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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除了白俄罗斯、 缅甸以及非洲

部分国家的不入流联赛依然开张，

世界足坛几乎全线“静默”。 毫不夸

张地说， 新冠疫情制造了如同世界

大战般的制动力， 为飞速发展的世

界足球踩下了一脚急刹车。

80年前的二战， 也曾逼停了欧

洲、亚洲等战区的足球活动，许多球

员走上战场，甚至因此丧生。但当年的

足坛处于“远古时期”，对于从业者与

爱好者而言， 仍是一项以兴趣为主的

娱乐项目。而今天，高度职业化的足球

早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运动， 整座金

字塔成了一门巨大的生意， 牵涉到百

万计的工作岗位以及数以百亿计的金

钱往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踩下的这脚

急刹车， 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

反应。

足球爱好者们在等待赛季重启的

同时，不妨关注一些新闻。如瑞士锡永

队一口气解约了宋、朱鲁、敦比亚、卡

萨米、 夸西等九名球员———这些人多

为球队主力，也都有曾经辉煌的履历，

但因为他们拒绝了俱乐部提出在联赛

停摆时期大幅度降薪的要求， 而被俱

乐部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雇。 这是一

场没有对错的冲突， 任何一方都会觉

得自己所为理所当然———球员按合同

行事，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俱乐部则以

生存危机为出发点，希望减轻负担。

这次震惊足坛的裁员行动中，有

着锡永主席康斯坦丁性格乖张的因

素，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职业足坛

的大部分参与者， 尤其是财政状态始

终不佳的五大联赛中小球会或中小联

赛球会， 都因为这次疫情而被推到了

悬崖边缘。 而这场冲突中最可怕的一

点， 则是将球会与球员推向了互为对

立的地步。 球会与球员结为利益共同

体，是职业足球的运转逻辑：球会需要

更高水准的球员，以取得成绩，从而获

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或估值； 而俱乐部

获得更多营收， 以提供给球员们更丰

厚的合同以及更大的表演舞台。 但一

场波及全球的疫情， 令职业足球的生

存逻辑受到挑战， 这才是十分危险的

信号。

随着国际经济过去几十年的一路

向好， 世界足坛也在一片繁荣昌盛中

高歌猛进。 顶级球员身价从上世纪90

年代的数百万英镑， 涨至如今的过亿

欧元，收入也有了数十倍的增加。而相

比拥有更多选择的球员， 俱乐部的生

存可谓“命悬一线”。 即便是英超俱乐

部或皇马、巴萨、拜仁、多特蒙德等欧

陆豪门这样的高收入群体， 大部分球

会都处于“寅吃卯粮”的状态中。

利兹联队就曾上演过无缘欧冠

（即失去了数千万英镑的预期收入）就

疾速坠落的悲剧， 而现如今的多数俱

乐部都面临着一夕崩盘的危险———一

旦赛季中断， 电视转播费无法到账或

联盟面临赔款， 加之失去巨额比赛日

收入，俱乐部将无以生存。多特蒙德早

几周就明智地申请了数千万欧元银行

授信额度， 难道是预见到了可能的现

金流危机？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俱

乐部，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亦无

融资渠道，而一旦大多数人奄奄一息，

只剩几家豪门也无力维系联赛。

就此不难理解，为何时至今日，大

部分欧洲主流联赛依然在做着4月或5

月恢复比赛的计划。对于职业足球，这

确实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 “求生之

战”，也是自职业足球诞生以来，所面

临的最大危机。

阿仁

自说自画

●国足官方日前辟谣， 称近日

网络有自媒体所言国足全队滞留迪

拜为不实传言。 国足将与其他队伍

一起回国。目前情况一切正常。看到

过国足“人在 途”的传言，在网络

上飞来飞去，难辨真伪。好在国足发

出了官方消息来以正视听了。“一切

正常”，也就是说之前主帅李铁去西

班牙与阵中大将武磊会面后归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期没有发生异

常状况。 主帅无恙，球队健康，大家

也就放下心来。 国家体育总局早已

发话，要求在外各运动队有序回国，

要求各运动队严格遵守国家与各地

疫情防控的规定，不搞特殊化，没有

特殊人， 不给当地政府和组织增添

麻烦，服从指挥，配合工作。 国足回

国后的14天隔离期是不能免单的。

国脚不是特殊人群。

●到迪拜去集训的不光是国足，

还有好几支中超的豪门球队。 当时的

迪拜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然而

疫情突变， 国外的疫情已经形成蔓延

之势，海外已经难得一块净土。而中国

的全民防控取得了使世界吃惊的成

绩。神州大地春意浓浓，各地的体育场

馆正在相继敞开大门迎客。 月是故乡

明。人是故乡亲。地是故乡净。在当下

有这样深切体会的不光是国人， 还有

海外游子们。国足能顺利回国，还是要

祝贺一记的。

●“月是故乡明”是唐代大诗人杜

甫的名句。“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

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

休兵。 ”杜甫作诗时节，正值“安史之

乱”。 以诗言志，表露了诗人思念家人

与故乡之情。 与“月是故乡明”唱对台

戏的是民国文人胡适，他认为“外国的

月亮比中国的圆”。胡适也由此遗臭百

年。

赴海外去集训、 拉练几乎是中国

足坛的一道风景线了。 只要联赛有休

战期，豪门球队纷纷开拔海外，似乎只

要去了外国兜上一圈，体能可以陡升，

脚头平添准星，足球智慧也有充实。外

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外国的足球也

比中国的圆？ 尽管一些传媒小记随队

海外时都发回报道称 “球队收获巨

大”， 但大家看到的仍然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支支球队。

弄不懂。 请教了。

疫情下的
球员降薪

中乙的
“危”与“机”

近日， 中国足协高层密集调研

了已申请增补中甲的五家中乙俱乐

部。 中国足协如此兴师动众地审查

中乙俱乐部， 实在是因为中乙俱乐

部的生存出现了极大的危机。

一位长期经营低级别联赛俱乐

部的知情人告诉记者， 中乙俱乐部

的投入产出早已经严重背离， 投资

人根本无法持续很长时间。据他说，

一家中乙俱乐部一年投入2000万元左

右，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去年一家中乙

的投资甚至超过了亿元。

除了成本过高， 中国足协对中乙

的要求也过高。这位知情人说，目前中

乙联赛的青训与校园足球没有完全打

通， 根本上限制了中乙这样最底层的

职业俱乐部的青训发展， 俱乐部无法

真正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完善梯队。

而且， 一些中乙投资人根本没有

长期投入的实力和愿望， 一旦形势不

好，就立刻收手，甚至撤资。 因为缺乏

造血机制， 很多俱乐部投资人只能看

当地政府的脸色行事。据说，有家俱乐

部冲甲之后， 当地政府很大方地给球

队几千万元的巨奖。但是，地方政府的

扶持很多只是停留在重奖这种方式，

并未建立相关机制， 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

好在，中乙的“危“中，我们也看到

了一些机遇。

首先， 中乙、 中甲俱乐部的倒闭

潮，倒逼中国足协不得不积极改革。比

如， 正在考虑的引入中超预备队参加

中乙联赛，至少从理论上，可以为中乙

这样的低级别联赛补充更稳定的资

源。 其次，地产足球寒冬的背景下，职

业足球俱乐部开始洗牌。诸如深圳、苏

州这样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已经露出

接棒地产足球的苗头。 随着世俱杯和

亚洲杯在中国许多城市筹办， 更多有

实力的城市或许会加大对职业足球的

扶持。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申请增补中

甲的五家中乙俱乐部中， 有两家俱乐

部位于苏州市。 就在足协审核中甲增

补俱乐部的关键时刻，该市出台了《苏

州市政府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高

调提出了“打造一流职业俱乐部”的目

标，让人浮想联翩。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

今中乙俱乐部的生存危机，从短期看，

这是金元足球惹的祸， 长远看则是中

国足球一贯野蛮发展的结果。危机中，

中国足协需要更加公正透明推行改

革，才有望迎来真正的机遇。 比如，中

国足协是不是能够趁着这次准入审查

的机会， 公布五家中乙俱乐部最终的

打分的情况， 让即便没能增补进中甲

的俱乐部也都心服口服？

生存危机
并非危言耸听

月是故乡明

疫情让全球的体育赛事几乎全部

暂停， 此前曾一再表示将按原计划进

行的东京奥运会也难逃延期之命。 在

商业化渗透到体育的几乎每一个细胞

里的今天， 各项体育赛事停摆所受到

的最大冲击无疑就是“钱”的问题。 曾

有国际金融机构计算， 仅以五大联赛

为例， 最坏的情况可能损失高达40亿

欧元。 尽管中超联赛因为延期所带来

的损失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而直

观的数据，但现实情况却是：减薪恐怕

也将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 自从疫情让各国足球赛

事、体育赛事延期以来，围绕着各种经

济损失的说法就始终未曾断过。 即便

是像日本方面曾坚持的 “奥运会将如

期进行”，各种分析也都围绕着可能所

造成的损失来展开。有报道称，如果东

京奥运会延期， 日本方面将损失超过

120亿美元。 当然，这个数字与结论的

得出，似乎缺少权威性。 但是，在欧洲

各国与地区的联赛陆续停摆之后，毕

马威会计事务所所做出的评估是：按

照最坏打算， 即欧洲五大联赛全部取

消为基础， 则五大联赛的损失高达40

亿欧元， 将严重打击欧洲各豪门的财

政情况。而且，这还仅仅只是针对强队

所做出的预估，尚未计算中小球会、中

小联赛所受到的影响。除了收入之外，

各职业俱乐部还要面对球员合同的问

题， 毕竟目前的联赛何时重启尚遥遥

无期，而一旦重启，则恐怕在正常情况

下合同到期的6月底根本就无法完成

赛事。 这无疑又将带来一系列的新问

题。

不止如此， 近期的欧洲足坛不断

传出各种减薪、降薪的报道。像巴萨俱

乐部已经开始商讨降薪问题； 德甲有

俱乐部的球员则主动表示接受降薪

50%； 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球

员表示一个月可以不领工资。 甚至有

俱乐部已经开始裁员， 并有部分俱乐

部的教练组、 工作团队成员就在疫情

下已经失业。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

疫情其实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让

体育赛事停摆，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

让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进入了“停摆”状

态， 日常生活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 足球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受到的负面影响自然也不例外。所

以，降薪、减薪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

趋势。 尽管国内众多球迷都在关注着

今年的中超联赛何时能够展开， 但实

际上， 这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

楚的， 也不是中国足协这个层面就可

以做出决定的， 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全

面考量与权衡。

但另一方面， 这些职业俱乐部所

依靠的母公司或企业在这次疫情中受

到的冲击与影响不小。而且，中超联赛

整体上与欧美职业联赛的经济基础完

全不同。 欧美的职业联赛依靠的是赞

助商、电视转播，然后是比赛的门票收

入、比赛日的其他球迷消费的收入；中

超的俱乐部整体基本就是靠母公司与

企业的输血。 不同的职业足球经济基

础， 也就决定了中超的球员恐怕更应

该做出一些牺牲。无论是从现实角度、

从中超联赛的长远发展抑或是当前疫

情下的示范性作用，接受降薪或减薪，

其实还是利大于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在会见

记者时表示， 在与巴赫会谈中达成

共识： 最晚在2021年夏天举办东京

奥运会。随后，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

组委发表联合声明， 决定推迟东京

奥运会举办时间至最晚2021年夏

天，延期后的奥运会名称仍保留“东

京2020奥运会”。

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宣

布， 如果奥运会按照原计划在今年

夏天举行，他们将无法派团参加。但

是日本方面一直还在尽着全力，希

望奥运会能按原时间进行， 我们看

到一个数字，即便奥运会推迟举办，

日本所遭受的损失仍然要用上百亿

美元来计算。 当然， 如果奥运会取

消， 日本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一个天

文数字。 虽然有消息称日本已经购

买了和奥运有关的保险， 或许将会

获赔几亿美元， 但是推迟仍然意味

着无法避免的损失。

如果东京奥运最终确定也推迟

一年进行， 那么2020年原本应该是

体育大年的这一年， 将彻底变成一

个体育小年。 其实说小年都有点儿

客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特定的

几个月里，几乎接近于真空。

疫情笼罩之下， 有些事情是可

以克服困难做到的， 比如说线上教

育上网课， 再比如说网上购物买东

西， 哪怕通过电视看一些电视剧或

者文艺作品。

但是体育比赛却没法这样，体

育比赛，直播永远比重播更有看头，

同时， 体育比赛现场观众永远是比

赛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所以现在体

育成为了疫情面前的一个重灾区，

也就不足为怪了。

2020, 每一个体育从业者 ，每

一个运动员或者体育媒体从业者，

都注定只能是积蓄能量的一年，我

们只能默默地等待， 期待着一切都

能尽快过去， 期待着我们能重新回

到看台上，回到赛场边。

东京奥运
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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