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坛“反赌”案即将开审

“风暴”刮过，
春天还远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在公安部专案组连续
奋战两年多之后，中国足球

“反赌风暴”即将收官，“反
赌大审判”将正式开始———
对以谢亚龙、南勇、杨一民、
陆俊等人为代表的“足球罪

人”来说，这将是一次盖棺
论定式的宣判，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他们将在狱中与中
国足球一起忏悔；对广大球
迷来说，这意味着一部大快
人心的反黑大片，剧情已进

入高潮阶段，大结局的悬念
即将揭晓；对于积重难返、
近期又遭受重创的中国足
球来说，这次审判将是一次
难 得 的 浴 火 重 生 的 机
会……

“小虾米”王鑫的落网
是此次“反赌风暴”的导火
索。王鑫原是辽宁广原足球
俱乐部的领队兼总经理，曾
带领广原俱乐部球员赴新
加坡比赛，在利益的驱动
下，王鑫拉着教练、球员打
假球，被新加坡警方逮捕，
后获保释。不久，王鑫潜逃
回国，被辽宁警方抓获。在
强大的压力面前，王鑫“张
口了”，他不仅供出自己在
新加坡参与赌球的事情，还
供出了整个国内足球赛场
上的赌球和假球问题。辽宁
省公安厅意识到了事件的
严重性，马上向上级机关做
了报告，2009年8月25日，公
安部以辽宁省公安力量为
骨干，组建“反赌打黑”专案
组，此次震惊中国足坛乃至
亚洲足坛、世界足坛的“反
赌风暴”，就这样以不太起
眼的方式拉开了序幕。

自“8·25专案组”正式
成立至今，两年多的时间过
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反赌
风暴”愈演愈烈，球员、裁判、
足协官员、俱乐部官员、形形
色色的“中间人”……为数众
多的中国足球界人士翻身落
马。2011年3月30日，中央电
视台有关频道在节目中公开
了“反赌”案件的最新进展，
但从那之后，便再也没有了

官方消息。
难道是要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失去了消息来源之
后，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不
是这样，那么一桩“反赌打
黑”案件为何会成为如此漫
长的马拉松？对此，辽宁相
关工作人员一方面强调“绝
对不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的事情”，随后也给出了
自己的解释：第一，公安部
门是第一次大范围、大规模
地调查此事，没有经验和模
式可以借鉴；第二，这一起
中国足球“假、赌、黑”案件
牵涉的人员实在是太多、太
复杂了。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初
央视报道青岛海利丰“吊射
门”事件之后，有关专案组
工作人员便在私下里埋怨，
由于对足坛反赌的关注度
过高，央视曝光案情给他们
的办案增加了难度，很多时
候都是从“抓捕”变成了“抓
逃”。辽宁省铁岭市检察院
的工作人员曾这样向记者
介绍，“这样的案子我们是
第一次接手，与以前不同的
地方在于，一是涉及足球，
二是涉及赌球。说到足球，
大家都知道，中超、中甲联
赛那么多球队，分布在全国
不同的城市，有时候为了一
个证据、求证一个微小的细

节，我们的办案人员都要亲
自到场。这两年来，我们这
些人天南地北地飞，有时候
甚至开玩笑，说此前那么多
年加一块儿，坐的飞机里程
也没有这两年多。客观地
说，对于赌球，我们的办案
人员一开始也不是很熟悉，
毕竟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不接触，所以在办案之初
有一个学习、熟悉的过程，
这多少耽误了一些时间。除
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
后期落网的官员越来越多，
他们的案情一个比一个复
杂，调查取证的难度自然就
更大。”

“既然‘反赌案件’已经
拖到了现在，有关部门就更
不会着急了。”辽宁省一位
持续关注“反赌案件”进展
的资深媒体人这样告诉记
者，“现在外面又在传南勇
等人被查实的涉案金额比
较少，甚至说不到十万元人
民币，这跟南勇落网之初外
界的传言有了巨大的反差。
事实上，现在传播这些消息
没有什么意义，一切要以法
庭认定的为准。这次案件社
会关注度那么高，相关部门
当然会查实所有细节、消除
一切隐患，把这起轰动全国
乃至整个世界的足球案件
办好。”

“反赌”为何成为马拉松

书生气十足的谢亚龙、
“北方硬汉”南勇、曾经在高
校任教相当儒雅的杨一民、
业内权威陆俊、伶牙俐齿的
蔚少辉、极重江湖义气的尤
可为……这些人都在此次

“反赌风暴”中翻身落马，他
们行业各异、个性不一，但
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出事”之前在各自的行
业内部能力出众，有些人甚
至被公认为“好人”。这些

“能人”甚至所谓的“好人”，
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
地要涉及中国足球的“原
罪”，事实上，中国足球的腐
败根源是结构型的制度问
题以及因此带来的监察缺
失。

球员花钱买“国字号”资
格，教练、裁判花钱买前途，
俱乐部花钱买成绩……熙熙
攘攘，怎一个“利”字了得。中
国足球产业每年的直接和间
接收入高达数十亿人民币，
但是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却
是由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
局足管中心直接进行经营和
管理的。中国足协、国家体育
总局足管中心“两块牌子，一

套班子”，既是行政机构又有
民间协会的外衣，他们成为
巨大利益的创造者和维护
者。开句玩笑，在这样的情形
下，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如果
你是足协高官，你能经得住
诱惑吗？尤其是在“反赌风
暴”开始之前，这种诱惑看上
去并没有什么风险。

大名鼎鼎的中超公司，
曾是中国足坛最赚钱的大
企业，每年的收入数以亿
计。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
是，这样一家大公司最大的
股东居然是中国足协，也就
是说公司的一切人事任免
权、经营管理权、财政大权
全由中国足协说了算———
2004年，徐明、张海等人的
逼宫，其实质便是觉醒过来
的俱乐部联合起来，想找足
协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和
权力，如今旧事重提，让人
不免扼腕长叹。

如今，大家都已经意识
到政企不分、管办一体是中
国足球的“原罪”，此症不除，
还会产生新的谢亚龙、新的
南勇，但真想进行体制方面
的改革，却也并非易事。国际
足联明文规定，任何国家或

地区的足球协会只能是民间
组织，而不能有政府色彩，但
在中国，如果让中国足协剥
下“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
的外衣，我们很难想象他们
能够统一协调安保、体育局、
新闻、行政、电力、交通等各
方面的力量，成功组织中超
联赛；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
足协能够在没得到政府支持
的情况下，去独立申办亚洲
杯、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
事……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
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
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重
要原因。“管办分离”，对于中
国足球来说早已不是一个新
话题，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
不愿意放权？因为一旦下放
权力，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
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
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
联赛委员会或者说职业
联盟，像欧美联赛那样有
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地
位，那么国家体育总局
将如何面对这一现实？
已经花惯了“私房钱”
的中国足协，又去哪
里开辟新的“财源”？

中国足球“原罪”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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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
心主任韦迪，上任之初四处“放
卫星”，但事实上，他上任之后，

中国各级“国字号”球队接
连溃败：2011年，布拉泽

维奇率领的中国国奥
队在主客场两回合的
比赛中被阿曼淘汰，早
早地无缘伦敦奥运会；
2 0 1 1年，李小鹏率领
的中国女足，在奥运会

亚洲预选赛六强赛中未
能突围；2011年，卡马乔率

领的中国国家队在亚洲二十
强比赛中先后不敌约旦、伊拉
克，中国男足又一次未能晋级
亚洲十强赛，世界杯当然就成
了镜花水月……乱世须用重
典，大乱必将大治，经过“反赌
风暴”的洗涤，中国足球界的环
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但上述
战绩也提醒我们，中国足球的
春天不会凭空来临。要想让中
国足球有一个质的提高，大家
还需要多多努力。

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分管足球的副局长蔡振华，
在不同的场合强调重塑足球形
象的重要性，并各自表达了“搞
好足球”的信心。与以往不同的
是，着眼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选择的突破口，并
不是职业联赛和各级“国字号”
球队，而是青少年足球、校园足
球——— 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之
后，中国足球这一次似乎终于把
住了“脉”，单从这一点上，我们
便能够感觉到相关部门全方位
重建中国足球的决心。

2010年年底，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座谈会在大连拉开
帷幕，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及
各省市相关领导、专家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青少年校园足球发
展大计，这是中国足球会议中少
见的场面，人们能够清晰地感受
到“青少年足球即将强势回归”。
果然，步入2011年之后，中国足
球针对青少年足球的改革举措
相继出台，并掀起“测骨龄风
暴”，让“改年龄”这一“潜规则”
浮出水面、大白于天下……

只要下定决心做好某件事
情，中国体育界总是能做好的，
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
一点，具体到足球，相信也不会
例外。作为全国44个试点城市
之一，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校
园足球的开展工作进行得如火
如荼，学校、家长、学生的参与
热情与以前相比都有了很大提
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预示
着中国足球的春天距离我们不
再遥远。当然，我们也需要时刻
提醒自己，中国足球要想真正
强大起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走，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已经
在路上。

春天不会
凭空来临

中国足球“反赌大审判”将在不久后正式开庭，众多

涉案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中国足球界成为“假、赌、

黑”的重灾区，原因究竟在哪儿？“原罪”又是什么？经历

“反赌风暴”洗涤之后，中国足球的未来是否会一帆风

顺、迎来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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