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骥伏枥

姬宇阳

A 专栏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2

越雷池

当本月初比甲董事会提议提前

结束本赛季时， 欧足联以前所未有

的强硬姿态发出警告， 并暗示比甲

以及效仿者很可能失去下赛季欧战

参赛资格。但短短20余天后，这个欧

洲足球最高管理机构却发生了一百

八十度的态度转变。

这一“逆转”，显然源于荷兰政府

于22日宣布将大型活动禁令延期至9

月1日， 其间不能空场举行足球赛事。

为了不影响下赛季的正常进行 （如果

可能的话），荷兰职业足球联赛就只能

选择提前终止本赛季。 面对国家政府

的法令，欧足联可谓毫无办法，只能接

受现实，并将“提前结束本赛季”的选

项进一步规则化， 显然受到冲击的联

赛绝不止荷兰一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荷甲始终

在市场开发方面难有作为， 一方面囿

于国内市场过小， 另一方面也与五大

联赛过度挤压有关， 同为低地国家的

比利时联赛也是同样的状况， 不过荷

兰好歹也有阿贾克斯、 埃因霍温和费

耶诺德等大球队撑脸面， 比甲相比要

更惨一些。

不过市场化程度不高也带来了部

分“好处”，由于多数俱乐部长期养成

量入而出的习惯， 球队赛季预算本身

也较小，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这些联

赛反倒有了提前终结赛季的选项。 反

倒是寅吃卯粮的五大联赛球队， 早已

理所当然地透支了未来的收入， 一旦

灾难袭来，资金链出现问题，不少俱乐

部就会陷入财政危机。

联赛能否重启，对于五大联赛，尤

其是英超， 将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关

口。尽管大概率仍将空场比赛，各队都

会失去八位数的比赛日收入， 但总算

可以避免转播商、赞助商的违约赔偿，

仍有机会艰难度过本赛季。可以想见，

下一个转会窗口———根据国际足联的

规划，这个转会窗口会延后，恐怕已不

能称之为“夏窗”———囊中羞涩的球队

们将会捂紧口袋， 尤其是融资能力较

差的中下游球队， 不会再有多少消费

的欲望。 这次几乎不可避免的转会市

场萧条，或许会带来益处，比如挤走近

年来涨得过于离谱的球员身价水分，

但其影响恐怕不会止于2020年。

以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财报方式，买

入球员的支出根据球员合同分摊。假设

内马尔以1亿英镑的转会费转入某队，

签约四年， 则每年摊销的转会费仅为

2500万英镑； 若第四年俱乐部将其以

5000万英镑转会费卖出，则在当年俱乐

部关于内马尔的收支情况还是盈利

2500万英镑。 因此，一家俱乐部只要有

能力不停卖出球员， 哪怕身价打折，球

队的财报账面依然会很漂亮，也可以支

撑球队继续买入球员。这也是为什么巴

塞罗那用二号门将西莱森交换巴伦西

亚门将内托，最终这笔交换买卖以二人

均为2600万欧元身价转会对方球队而

告终 （西莱森另有900万欧元的浮动价

格），这是一次典型的做账式交易。

那么， 当2020年下一个转会窗陷

于沉寂， 甚至这样的萧条很可能延续

到再后期的转会窗， 会有更多俱乐部

的财报变得无比难看， 随之而来的可

能是新一轮的融资困难乃至破产潮。

这算不算新冠病毒作的恶，或者说，疫

情只是掀开了锅盖而已。

自说自画

●“薪薪之火”？什么意思？星星

之火是也。 如今年轻的小编喜爱在

标题上做谐音字的变化来吸引眼

球。也来白相一记。这“薪薪之火”说

的是中甲球队新疆天山雪豹足球俱

乐部正式宣布了他们的降薪方案。

他们成为了第一名， 是中国足坛职

业联赛中第一家公开宣布减薪的俱

乐部。 天山雪豹根据球员与教练员

的月薪标准进行了阶梯式的调整，

工资降幅从10%至50%不等。降薪周期

从今年3月开始，至今年赛季的联赛正

式开打为止。 队长帕尔哈提和球员代

表顾俊杰、张奥、努尔买买提表达了与

俱乐部共渡难关、共克时艰的愿望。在

方案上签名确认。 主教练费尔南多表

示理解俱乐部的处境困难， 也支持这

个阶梯式减薪方案。 减薪的星星之火

在天山之巅燃起， 这是珍奇动物雪豹

的出没之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

●在世界足坛减薪降薪的大气候

下， 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召开过研讨

会，合理降薪成为共识。 中国足协就疫

情期间倡导各俱乐部的球员、教练员按

照不少于30%的比例减薪向大家征集

意见。 问卷调查，收集意向，内部讨论，

形成方案，再反馈方案，形成文件……

准备工作是做得细致入微， 但时间不

等人， 等到减薪方案实施时， 弄得不

好，今年的各级联赛就已经开打了。那

么已经发放下去的这几个月的工资再

按减薪方案给扣除回来？ 这能给已经

在场上厮杀拼命的球员带来好心情

吗？既然轰出了隆隆雷声，那就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来场减薪的瓢泼大雨

吧。 让大家都找不出推三推四的理由

就湿透了，岂不爽快。减薪的皮球只在

后场传球倒脚，不见冲杀前场、拍门怒

射，这是历来国足们的派头。国足世界

排位第70多名。 足协与各级俱乐部的

办事效率能争取排位靠前一点吗？

●中超的几家豪门俱乐部对这次

减薪实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球

队几乎都是年年亏本的 “老饭店”，但

身后的金主都财大气粗， 对于减少伙

计们的工钿不屑一顾。 尤其对高薪聘

来的洋主厨、 洋掌勺更是开不出口来

要减薪降薪的。弄毛了洋枪洋炮，一个

赛季的成绩就会泡汤。 由此评估，这

“薪薪之火”是难以燃烧进北上广这样

的一线大都市的。 最多可见的镜头为

豪华球场的一角有减薪的缕缕青烟，

算是给了上头与大众一个有些面子的

交待也。 到下个月再来张望吧。

减薪没下文了

镜子前的
众生态

疫情之下， 每人都会做出自己

不同的选择。特别是在英国，我们看

到了一些和足球有关的， 让人感慨

的事情。

比如之前利物浦俱乐部一度决

定将工作人员的工资包袱推向社

会，结果遭到舆论很大的反对之后，利

物浦收回了自己的决定。

接下来是切尔西俱乐部老板阿

布，在很多俱乐部都降薪的时候，他宣

布切尔西不会给一线球员和俱乐部员

工进行减薪，所有的工资全额照发。

最新的主角变成了贝克汉姆夫

妇，英国《每日邮报》27日报道称，英国

球星贝克汉姆的妻子“贝嫂”维多利亚

向英国政府申请无薪假补助， 引发热

议。很多人都在质问，为何纳税人应该

拿出20万英镑， 给维多利亚旗下公司

员工支付工资，而她自己有那么多钱？

由于疫情重创英国经济，上个月，

维多利亚宣布将配合防疫政策关闭所

有伦敦“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门店，仅

维持电商平台的营运模式。她还说，门

店关闭后，员工被迫放假两个月，自己

也不领公司的薪水， 还要捐出20%的

营业收入协助防疫。然而近日，维多利

亚被曝光向政府申请20万英镑的企业

无薪假补助，其员工依然可以在6月前

不失业并得到80%的薪资， 改由英国

政府补贴。换言之，员工薪资换成英国

纳税人买单。

关键问题在于， 贝克汉姆夫妇资

产估计高达3.35亿英镑， 他们的举动

当然惹来英国人的强烈反感。 向来就

言辞犀利的英国著名主持人皮尔斯·

摩根直言：“不好意思， 我要吐了……

为什么你要拿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目前迫切需要的、纳税人的钱（你又不

需要）让你的员工休假，去支撑你失败

的生意？ ”《每日邮报》称，贝嫂名下的

公司已连续四年处于亏损状态。

最新消息是贝嫂听从了顾问的建

议， 一度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炫

富”的生活照。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每人在这上

面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这是一

个很真实的人性暴露的过程， 与之相

比， 所有的其他的真人秀都没有了看

头。

欧洲疫情
掀开锅盖

薪薪之火

疫情下，中国足协根据实际情况，

出台了减薪的指导性通知或曰文件，

但实际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数天前，中

甲的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宣布内部达

成降薪协议， 成为国内第一家降薪的

俱乐部。 而其他更多的俱乐部则至少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明确的说法。相信

随着各方面情况的日趋好转， 职业联

赛重启事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降

薪事宜或许将趋于平缓， 也将不再成

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未必是什

么好事。

现实情况是： 国内的经济大环境

受到影响， 因此职业俱乐部的生存问

题也越发艰难。从去年开始至今，尽管

今年的职业联赛尚未确定重启日期，

但和去年赛季相比， 参加今年三级职

业联赛的俱乐部将消失至少超过10

家， 尤其是诸多中乙俱乐部以及中小

俱乐部。 很多人都将此情况简单地归

结为中国足协的管理问题， 尽管作为

管理者的中国足协肯定在管理方面存

在着亟待改进的问题， 但忽略现实大

环境，将问题简单化，显然不利于实际

情况的解决。

表面看起来， 国内的职业俱乐部

在疫情中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像欧美那

样巨大， 毕竟欧美俱乐部的造血功能

随着赛事的停摆而完全丧失， 但国内

的职业俱乐部因为仅仅只是背靠企业

与公司，有无造血并非决定性因素。所

以， 两种不同的性质与背景造成了完

全不同的表象。可是，职业俱乐部背后

的企业与公司其实所受到的疫情冲击

更大， 说一句不好听的，“地主家谁都

没有余粮了”，都需要“勒紧裤腰带”。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足联率先拟定了

指导性的政策， 中国足协根据实际情

况，帮助俱乐部“减负”，按说这是一件

好事。可问题恰恰就在于此：国内的某

些俱乐部总是想顶着干、对着干，特别

是那些所谓有钱任性的俱乐部， 总是

不配合相关工作， 而且还时常以所谓

的品牌公关方式，为自己的行为造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有钱任

性 ”， 而且越有钱越讲究个 “范 ”与

“份”，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是

大问题，跌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跌

“份”！这些所谓的有钱人、有钱俱乐部

在这个时候，显摆的就是“有钱”。如果

断然接受了“减薪”的建议，会被认为

是“跌份”之举。而且，如果外界有人拿

来“说事”，会被解读为俱乐部所依赖

的母公司、母企业遭遇了资金问题。所

以， 尽管中国足协的指导性意见其实

是帮助俱乐部在目前的特殊时期减轻

负担与压力，但也会被这些老板、财主

认为是“有损形象”之举，一如过去所

说的，中国足球不需要“烧钱”、不需要

“泡沫”， 但这些老板必须要反其道而

行之，唯如此，才显得“有钱”，而且才

能通过“公关”彰显出所谓的“为了足

球”的形象。

当N多欧美职业俱乐部的球员、

教练包括管理人员在疫情下主动减

薪、降薪时，都将此作为“履行社会责

任、社会义务”的一种具体体现，所以

N多都是主动表态，但在国内，那些所

谓的有钱人、 有钱俱乐部口口声声承

担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但在实际性的

问题上， 恰恰就最缺少或者说最没有

“社会责任和义务”。 中国足球在这些

人的引导下， 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情

景？ 或许答案早就在人们的心目中。

当世界竞技体育的步伐一分一

秒地如钟表那样精确地运转时，无

情的疫情突然降临于世， 使代表人

类阳光健康、 象征人类进取向上的

体育一筹莫展，使规模如此之大、资

本如此之厚的体育赛事一个个停

摆，并且一停就已三个月。尽管各个

单项体育组织和各国都急切地努力

尽快恢复赛事， 但体育赛事的复工

复赛还远没有到时间。

由于赛事中断， 本赛季的冠军

归属和球队升降级的最终如何确定

将涉及到公平与合理的问题，比如，

武磊所在的西班牙人就面临降级的

处境。当然还有球员转会、俱乐部与

球员合同期限、球员薪酬等问题。公

平与合理在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

但有时是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与

西班牙人有着相同诉求的利物浦

CEO呼吁踢完本赛季剩余比赛时，

英超的其他19个俱乐部集体沉默。

如果本赛季就此收场， 无疑把西班

牙人推向深渊， 也把已无其他球队

角逐英超冠军可能而冠军已在利物

浦囊中的奖杯给剥夺了， 这或许就

是公平与合理未能一致的典型案

例。

除了以上俱乐部内部问题外，

复工复赛还将面临公众与俱乐部甚

至健康与生命这些难以处理、 难以

解决、难以公平的问题。疫情使国际

体育组织包括国际奥委会也无能为

力，不得不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在

此情况下公平与合理孰重孰轻不难

选择， 合理的复工复赛比某个或更

多的赛事的公平竞赛的结果应该更

为重要。

由于疫情， 各国的体育赛事和

世界各单项组织的赛事都已停摆，

与此相关的体育博彩业遭到重创也

在情理之中。然而，世界万物都在此

消彼长之间，在此消彼长的世界里，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当其他体育项

目都在消停之时，电竞业异军突起，

十分火爆， 这也许是另一种或更大

范围的公平与合理， 或许从道家老

子的道中更易理解出自儒家孟子的

此消彼长之涵义。

公平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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