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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全完善各级竞赛体系。足协会在年内发布完整竞赛赛历，赛历将尽

可能协调各方各级赛事的利益，尽可能做到赛历稳定，并且可以持续下去。

2.推动各级联赛和足协杯的健康发展。

3.青少年足球发展。

4.加强各级国家队的建设。国字号队伍是公众舆论和足协关注的问题。

5.加强对足球人才的培养。

6.体教融合。

7.中国足协正在牵头研究撰写发布中国足球白皮书，将在合适时机对

公众发布。

8.裁判员体系建设。

9.社会足球的发展。

10.如何进一步发挥地方协会的作用。

11.市场问题。

12.球员限薪的问题。

随着职业联盟即将落地，有欢

呼雀跃者 ，也有审慎乐观者 ，但几

乎所有人都在思考，千呼万唤始出

来的职业联盟能救中国足球于水

火之中吗？

首先， 相信很多人对中国足协

的“退出”是乐于看到的，毕竟长期

以来足协虽然不可谓不努力， 但总

是常常做一些 “外行指导内行”的

事，因此被广大球迷所吐槽和诟病。

而职业联盟的思路与模式， 与足球

发达国家的职业联赛管理体系更接

近，且或多或少符合“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的理念，因此还是颇有值

得期待的地方的。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对职

业联盟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未雨绸

缪。比如在欧洲的职业联赛中，也存

在中超和曾经的甲A联赛出现过的

黑哨、赌球等问题，这就说明职业联

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和空子。 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犯过的错，我

们要引以为戒。 我们曾经跌倒过的

坎，不能再允许摔倒第二次。

此外， 没有什么改革是能够一

蹴而就的，职业联盟管理联赛亦然。

肯定需要不断地修修补补， 不断地

查缺补漏，绝不能总想着一步到位，

或者是一次大动作后就又瞻前顾后

止步不前了。 任何一个完善的体系

和制度， 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整

和改进中渐渐趋于完善的， 这个道

理同样适用于足球。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一点，中国

足球沉沦如斯，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

之寒。 指望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一夜

之间让鱼腩变豪强， 都是不符合竞

技体育的科学规律的， 也是非常不

现实的。千万不要再急功近利，不要

短时间内觉得职业联盟似乎没有取

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又一拍脑袋

决定换个“玩法”，让中国足球再来

一次“前功尽弃”，再经历一次没有

希望的“轮回”。

且让我们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

宽容，给中国足球多一点支持，多一

点空间， 但愿这一次真的可以触底

反弹， 希望这一次真的能让中国足

球迎来曙光。

特约记者 袁芳

对于职业联盟而言，成立后最大
的危机实际上来自于各家俱乐部的建
设。众所周知，在投资压力与日俱增的
大背景下，很多以房地产企业为依托
的中超俱乐部，都开始“银根紧缩”，勒
紧裤腰带过日子。
本赛季，已经有多家中甲、中乙俱

乐部发生了欠薪的情况，而中超俱乐
部显然目前高昂的运营费用，水涨船
高的球员薪水和转会费，已经让很多
中小俱乐部不堪重负。未来，如何能够
让联赛健康发展，真正实现联赛能够
帮助俱乐部实现盈利，让各家俱乐部
都走上财务健康的轨道，避免中甲、中
乙一些俱乐部破产情况的发生，应该
是职业联盟成立后的当务之急。只有
俱乐部稳定下来，才能有更加健康的

联赛，同时也才能有球迷文化的积累
以及足球产业的开发。

在陈戌源出任中国足协主席后，
中国足协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改变以往
的工作作风，真正脚踏实地以务实、谦
虚的态度，对待日常的工作。在之前接
受采访时，陈戌源就曾直言，中国足协
需要改变工作作风：“要克制自己的权
力，克制自己，不要把足协的规则制定
感觉是一种资本，感觉是一种荣耀，我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应该把这些规
则制定作为服务中国足球发展和方法
的手段，千万不要把它看做权力，我不
需要这个东西。”

中国足协的新班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开放”，不仅仅是职业联盟的成
立，在其他项目的沟通中，中国足协的
新任领导班子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
开放态度。此前被封锁多年的“中国足
协”官方微博，也终于重新打开了评
论，允许球迷和公众提出不同的声音，
对中国足协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显然，这一系列转变，都是中国足协向
好的开始。而对于中国足协未来的挑
战则在于，脱离了行政体系之后，协会
在体制内如何能协调诸多资源，特别
是当一些项目需要在地方落地，需要
地方相关部门支持时，如何沟通和协
调，这显然还需要时间检验。

特约记者 袁芳

随着新一届足代会的召开，中国
足球再一次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经
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本月之内，职业联
盟的筹备和组建进入了关键阶段，与
此同时，中国足协控股的中超公司管
理联赛也将成为历史。16日上午，中国
足协就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召
开新闻发布会，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
表示，职业联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同
时他也宣布，未来中国足协将不持有
职业联盟股份。

这可以说是中国足球里程碑式
的改革，从职业联盟成立伊始，中超
联赛终于从名义上实现了“管办分
离”。据了解，中国足协未来将改变之
前作为中超公司最大股东的现象，而
不再持有职业联盟股份，彻底放权职
业联盟。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在重大事项
上的“跑偏”，中国足协仍旧保留了对

重大事务决策的一票否决权，但不拥
有“经营权、管理权、利益分配权”。
“未来的职业联盟工作中，一些非常
重大的政策会与足协一起商量，达成
共识才做出决定。但日常的竞赛、商
务运营、版权销售、品牌工作都会交
给联盟自己处理。”职业联盟召集人
黄盛华介绍说。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足协秘书

长刘奕强调，职业联盟和以往最大的
变化就是“放权”，将联赛的管理权下
放给由各家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更加尊重投
资人的意愿。本着专业人做专业事，发
挥社会力量搞足球的思路，目前职业
联盟已经确定由广州富力俱乐部老板
张力出任CEO，并且聘请了原新浪体
育的总经理魏江雷，以及原江苏苏宁
队的总经理刘军出任总监。其中魏江
雷将负责商务开发、品牌传播等一系
列工作，而刘军则将专注于竞赛和赛
事体系等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筹备组组长
由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张力担任，
黄盛华作为具体召集人，同时来自广
州富力、大连一方、河南建业、山东鲁
能四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代表
组成筹备组。而在这一次职业联盟的
筹备过程中，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
海上港三家豪门都没有过多参与，显
然未来的职业联盟，无论从规则制定，
还是从总体考量上，也都将照顾到中
小俱乐部的利益，真正实现联赛协同
发展，各家俱乐部共同发展。
“中国足协必须放权，用制度的

创新来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我们充
分信任市场的调节作用。”中国足协
秘书长刘奕说，“全世界足球发展的
最重要平台都是顶级联赛，中国足球
职业联赛一定要市场化、产业化，在
我们的设想里，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
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竞争关系；在管理
方面，中国足协只对职业联赛拥有产
权和监督权。”

特约记者 袁芳

尽管中国的职业足球已经开展了
25年，但是毫无疑问，“职业联盟”的概
念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仍然是新鲜事
物。虽然目前职业联盟的框架已经搭
建完成，但是未来联盟究竟如何运行，
在运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具体问题，
特别是在各家俱乐部意见分歧时，如
何继续保证联赛的执行力等，都是职
业联盟未来要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在中国足

协的召集下，各家俱乐部老总已经形
成了定期召开会议，就联赛大事参与
意见的习惯。此前中国足协推出的“四
大帽”、“限薪令”等一系列政策，都是
征求过部分俱乐部老总的意见，最终
才得以实施。而未来，职业联盟显然就
是要将类似的讨论程序化、正规化。与
此同时，包括中国足协对于“投入帽”
的限制未来如何执行，过去两年征收
“引援调节费”未来是否仍然要延续，
U23政策及外援政策是否会根据各家
俱乐部的需求进行改变，都是职业联
盟成立后，各家俱乐部投资人和球迷
媒体最为关心的话题。在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明确，职业联
盟的组建不会影响中超联赛的进程，
明年中国足协也还没有扩军的计划。
“如果未来中超联赛扩军，我们至少会
提前一个赛季通知到各俱乐部，因为
这涉及到多级联赛。”
值得一提的是，在职业联盟成立

后，中国足协的主要精力，将放在国字
号建设和足协杯赛的打造上。未来，中
国足协杯将成为中国足协最大的赛事
资产。据记者了解，来年足协杯还将酝
酿更进一步的升级和赛制调整，一切
目的都是为了杯赛更加精彩好看，有
更多的队伍参与，更多的球迷关注，能
够真正起到串联各级别队伍交流的作
用，让各支队伍都得到锻炼。正如英足
总杯的魅力一样，未来的中国足协杯
也将会有更多悬念。

10月16日，中国足
协召开职业联盟筹备
工作的通气会，宣布将
于11月底之前挂牌成
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

据了解，在职业联盟成
立之后，中国足协将会
充分放权给职业联盟，

让市场来决定顶级职
业联赛的发展方向。

四家投资人牵头 侧重中小球队利益

帮俱乐部盈利 考验足协调配能力

职业联盟下月挂牌，足协杯酝酿调整

效仿英足总 打造新资产 一步到位难
耐心多一点

【东方快评】

“很多投资人经验丰

富， 但没有人愿意年年亏

钱。 希望未来能把联赛做到

投资有回报，联赛越来越火

爆，这是投资人、足协、联盟

共同的愿景。 ”

职业联盟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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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的12道“家庭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