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乱象丛生，

篮协责无旁贷
篮协“和稀泥”式的拙劣表演，在

马丁出逃事件中已经彰显无遗。
本赛季中段，因为同新疆队关系

僵化，马丁提前解约归国。春节期间，
马丁绕过中国篮协，直接从国际篮联
得到了澄清信，进而同洛杉矶快船签
约，在 NBA 成功再就业。中国篮协拦
截失败的原因说来搞笑，国际篮联发
来的征询意见函，因为篮协工作人员
正值春节假期，没有能及时回复。最
终，国际篮联按照中国篮协默许予以
了处理，对马丁开了绿灯。

马丁“暗度陈仓”，让篮协颜面尽
失。CBA联赛前制定的“前来参加CBA
的现役NBA外援必须效力满一个赛
季，不能在中途参加其他任何国家和
地区的篮球联赛或比赛，除非有中国
篮协的澄清信”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篮协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尽管中国篮
协事后也做出了一番补救，但终究都
显苍白无力。

此事一出，篮协立即成为众矢之
的。有人嘲讽篮协自作自受，“难道国
际篮联的澄清信是在大年廿九准时寄
到篮协的？就算是第一天放假寄到，等
七天也是上班第一天后才会过期？篮
协是放假时间长，还是处理事情效率
太低呢？”

也有人直言篮协对马丁的约束，
本身就是霸王条款。“马丁是被新疆队
裁掉的，而不是自己主动要离开的，有
没有考虑过人家的利益，而且易建联
可以随便离开 CBA，让外援心里作何
感想？”

球迷的揶揄，毕竟改变不了马丁
离去的事实，中国篮协的软弱遗留给
联赛的乱象，短时间也无法得以消弭。

围堵事件，再次将中国篮协推向
了风暴眼，这一次，从篮协得到的答复
依旧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相关人士指
出，篮协对山西的处罚确实不足以服
众。山西主场本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
闹事，情节不可谓不重，是在处罚规定
的范围内，最终也是被量以轻刑，“只
花 6 万就可以中断比赛，袭击客队，违
规成本之低，造成影响之坏和付出代
价之少，令人咋舌。”

可以说，本赛季 CBA 联赛一再乱
象丛生，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篮协，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生常谈，

职业化在何方
联赛之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

国篮球伪职业化的恶果。篮协职责的
不明确，以及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决定
了 CBA 在成长过程中，伪职业化之痛
定会时时隐现。

太原球迷的围堵，除了裁判因素
不提，现场安保与赛后疏散的混乱是
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体制更为成
熟的大洋彼岸，这类问题都归属于场
馆运行不得力。场馆运行不力，观众与
球员分流出现了不合理，才导致情绪
激动的球迷滋生了围堵事件。

李元伟时代，曾以“北极星”计划
为目标，设定了中国篮球的职业化蓝
图。按照李元伟的计划，2012 年已是
蓝图第三阶段的开端。在这个阶段，
CBA 完成了产权转变，成立了 CBA
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电视公司和销
售公司，并控制所有使用的体育场馆。
不过李元伟三年前已经卸任，所谓的

“北极星”计划也早已灰飞烟灭，“李元
伟这样宏图大业的领导，尚且不能推
行自己的理想，何况如今？”

所以，摆在球迷眼前的，依旧是一
个被各种问题和困扰包围的CBA联
赛，里面掺杂着政治因素、行政因素、
地域因素，甚至感情因素。篮协的负责
人，不但是联赛的组织者、规则的制定
者，还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多重大权于
一身，让权力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与制
约。对中国篮协而言，CBA 联赛也并
非篮协唯一的工作重心，整个联赛职
业化，或许比不上对上级的责任重要。
以争取国家荣誉为主要职责的大体
制，决定了篮协并不会将联赛的市场
营销与社会价值凸显在一个非常高的
位置。

正如资深篮球人士杨毅所言，“这
就是CBA的现实……观众扔瓶子而造
成比赛中断，只在山西发生过吗？至少
半数以上的CBA球队，都存在着场地
运营上的隐患以及各方面的不职业，
大多数球队里专业性管理人才严重匮
乏。这又不只是CBA的现实，体育的一

角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
文化现状。不少30年前修建的场馆很
难改造和实现人员分流；浮躁、易怒、
地方保护、公众素质，都能清晰地体现
在每个舞台上。”

前车之鉴，

莫蹈中超覆辙
“炮轰体制，是一件绝对痛快淋漓

的事情。改变体制，是一件绝对痛苦又
艰难的事情。”缠绕在CBA联赛身上盘
根错节的关系网，让CBA职业化变得
举步维艰。如何在职业化的前路上少
犯些错误，步伐稍快的中国足球，至
少能提供一些前车之鉴。中国男篮
的成绩，要比中国足球好，加之CBA
这块“蛋糕”始终不大，篮协的受关
注度远不如足协。曝光率相对较少，
让篮协的更多问题藏在了不易被察
觉的地方。

随着中国男篮成绩一路下滑，外
界问责声骤起。加之更重视市场的民
营资本，逐渐在中国篮坛唱起主角，篮
协与俱乐部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
于是，曾经在足球领域发生的很多问
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篮协身上。在
大环境的变动下，篮球进一步职业化
是大势所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
篮球需要以足球为借鉴，总结足球走
过的弯路，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退一步讲，类似于山西球迷的围
堵事件，在足球赛场早已不是新鲜事，
重典予以警示，并不为过。之前有中超
球队在参加亚冠时，球迷拿激光笔照
射裁判以及客队球员，亚足联随即对
中超球队进行了处罚，足协也马上跟
进，球迷不准在比赛中使用激光笔，而
时至今日，马布里在太原被激光笔骚
扰，依旧没有下文，被动处事，成为中
国篮协的一大顽疾。

值得篮协借鉴的不只中超，NBA
也是鲜活的榜样。一向以服务球迷为
人称道的NBA，对闹事球迷的处罚极
为严格。按照美国法律，往球场上扔东
西的球迷会以轻罪被起诉，并可能被
监禁90天，或罚款1000美元，此外还会
被禁止到现场看球。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多
事之秋的CBA联赛，如何化祸为福，考
验的不仅是篮协，还有我们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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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伪职业化下的管理困境
CBA乱象深度分析
本报记者 刘伟

中国篮协的管理往往是马后炮。

山西球迷围堵北京大巴事件，将中国篮协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谁都知道这
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围堵最终以篮协“和稀泥”的解决办法，暂时得以缓和，不过 CBA 联赛的乱象，绝非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般，能被彻底根治。作为联赛主管的中国篮协，除了要更严肃、认真
地担当起责任，“伪职业化”的CBA理应更深刻地反思。

对于CBA的现状，球迷不买账。

裁判的判罚屡屡引起媒体的质疑。

大牌们总是不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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