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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24-2025赛季 CBA与 NBA竞赛规则。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职业篮球联赛规则体系的学术论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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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 2024 - 2025 赛季为研究背景，系统对比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与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在

规则体系上的差异化特征。通过分析赛程安排、比赛形式、球队规模、排名机制、球员管理及裁判判罚等核心规则，

揭示了二者在竞技导向、商业价值和文化塑造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NBA 凭借成熟的国际化规则体系，在赛事运营

和商业开发上占据优势；CBA 则通过本土化规则调整，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篮球发展的路径。本文建议 CBA 应在保持

特色的基础上，借鉴 NBA 的先进经验，优化联赛规则设计，以提升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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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ed rule system, has an advantage in event opera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CBA, through localization rule adjustments, is gradually exploring a pat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ketball.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BA should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the NBA and optimize the league's rule design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its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enhanc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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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报告（如 FIBA技术文件、NBA官方白皮书）。同时在中国知网

CNKI核心期刊数据库以“NBA联赛”“CBA联赛”“竞赛规则”

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广泛查阅相关报纸、书籍。

2. 比较分析法

本文就 CBA与 NBA联赛竞赛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两个

联赛竞赛规则的异同点，并对其进行归纳比较，以促进 CBA 联赛

的发展。

引言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职业篮球联赛，NBA与 CBA 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东方篮球文化的典型模式。NBA 凭借其高度商业化与全球化

战略，成为世界篮球的标杆；而 CBA 作为亚洲顶级联赛，近年来通过改革逐步扩大影响力。规则体系是联赛运行的基石，直接影响比

赛风格、球员发展及商业价值。2024-2025赛季，两大联赛在规则层面进一步分化：NBA继续强化娱乐性与全球化，CBA 则注重本土

球员培养与赛事稳定性。本文通过多维度对比，旨在为中国篮球联赛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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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理统计法

对收集所得的信息进行细致地分门别类统计，并加以呈现，

并进行深入地评价与分析，从而了解并掌握其特点与规律。

二、赛程与比赛形式规则差异

（一）赛程安排

NBA赛程设计：NBA 常规赛通常从10月下旬持续至次年4

月中旬，共82场比赛，季后赛跨度长达两个月。其赛程设计充分

考虑了球员健康管理与商业利益最大化。例如，2023-2024赛季

增设了“季中锦标赛”，通过奖金激励提升常规赛观赏性；同时，

“背靠背”比赛场次减少至12.4次 /队（较上赛季下降8%），以降

低球员疲劳度。此外，NBA 在圣诞假期安排 5 场 “圣诞大战”，

平均收视率高达 4.3%[1]，成功将体育赛事与节日文化结合。

CBA 赛程特点：2024—2025 赛季 CBA 常规赛自 10 月中旬

至次年3月底，共46轮比赛，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季后赛采用单

场淘汰与系列赛混合模式。季后赛第一阶段（12 进 8）采取三场

两胜制、第二阶段（四分之一决赛）和第三阶段（半决赛）采用

五场三胜制、第四阶段（总决赛）采用七场四胜制。整个赛季最

晚结束时间不超过2025年5月26日。受春节假期和国家队比赛窗

口期影响，CBA 通常在年底和国家队集训时暂停，导致赛程碎片

化。据统计，2024-2025赛季 CBA因春节调整的赛段中，球队平

均间隔7天无比赛，部分球队状态明显下滑，复赛后首周胜率下降

15%[2]。这一安排虽尊重传统文化，却影响了联赛连贯性。

在赛程安排方面，NBA和 CBA有着显著的不同。NBA 的赛

程设计旨在实现球员健康管理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平衡。其长达

82场的常规赛以及两个月的季后赛，为球迷们带来了丰富的赛事

体验。而新增设的“季中锦标赛”，不仅为球员们提供了额外的

竞争平台，更是通过奖金激励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常规赛的观

赏性。同时，减少 “背靠背”比赛场次的举措，充分体现了对球

员身体状况的关注。在圣诞假期安排的5场“圣诞大战”，更是将

体育赛事与节日文化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平均收

视率高达4.3%。

相比之下，CBA 的赛程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24—2025 

赛季的 CBA常规赛自10月中旬开始，至次年3月底结束，共46

轮比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季后赛采用了单场淘汰与系列赛相

结合的混合模式，不同阶段分别采用三场两胜制、五场三胜制和

七场四胜制。然而，由于受到春节假期和国家队比赛窗口期的影

响，CBA 通常会在年底和国家队集训时暂停比赛，这使得赛程变

得碎片化。统计数据显示，在2024-2025赛季 CBA因春节调整的

赛段中，球队平均间隔 7 天无比赛，这导致部分球队在复赛后状

态明显下滑，首周胜率下降了15%。虽然这种安排体现了对传统

文化的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影响了联赛的连贯性。

（二）比赛形式

NBA的“快节奏”基因：NBA采用4×12  分钟赛制，全场

48分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2024-2025赛季平均回合数98.2次

/场）。联盟通过规则鼓励进攻，如两次扩大3s限制区避免个别球

员控制比赛，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 [3]，加快进攻节奏。此类设计

使得比赛更具视觉冲击力，单场平均得分达114.5分，较 CBA高

出12.3%。

CBA的“稳定性”导向：CBA 常规赛虽同样使用四节制，

每节12分钟，但战术执行更强调体系化。例如，2024-2025赛

季 CBA场均快攻得分占比仅为18.7%，低于 NBA的29.5%[4]。此

外，CBA 加时赛采用5分钟制（NBA为5分钟，但可多次进行直

至决出胜负），减少了偶然性对比赛结果的影响。

NBA的比赛形式以快节奏著称。采用4×12分钟的赛制，全

场48分钟的比赛时间里，攻防转换速度极快。在2024-2025赛

季，平均回合数高达98.2次 /场。为了鼓励进攻，NBA制定了一

系列规则，如“防守三秒违例”限制内线蹲坑防守，以及 “二

次进攻14秒规则”加快比赛节奏。这些规则的设计使得比赛更

具视觉冲击力，单场平均得分达到了114.5分，相比 CBA高出了

12.3%。

而 CBA的比赛形式则更注重稳定性。虽然常规赛也采用

四节制，每节12分钟，但在战术执行上更强调体系化。例如，

在2024-2025赛季，CBA  场均快攻得分占比仅为 18.7%，低于

NBA的29.5%。此外，CBA的加时赛采用5分钟制，第四节的全

队犯规次数顺延到加时赛中，只要犯规就会罚球的状态，使得比

赛的观赏性大大降低 [5]。但 NBA可以加时赛则需重新跳球，全队

犯规重新计算，直至决出胜负，而 CBA则相对减少了比赛结果的

偶然性。

三、球队与排名规则差异

（一）球队数量与地域分布

NBA的全球化布局：NBA 现有30支球队，覆盖北美23个城

市，并通过“全球赛”扩大影响力。2024-2025赛季，NBA  在

巴黎、墨西哥城等地举办12场海外赛，吸引国际观众超200万人

次。球队数量与地域多样性为联赛注入多元文化，例如金州勇士

的“小球风格”与丹佛掘金的“高原战术”形成鲜明对比。

CBA的本土化扩展：CBA  目前拥有20支球队， 主要集中

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仍存在球队空白，导致区域篮球资

源分配不均。据《中国篮球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篮球人口约

1.25亿人，篮球是集体球类第一运动，[6]篮球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

（二）排名机制对比

NBA 胜率制：NBA 以胜率（胜场数 /总场次）为排名核心

依据。该制度简洁透明，但曾引发“西强东弱”背景下低胜率球

队进入季后赛的争议。2024-2025赛季，NBA增设“附加赛”机

制，由第7-10名球队争夺最后两个季后赛名额，既保留了悬念，

又避免了“摆烂”现象。

CBA 积分制的利弊：CBA采用“赢2分、输1分”的积分制，

初衷是鼓励球队每场必争。然而，2024 -2025 赛季中，由于外援

政策的调整，使得球队之间的竞争更加严峻，前四名的队伍直接进

入八强，而第五至第12名的球队则需要争夺剩下了八强门票。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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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同的情况下，后续还需要依靠胜负关系来计算最终的排名。此

外，积分制可能导致后期无关排名的比赛缺乏竞争性。

四、球员相关规则差异

（一）外援政策对比

NBA 的 “无国界” 战略：NBA 外籍球员占比达 27.3%（2024 

- 2025 赛季数据），来自 41 个国家和地区。联盟通过宽松的外

援政策吸引顶尖人才，如塞尔维亚中锋约基奇与斯洛文尼亚新星

东契奇。国际化阵容不仅提升竞技水平，还带动了球衣销售与海

外转播收入（国际转播合同占比 35%）。

CBA的“保护性”限制：CBA执行“四节四人次”外援政

策。中国篮协为了提升末流球队和新入球队的竞技实力，避免联

赛过于两极分化 [7],2024-2025赛季规定，外援执行“四节七人

次”，最后一节仅允许单外援，此举虽提高了比赛的流畅性与竞

技水平，但也导致本土球员在球队中的地位下降，更多依靠外援

的个人能力。

（二）选秀制度差异

NBA 选秀的成熟体系：NBA 选秀通过 “乐透抽签”平衡球

队实力，允许战绩垫底球队获得更高顺位 [8]。2024年状元秀扎卡

里 -里萨谢（Zaccharie Risacher）签约费达4年5700万美元，

体现了选秀的市场价值。此外，NBA发展联盟（G League）与

NCAA为选秀输送稳定人才，形成“金字塔”培养结构。

CBA选秀的本土化探索：CBA 选秀自2015年启动，2024年

参选人数增至87人（含 25 名大学生球员），但选中率仅34.5%。

选秀球员平均年龄 23.4 岁，较 NBA高出2.7岁，同时 CBA很多

年轻有潜力的队员都集中在几支球队里，但无法获得充足的上场

时间 [9]。尽管张宁、王岚嵚、王少杰等大学生球员表现出色，但

多数选秀球员仍需通过 CBDL（中国篮球发展联赛）过渡。

五、犯规与裁判判罚规则差异

（一）犯规尺度差异

NBA的“精细化”管理：NBA对犯规判罚极为严格，尤其针

对“非篮球动作”（如垫脚、夹臂）。2024-2025赛季新增“假摔

技术犯规”，裁判可通过回放判定并处罚。此举使恶意犯规发生

率下降14%（数据来源：NBA官方报告）。

CBA的“高强度”对抗：CBA 在比赛中允许更大尺度的身体

接触，例如防守者在一定情况下可短暂用手接触持球人背部。这

种比赛风格与欧洲联赛较为接近，然而，其带来的后果是场均犯

规数高达28.4次，而 NBA的场均犯规数仅为21.7次。较高的犯规

次数无疑影响了比赛的流畅性。在2023—2024赛季季后赛中，辽

宁队与广东队的半决赛因累计出现6次违体犯规，这场激烈的比赛

也被球迷形象地称为“肉搏战”。

（二）裁判培养与技术应用

NBA的技术赋能：NBA自2019年引入 “即时回放中心”以

来，裁判可在48秒内迅速复核争议判罚。到了2024年，NBA进

一步升级了 AI辅助系统，借助骨关节追踪技术能够精准识别隐蔽

犯规，使得判罚准确率大幅提升至98.6%。

CBA的裁判改革：CBA自2015年起开始实施裁判员半职业

化的管理办法，并成立了裁判管理委员会 [10]。同时，CBA也试

行“鹰眼系统” 辅助判罚，但由于受限于设备覆盖率（CBA各主

场球馆条件存在差异），回放角度并非360°无死角，在某些情况

下，判罚结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裁判的主观判断。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两者竞赛规则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

篮球文化的特点，为 NBA与 CBA的规则差异根植于不同的篮球

文化与发展阶段。NBA 凭借成熟的商业化规则，成为全球篮球的

标杆；CBA 则通过渐进式改革，探索本土化路径。

在全球篮球融合的趋势下，CBA与 NBA的规则体系或将呈现 

“趋异与借鉴并存”的态势，共同推动篮球运动的多元化发展。通

过对两者竞赛规则的探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篮球文化的

特点，为 CBA的发展提供借鉴，促进篮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

流与融合。未来，随着篮球运动的不断发展，两大联赛的竞赛规

则也可能会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和篮球运动的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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