权重。最后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工作情况赋予百分之三十的权重。综合考核结果为九十五分以上为优秀人员，为六十

到九十五分之间为基本称职，不足六十分的为不称职人员，并严格以考察结果为依据进行奖励与处罚。 
定期考核有利于检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工作情况，保证其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履行职责，主动传

授理论知识。定期考核有利于保障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定期对运动员进行身体外部检测与心理测试，确

保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发展。定期考核做到奖惩严明，有利于去除队伍害虫，提高工

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队伍的凝聚力，是队伍获得优秀成绩的重要制度保障。 

4.1.1. 运动员身心状况的考核 
运动员是体育教育事业的核心，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应该树立服务运动员的意识，在训练过程中关注

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以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为首位。 
每月定期邀请队外医生对运动员身体进行检查，心理进行测试，保障运动员没有遭受殴打、体罚、

猥亵、性侵等身体伤害，保证运动员没有遭受威胁、恐吓而产生抑郁、精神分裂等心理损伤。将检测结

果提交运动队伍负责人以及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异样结果进行审查，以此为依据对负有照护职责人

员进行考核。 

4.1.2. 运动员理论知识储备与运用能力的考核 
运动员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员是因为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运动训练中，职业运动员甚至放弃了义务

教育，从小就开始投身运动训练之中。所以，运动员在训练期间的理论知识储备和运用能力可以作为训

练成效的考核标准。 
每月定期采取闭卷的方式进行理论知识测试，根据运动员的分数判断本月的理论学习状况。每月定

期举行专项测试，观察运动员将理论知识转实际运用的能力。其次，将两项成绩记录在案，对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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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运用理论知识有困难的运动员要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及时辅导，随时跟进，及时了解每一位运

动员学习与运用理论知识的情况。 

4.1.3.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工作情况的考核 
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考核不仅停留在理论知识与自身技术水平上，还要加强对核心价值目标的培

养。以教练为例，首先教练要“明大德”，不能将工作的负面情绪带入培训之中，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

识；其次教练要“守公德”，严格规制自身行为，禁止随地吐痰、公共场所抽烟等不文明行为；最后，

教练要“严私德”，不得早退，不得迟到，要严于律己，敢于改正[10]。这些品德也是其他对运动员负有

照护职责的人员需要具备的，例如管理人员、队医等。 
队伍“一把手”定期带头组织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互评，以此达到监督的目的，既

可以相互交流，交换工作经验，又可以提出建议，指出不足。其次，队伍的领导组织队伍对负有照顾职

责人员的工作进行突击检查，根据突击检查时的工作情况对其进行考核，突出突击检查的重要地位，让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在工作中不敢轻易怠慢。 

4.2. 任期收入审核制度 

权力若不装进制度的笼子就会滋生腐败。教练利用职务便利向运动员索取财务，以此保证运动员的

首发比赛机会等，此类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事件比比皆是。所以，任期收入审核制度极其重要，是对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在任期间收入合法合理性的审查。审计监督是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权力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11]。任期收入审核制度同样可以运用到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监督过程中，对其权力的制

约，运动员权益的保障，反腐败工作的开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审计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良好的政治体

制保障和相应的部门支撑，所以要增强审计权限、组织、人员的独立性，健全审计结果公布程序。 
任期收入审核制度不仅有利于减少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确保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还能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为不能满足有权人员的财务欲望而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以此保证运

动员机会均等且公平正义。 

4.2.1. 任期收入审核制度独立性的增强方式 
刘渝认为，我国审计制度虽然具有保障人民权益、约束权力的行使以及利于反腐败工作开展等功能，

但审计制度缺乏独立性可导致该制度名副其实，制度功能难以实现[12]。所以，增强任期收入审核制度的

独立性首先要明确审核权限的独立。任期收入审核工作单靠审核人员是难以进行的，需要队伍内领导的

支持，而领导更是任期收入审核的对象。所以要明确收入审核组织的权限，用制度规避队伍领导对审核

工作的干涉，解决队伍领导审核监督困难的问题。 
其次，增强审核组织与人员的独立性。审核组织不能依附于其他部门而存在，否则审核工作会受到

依附部门的影响，导致审核结果被其他部门操控，审核行为流于形式。审核人员的任免由队伍领导集体

任免，破除个别领导掌控审核人员任免的情况，同时审核组织的领导有权向上一级队伍领导汇报情况，

以此解决队伍领导审核监督困难的问题。 

4.2.2. 健全审计结果公布程序 
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在任职期间的收入审核结果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拒绝对内领导人员干涉审核

结果的公布和更改审核结果，对于领导干涉情况记录在案，终身责任。对于不合法的收入要及时将结果

向公安机关、检查机关、监察机关等机关汇报，将审核的材料与信息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以便处理。 
在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再次任免、绩效考核中，任期收入审核结果应该是考虑因素之一，对于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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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人员应该坚决抵制，拒接委任，给予处罚。对于任期收入审核结果没有问题的人员可以再次委任或

给予奖励。 

5. 结语 

美国体操性侵的丑闻不仅是体育界的一大耻辱，更是敲响了体育界的警钟。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

体育强国，需以史为鉴，利用制度避免此类问题在训练过程中发生。在运动训练中，教练、队医等对运

动员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在认知能力、体型、权力等方面相较于运动员都有巨大的优势，部分未成年运

动员甚至不知道队医在实施性侵行为，教练以职业前途、首发位置等理由胁迫运动员与其发生性关系，

利用与上级领导的关系隐瞒真相，这些都是运动员在遭受不公待遇后保持沉默的原因。但对照护人员采

取严密的监督制度与完善的评价方式，不仅可以保证运动员的照护人员是道德品质高尚、专业素质过硬、

教学能力突出的人才，还可以在运动员遭受侵犯后及时发现，避免运动员遭受多次侵害，使侵犯者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责任，使被侵犯者得到相应的保护与赔偿，恢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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