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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 37 條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一、修訂目的： 
    (一)新規則的目的是消除比賽中不必要的接觸和“非正常”的籃球動作，這些動作會損害比 

        賽的景象和動態，超出規則的意圖和精神。 

    (二)為了獲得更清楚宣判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的時機，並保護比賽中球隊攻守轉換的動態。 
二、違反運動精神犯規的5種標準： 

     為了便於做出更好的判決，裁判需要使用 5個現有的標準中的 1個，來確定是否應該宣判違    

     反運動精神犯規。此標準定名為 C1，C2，C3，C4和 C5。 

    Ｃ１：球員並非在規則之精神與涵意內合理的對球做攻守。 

    Ｃ２：一球員在比賽過程中對球做攻守或對對手，造成過度的身體接觸。 

    Ｃ３：防守球員為了阻止進攻球隊在攻守轉換前進的過程，所產生非必要的身體接觸。 

         此規定適用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為止。 

    Ｃ４：防守球員從後面或側面企圖阻止快攻，與對手發生身體接觸，而進攻球員與敵籃 

          中間沒有防守球員。 

         此規定適用至進攻球員開始投籃動作為止。 

    Ｃ５：在第四節及每個延長賽的最後兩分鐘，當球出界發邊線球、球還在裁判手中或是 

          球置於發球員可處理的位置時，防守球員在球場上與對手接觸。 

三、在整場比賽中，裁判認定違反運動精神犯規，其標準應一致，且必須只依據動作做判斷。 

四、罰則 

   (一)登記違規球員違反運動精神犯規一次。 

   (二)由被犯規的球員罰球，罰球之後接著： 

        1.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發球線發界外球。 

        2.在中圈跳球開始第一節比賽。 

        3.賦予罰球的次數應依下列規定： 

           (1)若被犯規的球員並非正在投籃動作中：罰球２次。 

           (2)若被犯規的球員正在投籃動作中：投中，得分算，再加罰１次。 

           (3)若被犯規的球員正在投籃動作中，球未投中：應罰球２次或３次。 

  (三)當球員被判２次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２次技術犯規或１次技術犯規加１次違反運動精神  

      犯規時，在剩餘的比賽時間中，該球員應被取消資格。 

   (四)若一球員依上述第(三)項被取消資格，此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技術犯規為唯一的處罰， 

      針對取消資格不再執行任何額外的罰則。 

貳、第 25條   帶球走 

一、修訂目的：制定一個通用於全球的規則，讓球員在球場上有更好的動作表現。 

二、規定 

    (一)在比賽球場上接住活球的球員，其中樞足之建立如下： 

        1.球員在雙足著地時接住球：(沒有修改) 

  (1)一足離地時，另一足即為中樞足。 

  (2)開始運球時，球未離手之前，中樞足不得先行離地。 



  (3)傳球或投籃時，可以跳起使中樞足離地，但球必須在任一足著地前離手。 

        2.球員在移動或運球結束時接住球，可以踩二步停止、傳球或投籃： 

  (1)若接到球，應在其第二步之前球離手開始運球。 

           (2)第一步發生在獲得控制球後，單足或雙足著地。 

  (3)第二步發生在第一步後獲得控制球後，單足或雙足著地。 

  (4)若球員在第一步停止時，雙足著地或雙腳同時落地，可以用任一足作為中樞足 

      旋轉。若他接著用雙足起跳，球必須在任一足落地前離手。 

  (5)若球員以單足落地，僅能使用該足旋轉。 

  (6)若球員第一步以單足落地後再起跳，第二步可以雙足同時落地。在此狀況中，此 

     球員不得以任一足旋轉。若一足或雙足接著離地，則球必須在著地前離手。 

  (7)若雙足在空中，接著雙足同時落地，則一足離地時，另一足即為中樞足。 

           (8)球員於運球結束或控制球後，不得以單足或雙足連續著地。 

(二)球員跌倒在地板上、躺或坐在地板上： 

        1.當球員持球時跌倒在地板上且滑動、躺或坐在地板上時獲得控制球，此時合法。 

2.球員隨後持球滾動或試圖再站起來，這就是違例。 

    2017之前：球員在移動或運球結束時，控制球時與地板接觸的腳為中樞足(Ａ圖)     

    2017之後：球員在移動或運球結束時，控制球後與地板接觸的腳為中樞足(Ｂ圖) 

         

參、2018國際籃球規則修訂部分： 

一、第 17 條 發界外球 

    (一)新規則： 

        第四節及每次延長賽，當比賽計時鐘顯示2:00 

        分鐘或更少時的發界外球，防守球員不得移動 

        身體的任何部分越過界線，以干擾發界外球。 

        裁判應在執行發界外球時使用預防手號作為警 

        告，警告後的違規行為將宣判技術犯規。 

                                              非法超越界線手號：揮動手臂與界線平行 

    (二)違反運動精神或奪權犯規，罰球後的發界外球： 

        1.違反運動精神犯規及奪權犯規的發界外球，必須在記錄台對面該隊前場的發球點執行 

    2.球隊有14秒的進攻時間。 

二、第 24 條  運球 

    (一)定義： 

        1.原文：運球是球員在控制活球時使用擲、拍或滾的方式，使球在地板上移動或者故意 

將球擲向籃板。  

  2.現在的規則：刪除：“或者故意將球擲向籃板”。 

 

 

 

 



 

 (二)說明： 

     1.過去：球向籃板自拋自搶被視為一次運球。所以在沒運過球的情況，是合法的，如果 

已運過球，再觸及球是兩次運球違例。 

2.現在：若球員故意將球拋向籃板(本籃或敵籃)，不被認為是運球。 

       (1)未運球前將球拋向籃板：接球後可以運球，投籃或傳球。 

       (2)運球後將球拋向籃板：接球後只可以投籃或傳球但不可再運球。 

三、第 29 條  24秒 

   (一)何時啟動投籃計時鐘：  

        1.一隊在場上獲得控制球(第一節的跳球、罰球時、在場上攻守轉換)，之後對隊僅觸及 

球而同隊仍控制球時，不得重設投籃計時鐘。 

2.發界外球，球觸及場上球員被場上球員合法觸及時。 

(二)下列情況，由原控球隊發界外球時，投籃計時鐘應撥停且接續計時：  

1.球出界 

2.同隊球員受傷 

3.該隊被判技術犯規 

4.跳球狀況 

5.雙方犯規  

6.兩隊相同的罰則相互抵銷 

7.因對隊犯規或違例，先前控制球的同一隊被賦予在前場控制球，投籃計時鐘顯示14秒 

或更多時。 

8.第四節或每一次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二分鐘或更少時，當比賽計時鐘停止，投籃計 

時鐘顯示13秒或少於13秒時，在後場擁有球權的球隊請求暫停，且決定在該隊前場發 

球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三)停置並重設為24秒： 

1.當球合法進入球籃。 

2.球觸及敵籃的籃圈後，被對隊控制球時。 

3.球隊被賦予在後場發界外球： 

(1)發生犯規或違例(非球出界)  

(2)發生跳球狀況，由非先前控制球的球隊，在後場發界外球 

(3)非因控球隊的緣故而停止比賽 

(4)非因任一球隊的緣故而停止比賽時。除非對手因此而處於不利 

4.球隊獲得罰球 

5.當比賽計時鐘正在走動，一隊不論在前場或後場獲得新的活球控球權，該隊有24秒的 

  進攻時間。 

    (四)停置並重設為14秒： 

  1.先前控制球的同一隊被賦予在前場控制球，投籃計時鐘顯示13秒或更少： 

(1)因對隊犯規或違例(非球出界) 

(2)非因控球隊的緣故而停止比賽 

(3)非因任一球隊的緣故而停止比賽時。除非對手因此而處於不利 



2.非先前控制球的球隊被賦予在前場控制球：  

(1)侵人犯規或違例(包括球出界) 

(2)跳球狀況 

3.因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某對被賦予在前場發球線發界外球 

4.投籃未中、最後一次罰球或在傳球時，若球觸及籃圈後重新獲得控制球的球隊與球觸 

  及籃圈前的控球隊相同時 

5.球擱置在籃板和籃圈之間造成的跳球狀況，由原控球隊獲得球權時 

6.第四節或每一次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二分鐘或更少時，當比賽計時鐘停止，投籃計 

時鐘顯示14秒或更多時，在後場擁有球權的球隊請求暫停，且決定在該隊前場發球線 

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四、第 35 條 雙方犯規 

    (一)雙方犯規應符合下列情況： 

        1.兩者犯規都是球員的犯規。 

2.兩者犯規均涉及身體接觸。 

3.兩對手之間互相的犯規。 

4.兩者犯規都有相同的罰則。 

    (二)判例： 

        1.比賽中，Ａ隊已有２次團隊犯規，Ｂ隊已有３次團隊犯規。運球員A1和B1在幾乎同一 

時間互相犯規，裁判宣判雙方犯規。 

解釋：因為兩隊罰則相同，這是雙方犯規。應由Ａ隊在雙方犯規發生最近處發界外球繼 

續比賽。 

 2.比賽中，Ａ隊已有２次團隊犯規，Ｂ隊已有５次團隊犯規。運球員A1和B1在幾乎同一 

  時間互相犯規，裁判宣判雙方犯規。 

 解釋：因為兩隊罰則不相同，這不是雙方犯規。裁判應使用第42條特殊情況規則並決定 

    犯規發生的順序。 

   (1)若B1的犯規先發生：A1應罰球２次，不須站位。再由Ｂ隊在雙方犯規發生最近處   

        發界外球繼續比賽。 

   (2)若A1的犯規先發生：Ｂ隊的發界外球權利應被取消。應由A1執行２次罰球，並在 

    最後一次罰球後繼續比賽。 

五、第 36 條 技術犯規 

  (一)新規則： 

 若宣判技術犯規，應給予１次罰球。罰球後，由宣判技術犯規時，控制球或擁有球權的球 

 隊重新開始比賽。 

(二)罰球後的發界外球點： 

 若宣判技術犯規時：  

 1.一隊正控制球，則由原控球隊在比賽中斷時球所在位置的最近處發界外球。 

2.投球或最後一次罰球在空中或進攻隊正在投籃動作中時，防守隊技術犯規，之後中籃， 

則得分算，由對隊在端線外任何位置發界外球。 

3.無球隊控制球，則形成跳球狀況。 

六、第 39 條 鬥毆 

(一)新規則： 



        1.若球隊席區人員於鬥毆時離開球隊席區，如未參與鬥毆亦須被取消比賽資格。不論人 

數多寡，須登記教練一次技術犯規(B2) 

2.若球隊席區人員於鬥毆時離開球隊席區且主動參與鬥毆，則每一位被取消比賽資格人 

員均須登記(D2)。且須登記教練一次技術犯規(B2) 

(二)判例： 

    1.鬥毆情況中，A6進入場內但未參與鬥毆，被取消比賽資格。 

  解釋： 

(1)登記Ａ隊教練技術犯規，登記為(B2)。 

(2)Ｂ隊任一成員應執行２次罰球，不需站位。 

      (3)由Ｂ隊在前場發球線發界外球繼續比賽。投籃計時鐘應重設為14秒。 

七、第 46 條  主裁判：職責與權力／檢視即時重播 

   (一)改變的原因：增加３個檢視即時重播系統的比賽狀況 

   (二)增加項目： 

    1.第四節及每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２分鐘(2:00)或更少時 

(1)是否正確宣判妨礙中籃或干擾球。 

2.比賽任何時間 

(1)宣判對投籃未中的球員犯規，是否應給予２或３次罰球。 

(2)宣判侵人犯規、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或奪權犯規，是否符合此類犯規的標準，或需要 

升級或降級宣判的標準。 

   (三)原規則條文： 

1.在每節及每次延長賽結束時 

(1)投球中籃是否在比賽時間終了信號響起前離手。 

(2)比賽計時鐘上應顯示多少時間或是否顯示時間，如果：  

○1 發生投籃球員出界的違例。 

○2 發生進攻時間違例。 

○3 發生８秒違例。 

○4 比賽時間終了前被宣判犯規。 

2.第四節及每一延長賽，比賽計時鐘顯示2分鐘或更少時： 

  (1)投球中籃是否在投籃計時鐘信號響起前離手。 

(2)投籃在犯規吹判前是否離手。 

(3)確認使球出界的球員。  

3.比賽任何時間： 

   (1)投球中籃應算２分還是３分。 

(2)比賽計時鐘或投籃計時鐘故障時，確認計時鐘應顯示的時間 

    (3)確認正確的罰球員。  

    (4)確認鬥毆中參與的球隊成員及球隊相關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