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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2019年时， 我曾在专栏中直

言，中国足球有可能面临硬着陆。

这种担心现在已成为现实。

2020年 ，17家职业俱乐部消

失了， 不过主要涉及中国职业足

球的塔基中乙联赛， 权健的垮塌

只是被视为个例， 毕竟其东家因

违法经营而遭到打击。 如今，强冷

空气已经大面积侵入塔尖的中超

联赛。 即使没有提交“工资奖金确

认表”这档子事，江苏苏宁、天津

泰达、重庆当代、河北华夏幸福等

队面临严重财政问题的现实 ，早

已通过种种迹象流露出来。

中国足协对情况非常了解 。

比起前几年严查 “工资奖金确认

表”事宜，足协从去年起就摆出了

暧昧的态度， 不再铁面无私地予

以公示， 这也给了一些球队 “私

下” 解决问题以充分的时间和空

间。

值得玩味的是， 一向被中国

舆论视为财政健康的J联赛 （事实

或许并非如此），也曾在1998年底

面临同样的困境： 川崎绿茵的大

股东读卖新闻撤资；几乎同时，?

滨飞翼队两大出资方之一的佐藤

工业因经营不善退出俱乐部 ，而

另一位主要股东全日空也陷入财

政危机；同样来自神奈川的平 海

洋大股东藤和不动产濒临破产，俱

乐部岌岌可危……

J联赛面临着诞生六年来的

最大危机，而川渊三郎领衔的J联

盟其实采取了与今日中国足协相

仿的方法， 以超常规手段来阻止

球队解散退出。 其中最经典的即

为处理?滨飞翼，J联盟强行命令

?滨飞翼与同城死敌?滨水手合

并。 与其说合并， 莫如称之为吞

并， 职业化后两夺天皇杯冠军的

飞翼就此消失， 只是在新球队的

全名里留下了一个F （?滨·F·水

手，F即为Fl?gels）———这桩合并案

遭到当地球迷的强烈抗议， 但川

渊三郎认定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更

多球队垮台。

就结果而言， 川渊当年的一

意孤行，保住了J联赛没有受到更

强烈的冲击。 1998年的日本足坛

则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日本国内

经济停滞的双重冲击， 能走出这

样的困境，或许只能靠非常手段。

历史从来都以结果论。

而如今留给中国足协的选择

也已只剩两条路———顶住舆论压

力， 全力护住这些困难俱乐部的

参赛资格， 以求整体抱团走出困

境；严格执行规则，驱逐无法达标

的俱乐部，不破不立。 这道题没有

标准答案， 只有若干年后才能以

结果判定。 而足球又从来不仅仅

是足球， 其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

世界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对日

本，对中国，均无例外。

自说自画

●“555237619欧元。 ”这是

西班牙世界报1月31日头版的

通栏大标题。 不必去点个十百

千万了，简单一点是5亿5500万

欧元。 标题下的副题为“梅西的

天价合同毁了巴萨”。 这篇文章

曝出了梅西与巴萨签于 2017

年、 为期四年的巨额合同的内

容。 文章还不厌其烦地详细列

出了梅西可以得到的各种奖金

的条款，包括有比赛场数奖、进

球数奖、夺冠成绩奖、欧冠成绩

奖、忠诚奖等奖金的数目。 这犹

如一枚重磅深水炸弹， 把梅球

王与巴萨俱乐部炸出了水面 。

西班牙乃至欧洲足坛一片哗

然。 都知道梅西拿得多，但不知

道有这么繁杂条目可以使他心

安理得地拿得更多。 还在条约

合同期内的梅西很生气。 同样，

巴萨也很生气。 这样一份机密的

文件是谁泄露给《世界报》的呢？

有叛徒？ 有内鬼？ 有卧底？ 有点好

莱坞悬疑大片的节奏了。

●《世界报》可以算为梅西的

冤家对头了。 2012年，该报透露梅

西以基金会之名涉嫌洗钱。 梅西

打官司，胜诉。 2019年，《世界报》

又透露巴萨向梅西基金会捐款来

逃税，梅西又打了官司。 这一次梅

西阵营已经咨询了相关机构与人

士， 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梅西对

《世界报》的官司会成为他的又一

个“帽子戏法”了。 据悉，梅西、巴

萨巨额合同的内容只有四方知

道： 梅西本人及家人， 巴萨俱乐

部，西甲联盟，梅西的律师 、经纪

人团队与负责起草文件的律师事

务所。 《世界报》当然不会透露消

息来源， 但他们已经保证这份机

密合同不是来自西甲联盟。 梅西

与巴萨当然不会出卖自己。 那么

又是谁在作祟呢？ 巴萨俱乐部内

部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 这也

是世人尽知的故事。 请福尔摩斯

与华生来探案吧。

●四年提款5亿5500万欧元，

梅西一年可得1亿3000万欧元。 折

合人民币，那是岁入10亿元。 这样

一笔钱在中超一个赛季里可以足

足养活一两个球队。 这份泄密了

的合同把梅西等人推向了风口浪

尖， 使他与老东家巴萨的脆弱关

系又陷入了风险之中。 一直都有

梅西在合同期满后将投奔大巴黎

与曼城的传言， 现在梅西的航船

将会驶向何方更扑朔迷离了。

都是钱惹出的祸。 一点没错。

哪怕对腰缠万贯的梅西来说 ，一

样的。

中国足球
只是工具

巴萨为何“爆雷”

巴塞罗那在赛场上最近势

头不错， 梅西带领球队用一波

五连胜盖了皇马一头， 暂时排

在积分榜榜眼位置。 不过，巴萨

在场外的麻烦似乎越来越大 ，

和梅西的天价合同被曝光 ，更

让巴萨处在风口浪尖。

当初为了留下梅西， 巴萨

到底给出了怎样的价码？ 外界

都知道， 这肯定是一个巨额数

字，但大家都没想到，这个数字

竟然大到了要用“离谱”来形容。

四年5.5亿欧元， 连老对手皇马听

闻之后，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是这

个绿茵疯了，还是巴塞罗那疯了？

这些年， 巴萨在转会市场上

的确是杀疯了。 除去给梅西的这

份史上最贵肥约，库蒂尼奥、格里

兹曼和登贝莱的转会费都远远超

出了1亿欧元，虽然把内马尔卖给

大巴黎带来了2.2亿， 可总体上巴

萨的转会支出远远大于流入 ，再

加上越来越水涨船高的球员整体

薪资，巴萨的财政平衡，早已经岌

岌可危。

作为世界上收入最多的足球

俱乐部， 巴塞罗那一直用各种财

技支撑光鲜之下的危楼。 但“你永

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疫情深深地影响并且改变着我们

的世界，职业足球也无法例外，于

是，巴萨爆雷。

负债累累的巴萨， 就像一个

疯狂的赌徒，一步步走来，玩得越

来越大，到了最后，能和他坐在一

张赌桌上的，也只有皇马、巴黎和

曼市双雄。 但就算是其他四大豪

门，也没敢像巴萨这样孤注一掷。

和梅西的合同只是巴萨的疯

狂带来的结果之一， 并非是压垮

巴萨的原因。 以巴萨为首的足坛

豪门，以为有钱就可以任意妄为，

直到疫情带来的“意外”让金钱游

戏戛然而止。 但就算没有疫情，巴

萨的危机也只会延缓， 终究有难

以为继的崩盘时刻。

太阳底下无新事， 巴萨在职

业绿茵领域 “我杀了我自己”，在

其他行业的历史上， 都已经发生

过无数次。 从巴萨流动性危机暴

发来看， 中国职业足球从去年开

始的一系列刹车举措， 称得上明

智。

金元足球，巴萨玩不起，中国

足球更玩不起。

日本面临过
同样的困境

梅西打官司

在限薪限投的大背景下，再

加上国内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

与冲击，中国职业足球的日子确

实是很不好过，似乎尤以这两年

为甚。 近期以来，围绕着部分中

超 、中甲 、中乙俱乐部是否能够

撑得到新赛季 ，热议纷纷 ，但这

并不是中国足球的错。

这些年来，核心问题还是在

于中国足球的竞技成绩不理想，

因而导致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

较差，负面更多。 在这样的大环

境与大氛围之下，但凡中国足球

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就会成为社

会各界进一步挤兑与揶揄中国

足球的理由和原因。 这就好比如

今的部分中超俱乐部欠薪问题，

似乎都是因为中国足球的缘故。

可是，欠薪的问题何止在中国足

球界存在？ 就在数天前，政府又

开展了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运动，

而国务院早在2019年8月份还专

门成立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 将足球运动员与

农民工联系到一起，大部分人都

无法接受 ，因为媒介 、网络上有

太多中国足球“烧钱”的消息，球

员动辄上千万年薪。 可是，除了

那些领着高薪的球员之外，如果

往下看， 不管是中甲还是中乙，

更多的球员根本就拿不到这么

多钱，他们也是需要领取正常的

工资养家糊口。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少数拿

着千万年薪的球员，恐怕并不是

球员逼着老板们开出如此高的

薪酬，更多地恐怕还是在于老板

们“面子”所致 ，觉得给少了 ，会

让自己无法体现出老板的身价，

传出去会让其他老板“看不起”，

让球迷、媒体与舆论说自己“穷”

“没钱 ”， 从而让自己完全没有

“面子”。 所以，为了显摆，必须要

给大价钱，甚至还要给得比别人

多，这样才显得 “有范 ”“有面 ”。

而且 ，所谓的 “拆东墙补西墙 ”，

掏出去的钱，还可以从其他地方

挣回来，反正就不指望着足球挣

钱。

在这个逻辑体系中，足球本

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国足球的

好坏也跟他们无关，他们在乎的

是能否从其他领域内挣到钱。 一

旦挣不到钱了，足球之于他们也

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于是，也

就可以“甩手”了。 如今，之所以

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其实都是俱

乐部的老板们在与当地政府部

门进行博弈，足球在这其中仅仅

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错不在足球。 但是，更多的人还

是愿意将 “账 ”算到中国足球的

身上！ 这其实才是中国足球的无

奈。

本周一， 在中超的世界里

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江苏

苏宁完成非企业化更名， 并非

之前说的 “江苏队足球俱乐

部”，而是“江苏足球俱乐部”。

新俱乐部已经完成工商更名

手续 ，并且球队新的队徽也已经

在官微上亮相。

同样在本周一，中超球队，华

夏幸福的母公司发布公告， 截至

目前， 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司发

生债务逾期涉及的本息金额为

52.55亿元，涉及银行贷款、信托贷

款等债务形式，未涉及债券、债务

融资工具等产品。 目前公司正在

与上述逾期涉及的金融机构积极

协调展期相关事宜。

华夏幸福表示，目前，正全力

协调各方积极筹措资金， 以尽快

解决相关问题。 公告表示， 截至

2021年1月31日，华夏幸福货币资

金余额为236亿元，其中可动用资

金为8亿元， 各类受限资金为228

亿元， 主要为住宅预售监管资金

等各类受限资金， 受限资金无法

用于偿付金融机构负债。

公告和相关的新闻报道中都

透出一个清晰的信息， 这支中超

球队的母公司遭遇的麻烦很大 ，

而他们可以动用的现金现在就是

8个亿人民币， 这8个亿里有多少

能用到球队身上呢？

虽然华夏幸福在上周五递交

了自己的“工资确认表”，但是你仔

细感受一下上述信息，加上没有提

交“工资表”的重庆和天津，以及提

交了“工资表”，但其实工资并没有

完全付清的一些中超球队。

这个冬天， 对于中国足球来

说真是一道坎。 而在这样的大背

景之下， 其实也为中国足球现在

清除泡沫提供了一个契机。

看看经历了这波来势凶猛的

寒流之后， 中国足球能够呈现出

一副如何的模样。

曾经的土豪
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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