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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职业化近二十年，中国足球的
水准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在一
套权责不分的管理办法下，当权者
的颟顸与投机者的精明，时刻左右
着中国足球的命运。大连足球的际
遇固然让人唏嘘，但拉长焦距来
看，似乎又是一种必然。

上世纪九十年代，如火如荼

的足球氛围，让足球职业联赛成
为展示城市形象、塑造城市英雄
的“梦工厂”。除了北上广等足球
基础较好的大城市，一些中小城
市，也借助足球的名义闻名全
国。一时间，大连、青岛、南昌以
及延边等，都曾被冠以“足球城”
的雅号。

时光荏苒，近年来几乎所有
的城市都在炮制自己的城市文
化，各种各样的名号百花齐放，
甚至出现了叫“春”的城市。当年
红极一时的“足球城”却被抛到
了故纸堆里。甚至有些曾经的
“足球城”，因为球队转卖流徙，
也几乎跟足球脱了干系。

中国为什么不会有曼彻

斯特和米兰？其中的原因非常复
杂。但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利益
作祟。在一些人眼里，足球是可
以用来变现的商品，一旦投入和
产出不成正比，那么随时可以被
牺牲掉。

近几年来，房地产企业成为了
投资中国足球的大鳄。这绝不是偶
然现象，一方面印证了中国房地产
企业的实力；另一方面房企经营足
球，可以从政府中获取回报丰厚的

“政策支持”。房企投资，政府批地，
似乎成了一种默契。成都谢菲联筹
建之初，便得到了成都市批给的一
块几百亩的地皮，时任董事长的许
宏涛后来将其转卖，借此小赚了一
把。

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无疑是
刺激本地足球兴盛发展的肾

上腺素。大连实德刚刚接手

足球时，当时的大连市领导直接
指示徐明，“拿冠军就是100分，
亚军一分没有”。据当时执教实
德队的科萨诺维奇介绍，当时大
连市政府对实德队进行了慷慨
的支持，资金和政策自然一路绿
灯，甚至球队受到了不公正判
罚，政府都会派人出面对足协施
加压力。在政府的保驾护航下，
实德队自然一往无前。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行
政足球”很容易引发问题。那就
是企业有恃宠而骄的可能，功劳
簿躺舒服了，容易为所欲为。比
如说，徐明在三连冠之后，在全
国开起了自己的足球“连锁店”，
动不动搞些清仓大甩卖，然后回
头再去找政府要支持。而一旦领
导换届不再支持，围绕足球的利
益链条很可能被轻易地斩断，企

业觉得无利可图，自然热情大
减。去年底陕西浐灞放弃火爆的
西安球市，转投贵州，就是因为
西安方面手段收紧，而贵州政府
则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所以，中国足球多有“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例证，
而难以涵养出曼联皇马这样的
百年豪门，纵使当年风光无限
的大连实德，在外部环境有所
变化之后，也难逃江河日下的
命运。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
职业足球不可能脱离权力和资
本孤独成长，而稍有不慎就可能
变成其附庸。在欧洲，一些俱乐
部实行会员制，将自己的根系深
深扎在沃土之中。而我们这里，
足球不属于最爱她的球迷们，她
只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中中中国国国的的的曼曼曼彻彻彻斯斯斯特特特在在在哪哪哪里里里
俱俱乐乐部部““过过度度消消费费””，，足足球球城城渐渐无无声声息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康康宁宁

英英格格兰兰曼曼彻彻斯斯特特的的球球市市全全球球闻闻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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