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足走到如今的地步，关键就是自
身青训出现严重断档，再也无人可卖，
依靠转让球员维持运转的模式无以为
继。将辽足喻为中国足坛的人才宝库
并不夸张，但这座宝库也是人才流失
之最。从1995年国脚黎兵以当时创纪
录的64万元的转会费由辽足转会广州
太阳神队开始，辽足的足球人才就开
始了源源不断地外流。尤其是李铁、李
金羽、张玉宁那批险些在1999年创造
“中国版凯泽斯劳滕神话”的“辽小虎”
和杨旭、于汉超、张鹭这一批1987年年
龄段的精英，几十名中国足球顶级球
员，除了肇俊哲一人之外，全部被辽足
俱乐部转让。
辽足这种“卖血”求生的模式早就

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但他们如此维持
能够坚持到2019赛季结束，已经是一
个奇迹。数年前辽足还在中超联赛时，
俱乐部高层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
示：“中超俱乐部中，敢说自己真正盈
利的，就只有辽足俱乐部一家。”张鹭
转会费7000万元、丁海峰6000万元、
杨善平6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4年到2018年的五个赛季里，辽
足转让的10多名主力球员转会费合计
就高达4.5亿人民币。尽管前几年中
超、中甲俱乐部的投入大幅增加，但这
些巨额转会费收入维持了辽足的运
转。中国足球烧钱最为火爆的几年，也
是辽足转让球员获利最大的时期。

作为一家职业俱乐部，要想生存，

首先是要经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当
这支长期以转让球员为盈利模式的俱
乐部人才出现断档，无人可卖的时候，
那么必然走到今天的局面。辽足俱乐
部的高层早就应该意识到培养后备力
量的重要性，但是十余年来，辽足却一
直在吃老本，而忽视了青训。

当把俱乐部原总经理张曙光从大
连毅腾买来的杨旭、于汉超那一批1987
年年龄段球员卖光之后，俱乐部便陷
入财政危机。如果俱乐部10年来能够继
续在青训上保持投入，以辽足多年成
功的青训经验，只要能够源源不断培
养出一批批新人，那么就完全能够以
自己的造血功能生存下去，不至于沦
落到今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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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队67年，为中国足球做出巨大贡献的辽足如今遭遇了建队以来的最大生存危
机。中国足协正在就七名辽足队员联名上诉未在《2019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运
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上签字的问题进行调查，而辽足俱乐部也已经承认，
的确依然拖欠球员部分2019赛季工资奖金。如果短时间内，辽足欠薪问题无法得到解
决，这支有过辉煌成绩的球队将就此解散。

队长张野等七名队员上诉中国足协，导致辽

足俱乐部十分被动。 目前来看，辽足俱乐部要想

绝境逢生， 只能解决七名球员联名上诉的问题，

以此通过中国足协的调查。 从当前中国足坛的大

环境来看， 这七名球员的做法无异于是鱼死网

破，俱乐部一旦解散，那么将进入破产程序，辽足

不复存在，队员们不会拿到一分钱工资，队员要

回欠薪将毫无希望。

其实，辽足的大部分队员之所以在确认表上

签字，就是不希望看到俱乐部解散，只要球队还

活着，那么就会有球可踢，会有讨回欠薪的希望。

不过在中国职业足坛大环境急转直下的情

况下，2020赛季中甲、中乙多支球队解散，很多队

员失业。 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欠薪，但只要辽足还

活着，那么队员们就有球可踢。 况且以辽足球员

目前的水平，如果俱乐部真的解散，那么大部分

球员很可能无法找到新东家，将就此失业。 去年

年初的准入，辽足是在沈阳市支付了数千万资金

后得以补发工资涉险过关。 如今沈阳市方面已经

明确表示不可能再次救火，而且辽宁省、沈阳市

给予辽足大股东宏运集团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

短时间内变现，这种情况下，宏运集团很可能不

会补发工资。

当前情况下， 辽足再次绝境逢生的可能性

无外乎两个， 一个就是七名上诉中国足协的队

员能够顾全大局主动撤诉， 另外一个就是辽足

俱乐部补发拖欠的工资奖金。 如果辽足无法补

齐欠薪，七名球员如果坚持上诉中国足协，咬住

欠薪的事情不放， 那么辽足俱乐部很可能无法

补齐欠薪并就此解散。 如今中国足协已经调查

此事四天， 在2020年中国足球遭遇寒冬的情况

下， 相信中国足协也不愿意看到辽足这支历史

悠久的球队就此解散。

在辽足俱乐部已经承认欠薪的情况下，足协

无非是在给俱乐部最后的机会，让他们解决此次

危机。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辽足此次绝境逢生的

希望渺茫。 相信中国足协最近几日就会公布决定

辽足命运的调查结果。

除了俱乐部自身经营不善外，在
东北足球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辽
足大股东宏运集团也是倍感压力巨
大。尤其是在同城球队沈阳城市足
球俱乐部去年以中乙冠军身份升入
中甲之后，辽足俱乐部也感到了空
前的压力。
在当前的形势下，像北京、广州等

中国超一流城市，想要同时搞好两家
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效果不佳情况下，
沈阳市要想同时容纳辽足和沈足将会
更加艰难。辽足原来是老大哥，曾拥有
雄厚的球迷基础。沈阳足球队一直是
小老弟，拥护的球迷不多。但随着最近
这些年辽足连续“卖血”，又从中超跌
入中甲，成绩一落千丈，很多辽足球迷
伤透了心，转而支持蒸蒸日上的沈阳
城市足球队。从辽足欠薪不断，去年都

沦落到要参加保级附加赛保级的情
况，这支球队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沈阳
城市队严重挤压。
最近几年，由原辽足主力球员庄

毅投资的沈阳城市队稳扎稳打，俱乐
部不仅一线队去年冲上中甲，而且梯
队建设完善，就是要立足沈阳打造数
批像李金羽、肇俊哲那样的“辽小虎”。

随着沈阳城市足球队的崛起，辽
宁省、沈阳市有关方面，也有意扶植这
支球队，打造“新辽足”。在去年召开的
辽宁省足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沈阳
城市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庄毅当选新一
届辽宁省足协主席，在本次会议上，缔
造辽足十连冠辉煌的“东北大帅”李应
发，原辽足队长肇俊哲等与会代表都
喊出了打造“新辽足”的口号，他们的
呼声是对“新辽足”的期待。

的确，欠税4亿，外债一堆，长期
欠薪，病入膏肓的辽足看上去就是一
个死结。去年年初，沈阳市直接掏出
数千万元补发了工资，为辽足续命一
年，但这支病入膏肓的俱乐部的死结
根本让人看不到解开的希望。去年同
样拥有60多年历史的延边足球队，因
为欠税两亿元宣布解散，给辽宁省、
沈阳市一个很大的触动。据了解，一
旦辽足无法获得2020赛季中甲联赛
参赛资格，该队多名主力很可能转投
沈阳城市队。

从情感上来说，一旦辽足真的走
到了解散的命运，这的确是中国足坛
的悲哀。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辽足要想
重生，要想重塑辉煌，也只有“重生”
后，才能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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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球队沈阳城市挤压生存空间

辽宁足球俱乐部如今已经欠税高
达近4亿元，最近几年每当沈阳市税务
部门把不断递增的辽足俱乐部欠税数
额公布之后，都会在国内足坛引起一
阵不小的波动。如果按照中国足协严
格执行存在欠税、欠薪行为的俱乐部
不能获得准入资格的标准，那么辽足
俱乐部早就消失在中国足坛。虽然中
国足协网开一面，但长期存在欠薪行
为的辽足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
的地步，现有的队员卖无可卖，辽宁
省、沈阳市也不再救济。

不仅仅存在巨额欠税、欠薪，辽
足俱乐部多年以来还拖欠其他企业、

部门的大量外债。俱乐部之前多年还
可以凭借转让球员来筹集资金勉强维
持运转，但从去年开始，球队已经无人
可卖，大股东宏运集团仅投入保持各
梯队正常训练、比赛的费用，从俱乐部
高层到球员，俱乐部所有人员的工资
奖金长期拖欠，俱乐部真的是几乎到
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如果不是去年沈阳市相关部门
在辽足提交《2018年俱乐部全额支付
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
确认表》前，紧急支付了数千万元的
救命资金，一年前中国足坛就没有这
支球队了。

欠税4亿元+长期拖欠工资

沈阳救急也救不了穷

1990年获得中国足

球第一个州级冠军———

亚俱杯 （亚冠联赛前

身）；联赛职业化之前曾

十次获得联赛、 足协杯

赛、亚俱杯等大赛冠军：

培养了一批批国脚 、国

字号教练……

忽视青训 卖人“吃老本”无法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