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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足球规则演变的基本原则所体现出来的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基础上，分析现代

足球竞赛规则修改的必要性，指出裁判规则有违公平竞赛原则，“毛时间”规则影响比赛时间的准

确性，主裁判执法区域过大，规则纰漏存在争议性焦点判罚。总结归纳出完善规则的 6 种思路：

当执判决不是最后判决；改“毛时间”为“净时间”；增加主裁判；引入录像回放技术；增加门线

裁判；球内安装电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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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sports humanistic spirits shown by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foot-

ball rules, the authors elaborated and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the revision of modern football competition rules, 

and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 referee rules violated principles for fair competition; the “gross time” rule affected 

the accuracy of competition time; the chief referee had a too large area of rule enforcement; there were controversial 

penalties as a result of defective rules. The author summed up 6 ideas for perfecting the rules: consider referee’s de-

cisions as not final decisions; change “gross time” to “net time”; add more chief referees; introduce video replay 

technology; add goal line referees; install an electronic chip inside the ball. 

Key words: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football rules；modern football 
 

 
  
收稿日期：2010-12-22 
作者简介：梁浩波（1979-），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运动是一种

负载着丰富文化积淀和精神财富的社会文化现象，足

球竞赛规则是足球运动健康发展的基础[1]。现代足球运

动诞生距今已有 147 年的历史， 早期统一的足球规

则只有 14 条。随着足球运动的不断发展，国际足球理

事会也不断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直到今天，由国际

足球理事会修订的《足球竞赛规则》2005 新版，除

了 17 章的规定外，还附加了国际足球理事会决议、有

关情况的图示和规则问题解答等内容，使足球竞赛规

则更加完善。 

虽然现代足球竞赛规则伴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日

趋完善，但是在国际大赛中，裁判员执法过程依然存

在误判、反判、漏判等重大判罚问题。因此，研究现

行的规则当中存在的争议性问题，不仅有助于完善足

球规则，而且对推动足球运动更健康的发展，有着积

极的现实意义。 

 

1  规则演变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体育人文

精神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是运动健康

发展的基础，一项运动的发展必然要适合社会的整体

发展，必须赋予时代的意义。足球运动竞赛规则的演

变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斯力格[2]在《足球竞赛裁判手

册》一书中指出了足球竞赛规则演变与发展始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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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4 项基本原则：(1)对等的原则，对比赛的双方一

视同仁，使运动员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公平合理的比

赛；(2)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激励进球，激励进攻，坚

决制止暴力行为和非体育道德行为；(3)促进技、战术

发展，修改后的规则不仅反映足球运动当时所达到的

技、战术水平，而且要引导足球运动的技战术向高水

平方向发展；(4)提高比赛观赏性，吸引更多的观众。

英国学者斯坦利·罗夫[3]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

一副骨架，足球是一项富有行动、色彩、激情，令人

兴奋的运动，它触动了人的各种情感。要将这些成分

融入一个文本中，即呈现出它令人兴奋的一面，更要

阐述其正式程序、责任、犯规、制裁等内容，确实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1.1  对等原则彰显真正自由的理念 

在统一的规则约定前，可以说是原始的、比较随

意的，比赛场面混乱不堪。具体体现在场地的大小、

比赛时间、比赛人数均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比赛中可

以手脚并用。这种无限制状态下的足球运动，表面上

看确实是一种“自由状态”下的行为，然而其后果

却是参与者的人身安全与生命极易受到伤害。双方

运动员只有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比赛才能有真正的自

由。只要是针对球的行为都是允许的，都是自由的；

对人不对球的行为，则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受到应有

的惩罚[4]137。在足球竞赛规则的保驾护航下，参与者的

安全与生命得到了 大限度的保障。在对等原则的前

提下，彰显着每个球员对球真正自由的行为。 

1.2  比赛秩序体系的完善体现体育人文关怀 

“坚决制止暴力行为和非体育道德行为，保护运

动员的健康”的原则意味着比赛秩序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要体现这个核心思想。20 世纪中叶，球场的暴力行

为日渐突出，对运动员的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红黄

牌的有效使用成为裁判员制止各种粗野犯规与暴力行

为的有效处罚手段，后来规则的演变体现着对运动员

的人文关怀。如背后铲球和对人不对球的非体育道德

行为(骂人、吐唾液、打架、斗殴等)的恶意犯规严惩

不贷。 

1.3  技战术的发展理念彰显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是一种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

“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精神，同时也是公

平、公正、平等、自由的体育竞技精神。奥林匹克包

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

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5]。足球竞赛规则演变与

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点提出了“修改后的规则

不仅反映足球运动为当时所达到的技战术水平，而且

要引导足球运动的技战术向高水平方向发展。”可见，

足球竞赛规则的演变发展之路的本质与奥林匹克精神

的内涵相吻合。足球规则从原始、简单到现代、完善、

科学，其对于技战术发展的精神指导的出发点与归宿

点都是为了促进足球运动的更好发展。 

1.4  比赛的观赏性与观众的审美观 

在全球一体化思潮的影响下，当今国际足球的三

大流派(欧洲体能派、南美洲技术派、欧洲拉丁派)相

互融合在欧洲四大联赛(英超、意甲、德甲、西甲)当

中。各国著名球星也云集到这个展示自己足球天赋与

能力的大舞台，体现了足球风格与足球人才的共生理

念，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

发展，特别是每 4 年 1 届的足球世界杯，使得精彩纷

呈的比赛不断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理

解进一步深化，足球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对于足球的美

学情操陶冶，条件更加苛刻。审美意识增强后，观众对

于一些低水平的比赛更是不屑一顾。比赛观赏性的提高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反之，观众审美观的提升又推动了

足球运动的观赏性。世界杯与顶级足球联赛的收视率

“晴雨表”的变化统计就是 好的证明。因此说比赛的

观赏性与观众的审美观共生，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

相依存、互相促进，渗透着共生的理想[4]137。 

 

2  现代足球竞赛规则修改的必要性 

2.1  现行裁判规则违背公平竞赛的原则 

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 2005 年修订的 新版本《足

球竞赛规则》一书前言指出：“足球竞赛规则的不断进

行修订和补充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运动员的安全、使双

方对等公平地进行比赛、避免比赛中非体育行为的产

生、促进技战术尤其是进攻战术的发展和提高比赛的

观赏性。”[6]1 显然，如果在比赛过程中出现重大的错误

判罚，导致比赛的结果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话，那么就

违背了“公平竞赛”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国际足联

主席布拉特的观点：“误判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是站

不住脚的，固步自封只会从根本上毁掉世界杯和足球

运动。全世界都在追求司法公平，惟独足球比赛放任

“冤假错案”的存在，这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2.2  “毛时间”规则影响比赛时间的准确性 

根据《足球竞赛规则》2005 版第 7 章“比赛时间”

关于比赛时间的规定与补时相关的释义条款可知，虽

然明文规定：“比赛分为两个半场，每半场 45 min”，

合计 90 min，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 15 min[6]49。由于比

赛当中替换队员、队员受伤、拖延时间等原因损失的

所有时间的补充，裁判员拥有完全自主的控制权，因

此在比赛 后的加减几分钟时间存在“黑色时间”的

嫌疑。规则中给予裁判员完全控制比赛时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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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会造成比赛双方在时间的认定上易产生分歧，

特别是当双方平分或者比分只差一分时，补时的多少

有可能影响整场比赛的结果。同时为“假球、黑哨”

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因而，“毛时间”的规

则影响比赛时间的准确性，“比赛时间”一章的有关规

定存在着较大的漏洞[7]716。 

2.3  主裁判跑动与视野范围过大影响判罚的准确性 

正规足球比赛的场地面积近万平方米，现代球员

各项素质的全面提高，比赛中身体的对抗更趋激烈，

攻防转换的快节奏及传接球落地点存在不可预见性。

裁判规则要求主裁判的跑位要紧跟球的路线，跑动要

积极，尽量与球保持一定合理的距离，太近影响双方

球员，太远判断不准。由一名裁判员控制比赛，执法

时间过长，跑动范围过大，监督视野过广，使主裁判

难以保证在所有判罚时都处于 佳位置，必然导致执

法盲区的出现，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另外，罚球区

是足球场上的“必争之地”，经常集中着双方多数队员，

一名裁判员的视线不可能覆盖住众多移动着的队员及

其活动，客观上会造成漏判、错判，甚至反判[7]715-716。 

2.4  裁判规则在判罚中存在的争议焦点 

1)“上帝之手”效应的困惑。 

根据《足球竞赛规则》[6]67 第 12 章犯规与不正当

行为的判罚规则：故意手球(不包括守门员在本方罚球

区内)判给对方踢直接任意球，在罚球区内故意手球应

执行罚点球。虽然在规则上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实际

操作的过程当中要求主裁判瞬间对于球员的“故意”

与“无意”做出明确的判断，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情。假如错误的判罚导致比赛的结果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那么对于这种“手球行为”的主观性意图就必须

要做出客观性的评价。现实就是裁判员的站位不可能

保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发生的任何行为都看得清

楚。裁判员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恰好被球员挡住视线

或者稍微走神，就误判了进球。从此诞生了“上帝之

手”进球的神话。 

2010 南非世界杯 1/4 决赛乌拉圭队与加纳队一

战，苏亚雷斯 后一刻在门线上用手挡住了对方的必

进球。他被红牌罚下，但加纳队也罚丢了点球。结果，

乌拉圭队赢得了 后的点球大战。苏亚雷斯也因为他

的“上帝之手”而成为乌拉圭的足球英雄，这成为这

届世界杯上 富戏剧性的一幕。马拉多纳在 1986 年墨

西哥世界杯就导演了“上帝之手”攻门的“好戏”，留

给后人的却是永远有关裁判规则的争议话题。 

2)罚球区“摔跤现象”。 

现代足球比赛对抗激烈，球员之间不断有身体接

触，摔跤不能避免。规则规定允许球员之间有合理的

身体接触碰撞，这种身体接触的前提是在争夺球的控

制权时“对球不对人”。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时间是去抢

球，之后才发生与对方球员有身体接触碰撞摔跤，就

是合理冲撞。反之，如果在争夺对球的控制权之前先

对人实施接触碰撞导致摔跤的话就必须判罚直接任意

球，如在罚球区内则判罚点球。防守球员没有触及进

攻球员的身体，进攻球员自己主动摔跤的话就是“假

摔”，在罚球区内就要给黄牌警告。 

有些球员想利用裁判规则的漏洞，在罚球区内假

摔，蒙骗裁判，具有表演天赋的运动员常常会利用这

种伎俩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如意大利球员因扎吉，就

多次假摔蒙骗过裁判的法眼。因此罚球区附近的“摔

跤现象”尤为敏感，令主裁判感到很头疼，生怕不合

理的判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3)是否处于越位位置进球。 

在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出现这样的一幕：阿墨之战

第 26 min，阿根廷前锋特维斯带球突入对方罚球区，

球被墨西哥门将扑出。梅西截球后转传，特维斯头球

得分。根据《足球竞赛规则》[6]632005 年版第 11 章越

位的构成条件：(1)该队员在对方半场、(2)该队员较球

更接近对方球门线、(3)在该队员与对方球门线之间，

对方队员不足两人。这个球明显越位，墨西哥球员向

主裁判罗塞蒂围扰争辩，但是罗塞蒂与边裁商量半天

后，仍判此进球有效。正是这个有争议的进球打破了

当时场上的平衡局面。赛后遭到球迷、球员和媒体的

一致质疑。所以说“是否处于越位位置进球？”是现

代足球比赛 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解决此问题迫在眉

睫。 

4)球是否整体越过球门线。 

在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出现这样的一幕：英德大战

第 38 min，比分 1︰2 落后的英格兰队中场兰帕德射

门，球击中横梁后明显越过球门线，就在英格兰人欢

庆这个进球的时候，主裁判拉里昂达在征询边裁的意

见后站了出来说：“此球未进”，比赛继续。在电视录

像慢镜回放中，每一位观众都能清清楚楚看到球已越

过球门线至少二三十厘米。唯独当时的裁判员没有看

见。根据《足球竞赛规则》[6]612005 年版第 10 章计胜

方法关于进球得分的定义：当球的整体从球门柱间及

横梁下越过球门线，而此前攻进球的队未违反竞赛规

则，即为进球得分。从规则的角度结合录像回放，这

个进球肯定是有效的。赛后，德国队的将帅均承认了

那个球已经进了。然而事实是当值的主裁判和助理裁

判都不能确定该球已进，对进球的有效性存在疑问，

只好判此球未进，比赛继续。 

赛后德国人做了一番模拟：把一个球放在球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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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兰帕德那个球的落点附近。前国际足联裁判迈耶

尔分别站在边线距离球 36.3 m 处和场内距离球 21.9 m

处——当时场上边裁和主裁的位置来判断，但两次他

都无法准确判断球是在门线内还是在门线外。这个实

验中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英德大战时那个球触地的

时间还不到 1 s，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作出正确的判断，

确实非人力可以办到[8]。 

 

3  现代足球竞赛规则修改的思路 

3.1  当执裁判的判决并不是最后判决 

对有争议的进球，绝不能以当执裁判当时的判决

为准，当执裁判的判决并不是 后的判决。为了公平，

也为了比赛精彩，要引入一个“合议庭”或者“陪审

团”一类的裁判委员会(机构)。他们可以充分使用摄

像回放技术，当出现重大争议性判罚时，第一时间进

行“录像回放”评定，由看录像的结果来做裁决，由

主裁判宣布 后裁决结果。这样才能体现公平竞争的

体育精神，才能有效杜绝黑哨，防止足球腐败。我们

建议采用这一思路只针对“重大争议性判罚”，至于具

体的实施方案还有待完善和细化。 

另外，这种做法也可保护好裁判。毕竟裁判员也

是肉眼凡胎，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会发生误判的情

况，有时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不是他们的本意，

相信绝大多数裁判是不会愿意出错的，特别是在国际

大赛中更是如此。 

3.2  改“毛时间”为“净时间”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实行的是“净时间”竞赛

规则，因为在比赛当中经常出现某个球员 后瞬间出

手投篮决定比赛结果的局面，所以“净时间”的制度

更能体现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现行的足球竞赛规

则实行的是“毛时间”。随着训练手段科学化，技战术

不断创新，足球比赛在 后的时间出现进球的现象时

有发生。因此为了避免 后时间进球出现争议，足球

比赛时间实行“净时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据权威

机构的统计，每场足球比赛的时间除去各种各样的因

素(队员替换，队员受伤、伤治疗，球出界，队员犯规，

罚踢任意球，罚踢角球等)影响，纯比赛时间在 60～65 

min，耽误时间在 10～20 min。因此实行“净时间”规

则的时间 60～70 min 为宜[7]716。 

3.3  增加主裁判 

根据存在问题的分析得知仅 1 名裁判员控制比

赛，执法时间过长、跑动范围过大、监督视野过广。

导致主裁判难以保证在所有判罚时都处于 佳位置，

不可能整场都保持较高水准，必然导致执法盲点和盲

时的出现，难免会有失误。另外罚球区是足球场上的

“必争之地”，1 名裁判员的视线覆盖面毕竟有限，客

观上也会造成漏判、错判，甚至反判[7]715-716。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在一场比赛中，选派两

名主裁判同时在球场内执法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两名

主裁判可以每人负责半场区域，在中圈附近的犯规则

两名主裁判都有执法的权利，出现判罚偏差时可以通

过交换意见后再判罚。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裁判员的

跑动距离与执法视线，保证其有足够的精力控制比赛，

提高判罚准确率；另一方面，也可降低人为因素对比

赛的影响。 

3.4  引入录像回放技术 

录像回放在篮球、网球、橄榄球等一系列体育项

目比赛中，都已引入了依靠电视回放镜头来裁决判罚。

足球比赛引入该技术，可以有效防止进球误判、手球

误判、犯规误判。因此足球裁判规则应引入录像回放，

接受先进技术的监督和制约。不过基于比赛流畅性的

考虑，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只能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才会使用摄像回放技术。如果比赛中凡是争议的判罚

都要借助电子设备，那么比赛的流畅性定然会受到影

响。正如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所言：“我支持引入门线

摄像装置来协助裁判，但前提是摄像技术足够精确，

而且只是针对比较复杂的情况。” 

关于录像回放的使用权限可以参考网球赛挑战

“鹰眼”次数规则来拟定。譬如在一场比赛中，每队

允许有 1 次或 2 次申请录像回放的机会，当出现重大

的争议判罚时可以使用。一旦申诉失败并达到规定的

次数，则剩余的比赛时间再也不允许提出申诉。 

3.5  增加门线裁判 

2009 年，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开始在欧洲联赛试

行 5 裁判制。即两边球门附近各设一裁判，专门观察

禁区周围情况。相比传统的 3 裁判制，新增加的两名

裁判主要站在底线附近，帮助主裁判提高禁区内的判

罚准确度。这样一来，以前俗称“边裁”的两名助理

裁判需要监视的范围缩小，只需在边线附近活动，成

为真正的“边裁”[9]。这样就减少了关键进球判罚出现

误判的可能性。 

足球比赛中，两名助理裁判跑动准则是紧跟 后

一名后卫，这是为了准确判断越位。于是在 2010 年南

非世界杯比赛中，英格兰队球员兰帕德射门后，第二

助理裁判奋力向底线跑，然而直到球弹了两次横梁被

诺伊尔抱住，他仍未跑到底线。门线裁判就能很好解

决这一问题。门线裁判的观察位置、角度均为 佳，

且无需高速跑动，兰帕德式冤案当可杜绝。 

3.6  足球内安装电子芯片 

早在 2006 年，外界就建议在世界杯比赛用球中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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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电子芯片，帮助裁判对足球是否越过球门线进行准

确判断。但国际足联不相信近几年之内将比赛用球植

入电子芯片会对判断进球起重要作用，便否定了把这

项技术运用到世界杯中。然而面对世界杯如此尴尬的

裁判执法局面，就不得不旧事重提了。 

电子芯片足球被称作“球的裁判”，它主要是把一

个电子芯片放人足球内，同时它受安装在足球场内的

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不间断的控制。当球完全越过线时，

这个装置就会发现。当年的世少赛和世俱杯都曾试用

过这项技术。假设英德大战的比赛用球中装有电子芯

片，兰帕德的远射也就不会被判为无效了。因此在足

球内安装电子芯片也是解决争议判罚焦点问题的有效

手段之一，可考虑先试行，技术成熟后再正式采用。 

 

不同人，理念、视角、知识结构不同，于同一问

题，必定会抱有不同看法。重要的是，大家要坐下来

谈，摆事实，讲道理，集思广益，求同存异，而不能

霸道地甩出一个结论，就当做天条，禁止讨论，拒绝

变更。国际足联对于足球竞赛规则改革的必要性也已

经有了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作为一名足球运动的爱好者和一名体育事业的工

作者，特对足球竞赛规则存在的问题作出上述分析。

衷心希望“世界第一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再顽

固不化、抱残守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聆听各方

的意见，与时俱进，走出争议判罚的困境。相信只要

大家共同努力，足球运动就会更健康地发展，共同期

待 2014 年英格兰世界杯裁判员在合理的竞赛规则的

指导下，吹出完美的“金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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