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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谁来斩断伸向足球的“黑手”
让足球彻底“职业化”

中国足球界假赌黑
问题，目前业已大白于
天下，很多中国球迷将
中国足球水平低下的原
因全部推到这上面，认
为“就是那些丑陋现象，
祸害了中国足球”。其实
这种观点有失公允———
假赌黑问题是击垮中国
足球的一记重拳，但绝
非中国足球的病根。有
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赌球
问题，中国足球就有望
获得新生。这其实是一
种 廉 价 的 乐 观 主 义 情
绪，也是一种简单化的
思维。远如意大利、德
国，近如韩国，近些年来
均曾出现足球丑闻，为
何他们的足球还能蒸蒸
日上，咱们的足球却是
每况愈下呢？一个真正
的区别便是，人家那是
职业联赛，我们的中超
虽然也叫这个名字，却
是“伪职业化”的。

有职业化的规则，
却没有人去执行；有监
督机构，却从来没有起
到过作用；有合同文本，
却没有照办；甚至连俱
乐部与俱乐部之间，都
可 以 在 赛 前 协 议 比
赛……凡此种种，哪一
点称得上是职业化呢？
当我们的职业俱乐部投
资者们总在埋怨中超联
赛的环境不好、只能赔
本赚吆喝的时候，他们
有没有想过，自己对俱
乐部的管理是专业的还
是业余的？说到底，以往
的中超联赛就坏在伪职
业化上，一群自以为是
的管理者拿着职业化的
章程，却在干着半职业
化或者业余化的活，这
样的联赛自然搞不好。

管理不到位，体制
局限，政企不分，管办不
分，中国足球一切美好
的 规 划 都 成 为 一 纸 空
文。推行职业化这些年，
中国联赛俱乐部的数量
忽多忽少，除了顶级联
赛之外，对次级联赛的
建设几乎放任不管，导
致假球、黑哨满天飞。在
联赛的升降级问题上经
常朝令夕改，甚至出现
过联赛进行中途修改升
降级制度这样极不严肃
的事情。而在联赛的准
入制度上，中超联赛当
年的准入制度几乎形同
虚设，现在还有几家俱

乐部拥有7块草皮训练
场？还有几家俱乐部拥
有 自 己 完 整 的 梯 队 建
设？即便曾经要求的百
万元联赛保证金现在也
早已没有了下文。而冠
名费几乎成为中超俱乐
部 目 前 最 大 的 一 笔 收
入，俱乐部的品牌效应
更是无从谈起。俱乐部
已经成为投资人的个人
兴趣爱好，甚至成为投
资人借机牟取其他暴利
的一个载体，正因为这
样，我们才对国企足球
俱乐部、房地产企业足
球俱乐部有着深深的担
忧。

反观足球发达国家
以及我们的近邻日本、
韩国，他们的足球是怎
么形成如此繁荣局面的
呢？足球在那里已经像
文化、娱乐等其他行业
一样，成为一个巨大产
业。在这个产业链中，俱
乐部就是企业，球员就
是员工，此外还有电视
运营商、赞助商、经纪人
等一系列参与者。在意
大利，足球产业早已被
称为“无烟工业”并进入
十大产业之列。足球是
具有相当商业价值的东
西，每个从业者都可以
从中获得收益。而国家
除了必要的国际比赛组
织队伍外，根本就不会
给足球什么投入。在我
国，足球始终有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之嫌，这就
使得中国足球先天性地
存在“监管难”的问题，
也是早年间众多“关系
球”、“默契球”出现的根
源。正因如此，最初中国
足协对类似情况才一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了，后来假赌黑问
题 侵 蚀 中 国 足 球 的 肌
体，一些足协大员不仅
不予以制止，反而同流
合污从中渔利，他们现
在受到惩处当然是罪有
应得。

由此，我们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中国足球
要想真正强大起来，要
想实现真正的职业化，
还 有 很 长 的 一 段 路 要
走。是否真正职业化，有
一个标尺，那就是一个
国家的足球产业到底处
于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水 平
上。

“管办分离”势在必行

我们都知道亡羊补
牢的道理，警方这一次
帮助中国足球界“捉了
狼”，但不能够永远帮足
球、帮中国体育界站岗
放哨。自己的事情还得
自己办，在中国体育界，
中国足球率先一步进行
大规模的反腐，这并不
见得完全是坏事，先行
一步便有了先一步健康
发展的机遇。体育主管
部门应该做好公安机关
不可能代理的工作———
建立足球健康发展的新
秩序，按照足球运动规
律制定规章，严格监管，
给 公 众 一 个 满 意 的 交
代，这就涉及到管办分
离的问题了。

最后一个阶段，无
论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鹏、副局长蔡振华还
是足管中心主任韦迪，
均提到了“管办分离不
仅要进行，而且要加速”
的问题——— 足管中心、
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套
班子，管办一体的弊病
已经广为人知——— 其实

“管办分离”早就不是一
个新鲜话题，为什么实
施起来却这么难？这主
要涉及权益及体制两方
面的问题。

2 0 0 6年，为了顺应
职业联赛的发展潮流，
中超公司应运而生。这
是一家从福特宝公司分
离出来的另一个公司，
负责中超联赛的经营运
作，性质跟福特宝完全
一样。据悉，中国足协是
该公司的大股东，占有
3 6%的股份，1 6家中超
俱乐部各占4%的股份。

中超公司说白
了就是足协为
了“顺应改革
潮 流 ”— ——
2004年徐明、

张海等人“七君子”逼宫
事件，事实上就是俱乐
部方面看清了商业运作
的奥妙、看到了联赛带
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从
而想分吃一杯羹。足协
从中已然看到了俱乐部
的力量——— 将部分权利
分给俱乐部而组建的，
但实际上大权还是被足
协掌控。中超公司在创
立之初一度十分火爆，
但公司每年分红寥寥无
几，分到每家俱乐部头
上仅有二三百万元人民
币，而且有时候俱乐部
拿到的还只是实物而不
是现金。比如有一年，某
啤酒品牌冠名中超，年
底结算时，中超公司便
把啤酒作为分红的一种
送给各家俱乐部，北方
一家俱乐部就把这批啤
酒放到仓库中，还没等
他们给员工分发，这些
啤 酒 居 然 就 过 了 保 质
期。为什么中国足协始
终不愿意放权？原因很
简单，如果足协充分下
放经营权，那么足协的
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
受到极大的削减。

经营权尚且如此，
体制方面的改革自然就
更难了。在现有体制下，
即便各家俱乐部真的成
立了职业联盟，这个联
盟没有了官方的背景，
还能够组织、协调各个
职能部门一起为联赛的
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吗？
答 案 自然是否定的。我
们说中国足球的事情，
改革艰难，主要指的便
是这个。如果在体制方
面没有新的尝试，没有
新的突破，今后的中国
足 球 便 仍 然 难 言 职 业
化，也难以避免会继续

“跑偏”。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防微
杜渐

此次的“足球大审判”不仅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审判，也对过去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
的自我监督约束机制敲响了警钟。

谢亚龙和南勇都是一度深得信任才来到足协的，给人以冠冕堂皇、正气凛然的印象，
属于在足球不景气之际被寄予厚望的干部，他们不可能不懂得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明知
故犯，显然是心存侥幸。由此看来，指望官员“自己约束自己”显然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从内
心深处摒弃对“人治”的推崇，从现在开始，便坚信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要想防患于未然，从根源上斩断中国足球界的“黑色利益链”，我们首先要还原足球
的本质，不让它承受太多的压力；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将职业化改革推到深处、进行到
底；最后则是逐步推进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一点反过来又能为职业化足球顺利发展
保驾护航。

假赌黑反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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