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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视角下运动参赛者声明书的法律分析①

张建森  戴蓓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体育参赛声明书常常设定限制责任条款，以此减轻或免除赛事组织者的责任。在参赛者受到人身伤害时，他(她)

可选择以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为由提出救济。本文针对体育赛事中赛事组织方和运动员签订的运动员参赛声明书，进行法

律效力的分析。综合各家学术观点，本文认为运动员参赛声明书的法律效力依据主要是自甘风险原则，但基于侵权法，本

声明书不能免除赛事管理方的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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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总是存在风险，运动员在训练或比赛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为避免纠纷，赛事方和运动员通
常签订《运动员参赛声明书》，例如某国际马拉松比赛的
运动员申明书：“我自愿参加×年某某国际马拉松比赛……
本人在本次比赛中如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均由本人负责，家
属、遗嘱执行人或有关人员均不能状告本次比赛组委会，
不能以此为由提出索赔要求。”那么，据此运动员是否就
应该承担赛事导致的一切损失？赛事方是否就可以免除一
切责任？抑或，双方责任需要具体区分？鉴于体育的特有
规律与相关法理，本文对此类运动员参赛声明书做出法律
分析，以助体育赛事各方参考。

1  运动员参赛声明书的合理性分析
法律上，含有免责条款的格式合同要有效，除了要满足

合同有效的一般要件外，还要不违反格式合同的特殊要
求。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指出出现下列免责情形无效：
“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
方财产损失的。”据此，运动员参赛证明书很可能被判定
为无效。因此，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由体育法律
中的特殊规定来处理。目前，赛事组织方的免责条款有效
的法理依据，主要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受害人同意免责，
二是公平原则处理，三是自甘风险免责。笔者认为引用“自
甘风险原则”构成运动员参赛声明书中的免责法理依据最
为恰当。
1.1 受害人同意原则

受害人同意，又称受害人承诺。受害人同意原则指被侵害
人事先清晰表示或以法定的默示方式承诺自己负担损害结
果，实施侵害的行为人在被侵害人自愿负担的损害结果范围
内对其实施侵害行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这
个免责事由的最关键构成要素是受害人故意，即主客观行为
都是积极追求某些损害发生在自身上或放任某些损害发生
在自身上，发生与否，都不违背自己的意志[1]。受害人同意必须
有明确具体的内容，所以，受害人同意原则不适用于运动员
参赛声明书。
1.2 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即衡平责任，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

的行为均无过错，然而按照法律规定又不适用无过错责任
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观念，在衡量受害人的损
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和其他状况的基础上，判令对
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但是，“公平责任”原则
不适用于固有风险引起的体育伤害。从《民法通则》和《侵
权责任法》可以看出，公平责任并没有与过错责任原则和
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列放在一起，而是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
方式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一起并放来规定的。公平责
任原则是否应归属于独立的归责原则在民法界还存在争
议，形不成主流意见[2]。
1.3 自甘风险原则

自甘风险又称自冒风险、自愿承担风险，指受害人明知
具体危险状态存在，却自愿承担危险并因此遭受损失的状
况下，不得请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3]。自甘风险分为
明示的和默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适用领域。不
管是明示的同意还是明示的风险自负都是通过言语或文
字表明自己对特定行为或特定的损害后果的接受或同意。
而默示的同意或默示的自甘风险则是基于受害人特定的
行为而推断出其对所实施的特定行为或特定的损害后果
的接受或同意[4]。

既然体育运动本身存在风险，而运动员出于自由意志
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由合理的风险造成的伤害结果，运
动员理应接受。因此适用自甘风险原则比较合适。我国侵
权责任法归责体系是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的二
元体系。法律并未对体育运动伤害侵权做出特别规定，因
此这一领域应适用于过错原则[5]。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并
不希望危险发生，所以在体育运动侵权领域中适用于自甘
风险更为合适。参赛前所签订的运动员参赛声明书有效。

2  运动员参赛声明书不能免除过错方的侵权责任
运动员参赛声明书是一种含有免责条款的格式合同，

通过前面分析，运动员参赛声明书有效的情形是运动员受
到的人身伤亡是由体育运动固有风险引起的，但是，如果
在赛事整个过程中，存在过错方致运动员人身伤害的，应
属于一般侵权事件，按照我国侵权法的过错原则由具体的
侵权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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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赛事组织方因过错侵害运动员应承担侵权责任 
赛事组织方故意或重大过失疏于管理，如体育场馆存

在裂痕、松垮而没有及时修理，比赛器材失修或应报废而
没有报废还在继续使用，运动员发生意外后懈怠救治等之
类导致运动员发生伤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规定，应由赛事组织方承担责任。
2.2 对方运动员过错导致运动员人身伤害因承担侵权责任

每项体育比赛均存风险可能，比赛中运动员按照比赛
规则进行各种活动，此种情况下即便发生意外造成人身
伤亡也不算构成侵权，这些应当适用风险自承担原则。然
而运动员有意违反体育竞技规则，进行恶意犯规行为，从
而造成他人身体损害的，则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
严重者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如治安拘留）。假如运动员因报
复或者其他特殊企图为目的，蓄意违背体育竞技规则，造
成严重损害需承担刑事责任。
2.3 第三方如观众、教练、记者等介入造成运动员伤亡

体育赛事因其观赏性吸引着大批观众，观众有时会因
为赛事过程中激情刺激下情绪失控制造混乱，导致运动员
或其他人受到伤亡，对此应追究相关侵权人的民事法律
责任，严重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如2006年雅典奥运会男
子马拉松比赛中，原本一路领先的巴西选手德利马被一名
突然闯入赛道的观众推搡，使原本属于德利马的金牌最
终被意大利选手巴尔迪尼获得。这起事件中，运动员由于
第三方介入破坏导致失去了金牌的机会，若是受到身体上
的伤害，则应该由闯入的第三方来承担责任。

3  结语
运动员参赛声明书是民事性质的协议，是含有免责条

款的格式合同，自甘风险原则赋予了参赛声明书合法效力，
但也不意味着赛事组织方可以置身事外而让受害运动员自
己承担全部责任。运动员除了基本人权外，还享有身体健康
权、公平竞争权、听证、申辩等权利救济的程序性权利。如

果发生运动伤害而存在着上文提及侵权现象的，运动员也
要积极维权，不要认为声明书排除了自己追偿的权利。

总之，运动员声明书对于体育赛事是一种必要的管理
手段，具备合法性，但赛事方必须同时努力提高赛事管理
水平，体育事业只有立足于平衡保障运动员的人身权益和
体育赛事组织方等多方利益，才可以切实起到促进我国体
育赛事管理健康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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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合，并按照教学需要使用数字化资源，保证教学实效
性。例如：教师在讲解发球、传球等技术动作的技巧时，可
以提前录制好教学视频，视频中包含分解动作和整合动
作，在播放视频的同时讲解技术技巧，使学生结合教师的
讲解理解视频中的内容，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技术性动作的
理解，又能够强化学生记忆效果；同时，配合实践训练，使
学生掌握发球和传球技术技巧。
2.3 数字化资源构建强化深度和广度

高校排球网络教学数字化资源构建，教师需要强化资
源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能保证数字化资源的质量，保证
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提升排球教学在高校和学生发展中
的价值。网络教学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教学资源也
越来越多，而此时教学的关键在于从众多的资源中筛选出
适合高校学生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设计教学活动，可保证
教学有效性[4]。教师在构建数字化资源时，需要结合排球
教学特点、运动特点和学生运动能力等因素适当取舍，减
轻学生学习负担，这就需要教师注重数字化资源的深度
和广度，使学生在愉快的心情下学习排球，而不是将排球
运动当成负担。保证数字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更有利于学
生获取专业的排球知识，深化学生对排球的认识，最终提
升学生排球运动能力，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3  结语
高校在排球网络教学数字化资源构建中，可以将资源构

建与学生兴趣结合、注意教学实效性、强化教学的深度和广
度，从而提升数字化资源质量，这样才能使其在排球教学中
发挥积极作用，强化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排球运动能力；同
时，利于排球教学改善学生的身心素质，使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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