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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假球利益链，确实很强大
本报记者 胡建明

在已经公布的假球案中，涉案人员大致可分为五类：一类是追名逐利、财大气粗的

俱乐部官员；一类是很容易操控比赛的教练员以及球员；一类是直接左右比赛结果的

黑哨；还有一类是能掌控造假大局的足协官员；最后一类是负责牵线搭桥希望从中获

利的各类掮客。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假球利益链条中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而且

他们都会通过不同的手段，获得最终的利益。

俱乐部造假，花钱要成绩
在所有的假球案件中，俱

乐部参与造假的诉求最为简
单——— 成绩。要么是为了球队
能夺冠、能升级，要么是为了球
队能顺利保级。

上海申花队在 2003 年的
上海德比中放血抛出 550 万，
就是为了能力压上海中远队，
拿到末代甲 A 的冠军。同理，
当年沈阳海狮不惜一切玩出的

“沈渝假球”，就是为了能在保
级大战中胜出。

在制造假球的过程中，俱乐
部的做法往往是最简单最直
接——— 只要能够出得起“劳务
费”，自然会有人帮你打点好一
切。像上海申花队在2003年的上
海德比中付出了550万的劳务
费，但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花到哪些地方了，他们心里也不

清楚。幸运的是，这些钱买到了
他们想要的结果，最终，上海申
花队以4：1大胜上海中远队，并
一举超越上海中远队，夺得了当
年的联赛冠军。

同样，还是在末代甲A中，
深陷保级圈的天津泰达队也是
在花了一千多万后，才幸运地
保级成功。据说，最后一轮比
赛，天津泰达队客场挑战还有
夺冠希望的上海中远队，那场
比赛，只要上海中远队获胜，他
们就能获得冠军。赛前，为了完
成保级大业，泰达俱乐部高层
主动与中远俱乐部高层进行接
触，希望对方能输给自己，但被
中远方面拒绝。无奈之下，天津
方面才花了一千多万找到了足
协有关领导，帮助自己完成了
保级大业。

将帅联手，多为输球获利
在假球这个利益链中，最

容易获得好处的就是教练和球
员，因为出场阵容要靠主教练安
排，而比赛则是球员在场上踢。

一场假球，只要与球员和
教练有染，那么这个队往往是
为了通过输球而获得某种利
益。有位圈内人士介绍说，要想
保证球队在比赛中赢球很难，
但要让自己的球队输球，那就
太简单了。据介绍，如果主教练
想让自己的球队输球，除了可
以利用主教练权威直接告诉队
内的几名核心队员，还可以通
过排兵布阵完成自己的意愿。
举例说，在某一场“关键”比赛
中，主教练可以通过种种理由
将某主力球员“冷藏”起来，为
了让这种“冷藏”看起来顺理成
章，主教练通常会在比赛前两

天就对外吹风说某某在训练中
状态不好，或者是有伤病。而主
教练这样一暗示，其他球员就
会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而球员参与假球就更简单
了，他只要在比赛中一心想让
本队输球，总会找到办法的。曾
经有人给记者说过这样一段
话：“球员打假球，如果他在比
赛中表现得太消极，那很容易
被人看出来，所以，很多参与打
假球的球员在比赛中
都表现得很积极，但
他们这种积极往往就
是利用凶狠的拼抢频
频犯规，以便能给对
手制造任意球或者是
点球机会。”在球员这个群体
中，最容易参与假球的是中场
核心、后防球员以及守门员。

在这次大审判中，“黑哨”是
审判席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因为执法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的裁判员均由中国足协指
派，因此，中国的很多“黑哨”实
际上都吹过“官哨”。很显然，如
果某位裁判不听足协官员的指
示，他获得的执法机会就会越
来越少，没有执法权，他的利益
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所有的“官哨”中，陆俊
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像当年轰
动一时的“沈渝假球”和末代甲
A 中的上海德比都是陆俊根据
足协领导的指示操纵的。

只要你肯出钱，他就可以
给你吹出想要的结果。像黄俊

杰、万大雪等人都是公认的“钱
哨”，像长春亚泰就是黄俊杰的
固定客户，而万大雪、周伟新则
与长沙金德和成都谢菲联“关
系密切”。

2004年，周伟新在制造了
北京国安的罢赛事件后，受到纪
律处罚，就此开始淡出裁判圈，
并逐渐成为“赌球个体户”。2007
年，在曼联队对阵深圳上清饮队
比赛中，黄俊杰任主裁。周伟新
为了赌球赛前给黄俊杰打电话，
让黄俊杰让深圳先开球，然后他
在下注获利22万元
港币后，分给黄
俊 杰 1 0 万 港
币。

“黑哨”有多种，难逃一个钱字

黑金
链条

足协官员作恶，一路畅通无阻
在这次打假反赌风暴

中，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谢
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
官被一锅端。身为足协高官，
他们一旦参与假、赌、黑，往
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这些高官中，涉案俱
乐部最喜欢找的人就是南
勇，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勇胆
子大，而且在足协还有一定
的权威。

当时，如果上海中远战
胜天津泰达队夺冠，那么泰
达队就将降级，而根据当时
特殊的积分方式，深陷保级
圈的重庆力帆队只有输球才
能完成保级大业。为了避免
发生输球保级的世界级笑
话，一番“密谋”之后，最终南
勇去了上海，帮忙做国际的
工作，希望他们能有所牺牲。

而杨一民则跑到深圳，为上
海申花颁末代甲 A 奖杯。

最终的结果是，南勇和
杨一民不仅拿了钱，还保住
了政绩，继续他们此后在足
协的仕途。当时力帆俱乐部
就有人说：“他们之所以未能
保级，完全是足协领导一手
操作的。”

足协官员操纵比赛的最
简单办法就是在比赛中委派
自己信得过的裁判。有人介
绍说，足协官员给裁判下指
令存在着很多玄机，“如果足
协领导告诉执法裁判，这场
比赛要做到公平、公正，那就
是暗示裁判要偏袒客队；而
如果足协领导告诉执法裁
判，要照顾好主场球迷的情
绪，确保赛场安全，那就是暗
示裁判要偏袒客队。”

掮客出没，左右逢源层层盘剥

假赌黑反思录

从已经公布的案情我
们不难发现，在假、赌、黑

运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所
有的交易都是由交易

双方直接完成的。据
了解，大部分案件

都 是 由 交 易 双
方 通 过 中 间

人 来 完 成
的。而因

为 有

了中间人的介入，难免会出
现利益遭到中间人层层盘
剥的现象。

2006年，广药俱乐部收
买浙江绿城队球员一案就
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场
假 球 的 起 因 仍 然 是 冲 超 ，
2006赛季第19轮前，两队分
列二、三位，广药为了主场
取胜，萌生收买对方球员的

想法。时任广药副总
的杨旭打电话找到了
他的朋友范广鸣，后

者在中国足协工作，人脉很
广。

不过，范广鸣也不认识
绿城球员，他只能再次曲折
联系其他中间人，并通过中
间人找到了绿城球员沈刘
曦和胡明华。当时，中间人
以8 0万的价格说动了沈刘
曦，而等到中间人联系到范
广鸣时，价格涨到了100万，
而等到范广鸣联系到广药
俱乐部的杨旭时，价码已经
涨到了150万。

比赛结束，广州如愿取
胜。之后，范广鸣拿到25万
后，其他的钱都被中间人
瓜分，而沈刘曦和胡明华
并未分到赛前承诺的 8 0
万，而是 6 7万。赛前层层
加码，赛后又层层剥皮，

这都是掮客做的事情。
据了解，为了保证安全，

这些中间人在联系的过程
中，基本都不见面，而仅仅以
电话联系的方式来完成。

据知情人介绍，因为有
利可图，很多曾经在足球圈
内混过的人都非常愿意做
中间人，以坐收渔翁之利。
而因为身份的原因，足协官
员、裁判员以及退役的球员
都是做中间人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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