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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为何要做“无名之辈”？
樊振东、陈梦等球员退出世界排名背后的利益博弈

记者 尹成君 报道

为何“退出世界排名”？

去年12月31日公布的最新一
期国际乒联世界排名中，已经看
不到樊振东与陈梦的名字，与他
们一同退出排名系统的，还有马
龙，只不过这名年逾三旬的老将
没有用社交媒体发声而已。

对于这几名在世界乒坛功勋
卓著的名将退出世界排名，很多
乒乓球运动员都表示了支持，波
尔与奥恰洛夫在第一时间向他们
表达了祝福，高茨和勒布伦兄弟
则对WTT规则同样表示质疑。

WTT的中文全称是世界乒
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际乒联在
2019年创办。此前，绝大部分的乒
乓球国际赛事都是由国际乒联直
接组织举办，在成立WTT后，这
个国际乒联的旗下组织就成为了
举办比赛的机构，旨在提升乒乓
球的商业价值与竞争力，其作用
与网球的ATP与WTA一样。

这也是乒乓球职业化、商业
化的一大举措。网球在这方面已
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乒乓球也想
紧随其后，一方面让知名球员继
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用
更多的比赛，让后起之秀得到锻
炼 并 体 现 自 身 的 经 济 价 值 。
WTT的董事会主席，正是中国
乒协主席、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
刘国梁。

WTT赛事也并不是因为创
立了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后才凭
空出现，它的前身是国际乒联年
度系列公开赛，在中国、瑞典、日
本、卡塔尔等地都有固定的国际
公开赛。WTT创立之后，这些公
开赛转由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经

营管理，并且继续与国际乒联
世界排名系统挂钩。如果一名
运动员不参加WTT赛事，那么
将被“零赋分”，在世界排名上
就会很吃亏，从而一落千丈。因
此，樊振东、陈梦和马龙三名老
将提出因个人意愿退出世界排
名，实际上是很委婉地拒绝参
加WTT赛事。

更让这几位名将不能接受的
是，WTT规则中的一项条款将在
2025年开始正式施行。这就是在
每年年初球员需要制定一整年的
比赛赛历，并根据自己的赛历参
加各项比赛，如果届时退赛，或者
不参加WTT系列赛事却同一时
间参加其他机构主办的比赛，那
就要面临罚款。樊振东他们正是
无力支撑频繁的比赛，且从内心
中不情愿这样被罚款，因此宣布
退出世界排名的。

好心为何办成“坏事”？

对于樊振东、陈梦的微博内
容，WTT在第二天也正式予以了
说明。其主旨为：罚款的这项条款
不是最近才颁布，并且规则具备
公平性，以维护竞争平衡。

对此，樊振东在仔细阅读后
再用一条微博进行了回应，他说：

“处罚不参赛球员的相关内容具
体何时首次出现，我不确定，但确
定此前从未被官方告知过退赛要
罚款，个人猜测是因为今年（2024
年）年底以前WTT尚未形成完整

赛历。我本人是上周接到的正式
通知，说明今年起WTT会严格执
行最新颁布的处罚规定。本周一
收到文件，当天即签名上交。”

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此前
未被告知这项罚款规则，而自己
在了解之后，第一时间就作出了
决定，既尊重WTT，也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

WTT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既然要把乒乓球职业化和商业
化，那么相应的措施绝不能少，
才能保证国际乒联、观众、赞助
商、转播商各方的利益不受到损
害。试想，如果一名影响力巨大
的球员频繁退赛，那么大家会满
意吗？

只不过乒乓球目前还不是足
球、篮球以及网球这样全球商业
化高度发达的赛事。世界乒坛的
上层结构在中国球员这里，大部
分观众也是中国球迷，而大家其
实更看重的是奥运会、世锦赛、亚
运会乃至全运会。网球大满贯冠
军包括澳网、温网等分站赛事，而
球迷口口相传的乒乓球大满贯冠
军可就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
杯以及亚运会等等，谁又会把一
个WTT分站赛冠军的头衔看得
很重？

但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乒
乓球职业大联盟中的一员，就得
按WTT的规则办事，樊振东他们
也是严格遵守国际乒联和WTT
的要求，通过正式程序递交了申
请书，并得到了批准。

正向激励岂不更好？

从WTT公布的2025赛历来看，
今年乒乓球赛事十分频繁，1月6日
进行的WTT多哈球星挑战赛将拉
开新一年WTT赛历的序幕。除了
WTT球星挑战赛、常规挑战赛以
及WTT支线系列赛和青少年系列
赛，今年还将首次举办4站WTT大
满贯，以及6站WTT冠军赛和赛季
末的WTT总决赛。

2025年的首场WTT大满贯
赛将是1月30日至2月9日进行的
新加坡大满贯赛，另外3站大满贯
赛举办地也已确定：7月3日至13
日举行的美国大满贯（拉斯韦加
斯，这也是WTT大满贯赛第一次
登陆美洲），8月14日至24日进行
的欧洲大满贯（瑞典马尔默），以
及9月25日至10月5日举办的中国
大满贯（北京）。

除了最高级别的大满贯赛事，
今年还将在亚洲和欧洲举办6站
WTT冠军赛。首站是3月11日至16
日进行的WTT重庆冠军赛，接下
来是4月1日至6日举行的仁川站。
下半年，日本将于8月7日至11日首
次举办WTT冠军赛，中国澳门将
于9月9日至14日连续第四年举办
这一赛事。随后，WTT冠军赛将从
亚洲转场到欧洲，分别是10月28日
至11月2日进行的蒙彼利埃站，11
月4日至9日举办的德国站。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球员来
说，今年还要穿插世界杯、世锦赛

以及全运会等重量级比赛。这些
赛事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无疑是宝
贵的财富，他们可以在不断的征
战中以赛代练，提高自己的水平，
但是对于30岁上下的老将来说，
则显得过于密集，再加上奥运年
让他们身心疲惫，今年又马不停
蹄地参加这些高强度赛事，的确
吃不消。其实他们也并不想完全
弃赛，而是希望有选择性地进行
比赛，而WTT的罚款措施，直接
让老将们动了退出的念头。

现在的疑问是樊振东等老将
还能重新回到国际赛场吗？答案
是肯定的。中国乒协主席、WTT
董事会主席刘国梁也就樊振东等
球员的决定发声，他十分中肯地
承认了WTT规则的不合理之处，

“我也觉得，WTT强制参赛、赋零
分、罚款等规则确实值得商榷。这
些行为会对运动员造成巨大压力。
我认为WTT应该给这些老运动
员、功勋运动员设立‘参赛豁免
权’，同时为积极参赛的年轻运动
员设立‘奖金池’，用正向激励的方
式，引导运动员投入到比赛中去。
在任何项目的发展中，运动员都是
最宝贵的财富，值得好好珍惜。”

据了解，中国乒协一直在遵
守规则的前提下，积极与国际乒
联和WTT保持沟通协调，推动竞
赛规则的合理调整，确保运动员
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对于樊振东等球员能否重回
国际赛场，刘国梁表示：“以马龙、樊
振东、陈梦三个人的成就和贡献，
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用
外卡身份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

自此，“退出世界排名”事件
也暂告一段落，经历此次事件，期
待国际乒联和WTT也会反思与
积累，让乒乓球运动在更加繁荣
的路上前进。

2024年岁末，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的一则微博在平静的世界乒坛激起了涟漪。在微博中，樊振东表
示自己在征战奥运会后身体疲惫，无法频繁参加WTT组织的各项赛事，为了避免被罚款，因此退出世界乒坛
排名系统，几个小时后，陈梦也以相同的原因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知名球员退出WTT大赛体系，让球迷很不满意，也让国际乒联损失很大，如何应对，到了考验国际乒联
智慧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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