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 2012年2月5日 星期日
编辑：王封 美编：石岩 组版：五军

爱运动·大看台

“管办分离”
真的能够实现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胡建明

中国足协有关“管办分离”的一纸草案，甫一公开便引来口水横飞、“板砖”无数，“在
中国，做点什么事儿都特别难”，这一事实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为什么足协乃至国家体育
总局的努力总会被认为只是一种敷衍？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中，“管办分离”真的能够实现
吗？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壤之中，不能诞生“必须实施管办分离”的强烈诉求？下面我们结
合欧美、日本足球联赛的开展情况，尝试着分析一下“特定的环境，产生了特定的中国足
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最为关心的其实是“如何攻玉”。

在欧美发达足球国家，也大
都有着类似于“中国足协”这样全
国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其名称叫

“足协”或者“足总”、“职业大联
盟”，不一而足，只是他们的这种
机构是纯粹的行业协会，而没有
半点儿“官方性质”——— 事实上，
在他们的社会中，什么事情一沾

“官方”，反而不好办，因为“官方”
花的钱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办任
何事情都要接受国会、议会的制
约——— 所谓“无官一身轻”，欧美各
国的“足总”或者“足协”，在处理上
下级协会或者兄弟国家(地区)协会
之间的关系时，总能表现得理智、
克制，按照规律办事，“分权”和

“集权”都能有序进行，其内部洋
溢着一股浓厚的商业契约精神。

在广受中国球迷喜爱的英超
联赛之下，有英足总管辖的 7 个
级别赛事，再往下则有地方足协
管理协调的 17 级业余和草根联
赛作为支撑，我们可以说足球之
花遍开英伦。草根球队从底层打
拼向上，遇到不同级别赛事均有
明确的准入规范和退出标准。足
球管理机构一是执法监督，二是
体系管理。如此看来，英足总就像
是个小政府，办事效率之高低、行
文手续是否便捷，直接影响民间
球队成立与发展难度。

而意大利联赛最初在北方形
成规模，发展至今，意足协和职业
联盟管理的联赛共有 10 级，其中
作为金字塔基之一的第 8 级联赛
囊括 1668 支球队，比赛组织与协
调全仰赖地方足协管理。成绩出
众的民间球队若能从底层注册打
拼后升入第 5 级别联赛，地方足
协便将其送至意大利足协管理之
下，让其继续进步。

英、意足球联赛建制完备、层

级较多，德国、西班牙则奉行平面
管理，强调州府自治。在德国现有
的 7 个联赛级别中，制度的核心
活力在于第4和第5级别联赛，这
里球队最多、赛事最多，由各州足
协平行管理安排，各州制定自身
辖区的联赛体系后只需将冠军送
入全国足协赛事体系里，并接
纳退出全国体系的球队，其余
在州内体系循环运转，便可完
成交接，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
权上各司其职。西班牙第4级别以
下皆为业余和草根，此级别乃承
上启下的关键，菜鸟球队在此既
可开启转职业化大门，也可赢取
国王杯参赛资格。

处理中央与地方足协关系最
有创意的还是巴西。巴西不仅有

全国范围内的“大”联赛，各州也
创立了自己的“小”联赛，州里踢
得好的球队同时要参加全国赛
事。巴西足球这种双重金字塔体
系层级门槛低，球队纵向流动机
会多，给足球人才提供了改变命
运的捷径，培育了无数足球天才。

中国足球难，难就难在
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肚子的
委屈、都想向别人倾诉，但归
根到底我们却找不着或者说
不愿意正视问题的根源。如
今媒体、球迷抱怨球员拿着
高薪不出成绩；球员抱怨退
役之后没有归属感；俱乐部
抱怨中国足协瞎胡闹；中国
足协抱怨自己的一片苦心总
被曲解……事实上，现阶段
的中国足球界，根本不可能
有真正的“管办分离”，在中
国的普通民众之中也没有

“自发成立职业联盟，全力维
护自身利益”的习惯和传统。

欧美足球发达国家，再
加上亚洲的日本、韩国，为什
么其足球可以形成如此繁荣
的局面？这与其社会形态有
着必然的联系，这些国家在
经济上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
济准则，由此形成了发达的
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社会，足
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在这
些国家自然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以英国为例，英国 19 世
纪便开始出现足球俱乐部，
各级足球联赛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由自主成立的足球俱乐
部组成并按照民主政治的原
则成立管理机构维持运行
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
球已经像文化、娱乐等其他
产业一样，成为一个巨大产
业，足球的商业化历程与钢
铁、金融等并无太大区别，在
这个产业链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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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人等一系列参加者，球迷
作为消费者也就真正成为俱
乐部和球员的“衣食父母”。

而在中国，足球和其他体
育项目一样，虽然重要，但对
于自身来说却远远不是必须
的，体育主要是一项为国争光
的事业，是代表国家、民族的
载体，它必须要为国人去争取
金牌、争取荣誉，否则便没有
存在的必要。在这种观念的支
配下，足球原来由政府一手操
办，其后虽然有了所谓的职业
化改革，但其实质大家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无论前几年
的“国企足球”还是近几年的

“房地产足球”，投资足球的企
业都有着形形色色的利益诉
求，这本身便与体育精神背道
而驰。

如如果果按按照照少少数数情情绪绪过过激激
者者的的主主张张，，中中国国足足协协彻彻底底与与
国国家家体体育育总总局局剥剥离离关关系系，，只只
是是作作为为行行业业协协会会而而存存在在，，那那
么么在在中中国国他他还还有有什什么么力力量量去去
约约束束各各家家俱俱乐乐部部？？他他还还有有什什
么么能能耐耐去去协协调调各各地地的的公安、
宣传、消防等部门组织职业
联赛？我们可以预见，果真足
协与足管中心“彻底分家”，
中国的各级职业联赛则马上
陷入崩溃，或者进入更大的
混乱之中，届时联赛即便苟
活，也将很快沦为商业巨头
的“内部行业比赛”。

从欧美乃至日本的经验
来看，足球联赛的商业化运
作只能在这一运动有了广泛
的参与基础情况下，才会逐
渐产生萌芽。而中国的现实
情况却是，即便有了从上至
下的大力推动，我们的校园
联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流于
形式，足球对于大多数家长、
学生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
情，足球联赛对于很多民众
来说也是事不关己，在这种
情况下还想着实质性的“管
办分离”，简直无异于痴人说
梦。只有足球在中国真正深
入人心了，资本才会主动寻
找这块市场，届时才有可能
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
赛”、“职业联盟”。

改革之难：

路在何方

欧美体系：“分”“集”有序

如果说欧美发达足球国家
距离我们太远的话，那么近邻日
本的改革对于中国足球界而言
应该说很有借鉴意义。中国与日
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
进行职业化改革的，十余年的时
间过去了，我们曾经走在同一条
路 上 ，却 到 达 了 不 同 的 终 点
站——— 日本国家队已经由当初
的亚洲二流跻身世界二流，中国
国家队则由原来的亚洲准一流
变成了亚洲不入流。

相关回忆文章显示，中国与
日本均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
会之后着手制定足球改革计划
的，中国的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
改革”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
业化改革”，召开了“红山口会
议”，这也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标志
性事件；而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
性事件则是川渊三郎的辞职，川
渊三郎原来在日本足协任职，其
作用大体相当于郎效农之于中国
足协，因为屡次向日本足协提议
改革联赛体制却不被采纳，川渊
三郎愤而辞职，出走民间，联合部
分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
联赛，并在一次“民选”中当选联
盟主席。

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
部利益明晰，日本 J 联赛搞得非
常红火，在川渊三郎辞职三年多
之后，日本足协放下身段将其重
新请了回来。川渊三郎在日本足
协由原来的干事变成了后来的副
主席、主席，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
内推行自己的足球改革计划。目
前，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
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赛
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
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
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
等自发组织。在一般情况下，日本
足协不能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
经营等具体事务。

J 联赛虽然每年要向足协缴
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 J
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保护球员利
益、尊重俱乐部利益等原则产生
的，可以说深得人心，其生命力自
然也就异常顽强。而中国的所谓
职业联赛，则产生于自上而下的
一股推力，先天性地就不会把俱
乐部的利益、球员的利益摆在前
面，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
我们的联赛随时要为国字号球队
让路、为何中国球员从内心深处
缺乏一股归属感了。

中日对比：“同”途“殊”归

让职业联赛真正职业起来需要做很多事情。（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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