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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不负责任的质疑

中国体育界多年来一
直奉行“举国体制”，强调

“金牌第一”，为了迎合社
会和市场的需要，才先后
在足球、篮球等项目上推
行所谓的“职业化改革”，
三大球就这样成为了中国
体育界改革的“试验田”。

男足历史性地闯进
2 0 0 2 年韩日世界杯决赛
圈、女足获得1999年世界
杯亚军；男篮在 2 0 0 4 年、
2008年两届奥运会上接连
杀入八强；女排获得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冠军，这应
该是这十余年来中国三大
球取得的最为显赫的成
绩，但这些成绩似乎均与
职业化改革关系不大。

男足、女足、女排取得
的成绩，依靠的恰恰都是

“举国体制”末期培养的那
批运动员；男篮的成功更
多地应该归功于姚明的横
空出世，而且奥运会八强

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也算
不上实质性的突破。三大
球改革后成绩一般，争议
却是不少。一些原本不属
于体育范畴内的问题逐渐
凸显，甚至上升到了法办
的程度。

始于 2 0 0 9 年秋天的
中国足球界“反赌风暴”，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两
任足协掌门人谢亚龙、南
勇，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和
蔚少辉等一批足协中层，
以前“金哨”陆俊为代表的
多名裁判，以申思、祁宏为
代表的多名球员，以成都
谢菲联、青岛海利丰为代
表的俱乐部都牵涉其中。
一时间足球圈给人一种

“蛇鼠一窝”的坏印象，很
多人开始把不满发泄到职
业化改革上。认为中国三
大球失利的最大原因，就
源于职业化改革的“不断
侵蚀”。

伦伦敦敦奥奥运运会会，，在在遭遭遇遇重重重重阻阻力力之之下下，，

中中国国代代表表团团依依然然创创下下了了海海外外作作战战的的历历史史

最最佳佳战战绩绩。。

在在一一片片鲜鲜花花掌掌声声中中，，三三大大球球变变得得有有

些些孤孤单单落落寞寞。。诚诚然然，，夺夺取取如如此此多多的的成成绩绩离离

不不开开““金金牌牌战战略略””的的功功劳劳，，但但是是就就此此质质疑疑

中中国国体体育育的的职职业业化化改改革革过过程程，，则则显显得得有有

些些画画蛇蛇添添足足。。

因因为为项项目目的的特特殊殊性性，，““金金牌牌战战略略””和和

职职业业化化改改革革其其实实可可以以并并行行不不悖悖。。三三大大球球

萎萎靡靡不不振振，，并并非非因因为为没没有有坚坚持持金金牌牌战战略略，，

恰恰恰恰是是因因为为““伪伪职职业业化化改改革革””造造成成的的。。

本报记者
李志刚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中国
非常有群众基础的“三大球”，被认为
是“投入偏大但见效缓慢”的项目。于
是在“奥运战略”的指导下，三大球以
及其他集体项目或解散，或推给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大球是“被
迫”而不是“自发”进行改革，是为了“生
存”而不是“发展”才进行改革的。正因为
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
中国三大球才更多地流于形式。

从足球项目上看，在1994年职业化
前足协最高注册人数达到65万人，2001
年冲击世界杯成功前后是18万人。而
现在，是3万多人，位于秦皇岛的中国
足球学校，女生数量从最多时的150人
降至50人。有“足球之乡”美誉的上海
市杨浦区每年只能招到几个青少年女
足选手，一些省份女足干脆是“白板”
一块，在国际足联的报告中，中国女足
人数仅为4000人。

篮球方面，男篮CBA联赛的规则
几乎是一年一变，让人们无所适从，几
乎每年的CBA季后赛，都会发生这样
那样的丑闻，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
男篮的事儿，一点也不比中国男足
少”，女篮联赛则由于无人赞助成了男
篮联赛的“搭售产品”。

排球方面，虽然我们也有中国男、
女排联赛，但各家俱乐部商业运作程
度低，球员的精力都放在备战全运会
上，排球女超联赛由于资金紧张，连主
客场都“打不起”，中国排协数据显示，
当前国内正式注册的女子排球职业运
动员不足400人，而国内排球联赛甲组
有12支队，加上6支乙组队，总共18支
队伍，每个队伍即便算上满额18人，也
就只有324个人可选，其中还有青年队
队员，国家队真正能挑选的范围也就
在200人左右。

改革，怎么改成了这个样子！

改革从未彻底过

必须发展三大球，在中国已经达成
了共识，但如何发展三大球，却依然存
在疑问。不少人认为，既然改革之后现
状惨淡无比，那么中国的三大球应该尽
早回到“举国体制”的老路上。

事实上，这条路绝对走不通，如果
真的走了“回头路”，中国三大球势必会
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深化改革、推行
实质化改革而不是伪职业化改革，方是
中国三大球的唯一出路。

不同的运动项目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而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三大球的特
点和国际化程度决定了它们不能走举
重、体操、乒乓球、射击、羽毛球、跳水等
项目的“举国体制”发展道路。从经济角
度看，三大球是投入大、产出小、周期长
的运动项目，因此不能依靠国家财政投
入，用纳税人的钱维持联赛的庞大开
支，只能依靠市场解决；从提高竞技水
平看，国际经验证明，年轻球员每年打
80到 100场高水平比赛，才能迅速成
长，而我们国家队集训满足不了这样的
要求，必须由联赛来提供；从青少年培
养看，传统的人才培养输送体系，也就
是专业体制的萎缩是必然的过程，真正
解决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问题，必须依
靠社会化途径。

但是，为何早就推行职业化改革的

三大球屡屡受挫？事实上，这不是推行
职业化改革的错，而恰恰是“改革不彻
底”或者说“伪职业化改革”造成的。以篮
球、排球为例，现在我们大多数所谓的“职
业俱乐部”，背后都还有各地体育局的影
子，这些俱乐部队伍参加联赛的一个重
要目的，就是练兵备战全运会，这其实仍
然是“金牌策略”的思维在作祟。

即便以足球而论，我们走的也是一
条行政控制的畸形发展道路，国家体育
总局足管中心与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
套班子便是明证。过于强横的行政力量，
过多的行政干预，而且没有一个法律规
定的边界，很快便扭曲了市场的信号，也
扭曲了市场的行为。各个俱乐部搞足球，
不是为了振兴足球，扩大市场，增加自己
的盈利，而仅仅是为了给自己企业做广
告，显示自己企业的财大气粗，或者干脆
就是完成上级的任务。各个巨无霸式的
大型国企、房地产私企，跟足协的行政权
力畸形结合，垄断了足球高端市场，把各
级职业联赛彻底变成“金钱的游戏”。最后
导致球迷越来越失望，足球市场越来越
狭小，足球圈内部的人“自得其乐”，随后
便有了“反赌风暴”的发生。

中国三大球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这早已不需要辩论，只需要实打实地逐
一推行。

深化改革方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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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明明和和大大郅郅对对于于职职业业化化改改革革的的感感受受各各不不
相相同同，，但但他他们们都都推推动动了了中中国国篮篮球球的的发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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