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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初被七名
队员联名揭发俱乐部
在2019工资确认表上
伪造签名， 到如今中
国足协仍然没有宣布
调查准入结果， 已经
被拖欠一年多工资的
辽足俱乐部上下无比
煎熬。 辽足俱乐部已
经明确表态 ， 高达
8000万元以上的欠薪
无力偿还， 这意味着
球队实际上已经无法
拿到2020中甲资格 。

不过在中国足协迟迟
不“宣判”的情况下，

辽足的球员、教练、工
作人员不仅讨薪无
门，还无法另寻出路，

大家期盼中国足协尽
快做出裁决。

辽足俱乐部目前的态度十分明
确，那就是自己肯定无力偿还欠薪，但
也绝对不会像一些俱乐部那样主动退
出，而是一定要等中国足协裁决。这支
拥有67年历史的球队的欠薪到底有多
少呢？据了解，辽足2019赛季的欠薪和
2018赛季拖欠的部分奖金加到一起，
保守估计在8000万元以上。
辽足的欠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是2018赛季的部分场次赢球奖金，
一部分是2019赛季的工资和奖金，其
中大部分是去年的工资和奖金。辽足
去年11月在保级成功后为球队发放了
500万元的奖金，但这也是去年应发
工资、奖金中的一小部分，除了两个月
的工资外，俱乐部上下所有人的工资
和奖金一直拖欠。相比球队去年还得
到了500万元保级奖金，俱乐部的工
作人员则更惨，从去年春节过后，直到
今年春节之前才得到一个月工资，一
年多才拿一个月工资的俱乐部工作人
员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辽足即将解散之际，此前在辽

足效力两个赛季的赞比亚老将穆伦
加已将俱乐部告上了国际足联。穆
伦加说：“在2019年中甲联赛结束后
我没有拿到我的全部工资，很多人
问我，为什么我在被欠薪的情况下
还继续踢球。我的回答是我热爱足
球，我不是一个单纯为了钱去工作
的人，我来到中国的每一场比赛都
会认真努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我
没有拿到我的工资，我是无奈的！我
希望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
得到我的工资，我的律师已经联系了
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已经和中国足协
取得了联系。我认为如果外援在一个
国家的联赛得不到保护，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辽足应该支付我工资，这个
是我应得的！出现这种欠薪的情况
对中国足球是不利的，希望这个问
题能够尽快解决，以免损害中国足
球的形象。我很想维护中国联赛的
良好形象，但是现在真的是无奈之
举，希望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来帮
我追讨工资。”

被外援告上国际足联
欠薪8000万无力偿还

在辽足解散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在辽宁省体育局和新任辽宁省足球协
会主席庄毅的共同努力下，本赛季中
甲新军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准备整合
辽足资源，打造“新辽足”。
按照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足协

在去年辽宁省足代会上的设想，即使
辽足没有沦落到即将解散的地步，指
望这支长年巨额欠薪、欠税、欠债已病
入膏肓的球队重振辽足雄风根本不现
实，所以去年就已经有了扶持沈阳城
市足球俱乐部扛起“新辽足”大旗的打
算。也就是说，即使辽足本赛季仍然能
够拿到中甲联赛参赛资格，按照辽宁
省各方面的设想，加强沈阳城市足球
俱乐部建设，打造“新辽足”的计划也
会在本赛季开始实施。

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庄
毅已经公开承诺，辽足一旦解散，沈
阳城市俱乐部将整合辽足的一线队
和梯队资源，做大做强“新辽足”。3月
13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电子公示
系统上，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有限责
任公司已更名为辽宁沈阳城市足球
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新俱乐部名称
虽然仅仅加了“辽宁”两个，但在这个
特殊的时间节点，目的不言而喻，那
就是要继承辽足血脉，扛起“新辽足”
大旗。辽足拥有悠久历史，在辽宁足
球迷中有很高的地位。

作为辽足昔日的边锋，庄毅退役
后投身商海，拥有浓厚足球情结的他
在2015年组建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
为了让俱乐部立足沈阳，在沈阳市足
协注册，用沈足名义去征战联赛，避
免和辽足直接竞争。毕竟当时辽足还
在中超，在辽宁足坛地位举足轻重，
而沈阳足球队当时只有中乙沈阳东
进队，影响力很小，庄毅当时的目的
也是想做大沈阳足球，扛起沈阳足球
大旗。
不过现在的情况与五年前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辽足和沈足的地位发生
根本性逆转，辽足解散在即，沈阳城市
队去年以中乙冠军身份冲上中甲而蒸
蒸日上。在沈阳城市俱乐部中，上到投
资人庄毅，下到主教练于明以及助理
教练董礼强、刘建生等，再到梯队的张
永海、邱礼等教练几乎都是从辽足走
出来的，大家有深深的辽足情结。如今
辽足即将解散，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
虽然原来的名字叫沈阳队，但他们通
过资源整合，完全可以继承辽足血脉，
扛起“新辽足”大旗，承担起辽沈足球
复兴的重任。

辽足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主要原因
就是连年“卖血”导致无人可卖，无法依
靠转让球员的资金来补发欠薪维持运
转。俱乐部战略失误的地方是此前相当
长一段时间忽视了青训，丢掉了自己的
传家宝。辽宁宏运俱乐部在数年前重新
认识到了青训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打造
青训体系。

辽足目前拥有一线队、预备队、
U19、U17、U15、U14、U13、U12、U11九支比
较系统的梯队，此外辽足还增设了U10、
U9、U8梯队，梯队数量上远超中国足协
要求。辽足俱乐部在2018年已组建8个
区域性青训中心，包括沈阳市区5个青
训中心，营口青训中心和内蒙古的通
辽、包头青训中心，加大青训队伍的建
设和培养。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重新
培养的青训队员还未到出成绩的年龄，
辽足已经无以为继。

虽然俱乐部成立还不到5年，不过
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的小年龄段建设
体系非常完善。沈阳城市队要想扛起新
辽足大旗，从上到下都认识到青训是关
键，要从娃娃抓起，培养自己的子弟兵。
从2018年开始，俱乐部狠抓青训，目前
已经组建了U8、U9、U10、U11、U12、U13、
U15、U17、U19九支梯队，主教练全部来
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中方教练则均
是老辽足队员，包括张永海，朱凯、曲
东、邱礼等人，注册梯队队员200多人。

从沈阳城市俱乐部各梯队成绩
来看，小年龄段球队成绩突出。如今的
U13梯队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
战胜恒大梯队，获得全国冠军，是全国
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去年U12国家队
的50人大名单中，沈阳城市队有4名
球员入选。去年的健力宝杯总决赛，该
队U11代表队参加U12组别比赛，以小

打大还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都
得益于沈阳这块出人才的足球沃土，
得益于俱乐部的精心培养。沈阳城市
俱乐部梯队中绝大部分都是沈阳孩
子，沈阳足球底蕴确实好，成材率高。
当年像李金羽、李铁、张玉宁那批险些
在1999年甲A联赛创造中国凯泽斯劳
滕神话的“辽小虎”，就是沈阳足球青
训的骄傲。而且，沈阳城市俱乐部的投
资人庄毅也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俱
乐部希望未来能够培养数批，而不是
一批‘辽小虎。”

沈阳城市俱乐部和辽足梯队一旦
能够整合，那么将让沈阳的优秀小球
员集中在沈阳城市俱乐部，将会大幅
增强该队青训实力，为“新辽足”崛起
打好根基。以辽沈足坛深厚的足坛底
蕴，一旦这些“新辽小虎”被精心培养，
相信数年之后，辽宁足球会重新崛起。

近日，辽足的部分队员终于坐不
住了，以原队长张野、张天龙为代表的
六名球员集体来到辽宁省体育局，请
求体育局协调辽足俱乐部欠薪问题。

队员急盼，体育局帮忙讨薪

队员们在提交的公开信中写道：
“现辽足因拖欠薪资，无法通过中国
足协准入，将失去职业联赛参赛资
格。球员面临下岗，俱乐部资不抵债、
濒临破产，队员只能通过漫长的法律
程序继续向俱乐部讨薪。但因超过一
年未领到工资，队员、教练和工作人
员及家人的生活目前处于紧迫的困
境中。故恳请辽宁省体育局协调各
方，尽快补发欠薪。”落款为“辽足全
体队员”。几位队员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一是要回球员的血汗钱；二是辽
足俱乐部是搞还是不搞，请尽快给球
员一个官方答复，有官方答复之后球
员才可能进行下一步计划，大家还要
生存，还要继续找球队踢球；三是希
望辽宁省体育局帮助球员主持公道，
作为被欠薪的队员，大家是弱者，希
望省体育局帮助协调解决欠薪问题。

辽宁体育局的负责人已经收到球
员们的诉求，支持球员通过法律途径维
护权益。由于与运动员签订合同的是职
业化俱乐部，相关材料已经转至辽宁省
足协和宏运俱乐部。辽宁省体育局负责
人与辽足俱乐部高层进行了沟通，这位
高层表示：会积极想办法去解决欠薪的
问题，下一步辽足将何去何从，要等待
中国足协公布准入结果后确定。
尽管辽宁体育局会帮忙协调解决

欠薪一事，但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
非常有限。辽宁体育局虽然是二股东，
但近年来仅是在训练基地方面为辽足
提供资助，俱乐部的运营权、决策权完
全在大股东宏运集团手中。补发球员
欠薪一事要想解决，只能寄希望大股
东宏运集团来出资。
不过目前来看，在部分宏运俱乐

部球员曾就俱乐部欠薪一事上告到中
国足协，并声称俱乐部此前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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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
代签后，辽足生存之路已经被堵死。目
前辽足俱乐部拖欠球员、教练、俱乐部
工作人员工资、奖金高达8000万元以
上，指望大股东宏运集团拿出这笔巨
资为解散在即的俱乐部员工们开资不
太现实。未来很可能是辽足进入破产
程序，但早已资不抵债的俱乐部几乎
没什么值钱的固定资产，队员们讨回
工资的希望非常渺茫。

欠薪一年，教练借钱给队员

据了解，此次现场讨薪的辽足部
分队员中，就有多位是之前上诉中国
足协指证俱乐部伪造签名的球员。一
位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透
露，在几位球员代表给辽宁省体育局
的公开信中，尽管落款所写是“全体队
员”，但实际上有一些队员并不支持。
不是说这些不知情的球员不支持讨
薪，而是他们对这几位球员先上诉中
国足协，把辽足俱乐部推向即将解散
的深渊感到不满。这种鱼死网破的做
法没有赢家，如今看到俱乐部解散在
即，讨薪无望的情况下，这些上诉中国
足协的球员又想起来向辽宁省体育局
求助，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在一部分球员看来，只要几名球

员不向中国足协揭发伪造签名一事，
那么俱乐部就能通过准入继续生存。
只要球队还活着，大家就还有拿到欠
薪的希望，哪怕是部分工资。但如今俱
乐部即将失去准入资格并解散，球员
不仅要回欠薪无望，而且大部分人也
将下岗无球可踢。
如俱乐部失去注册资格，被欠的

工资和奖金是一定要不回来的，这一
点其实无论是讨薪队员，还是俱乐部
都是十分清楚的。一位队内人士表示：
“辽足队员为什么有这种底气，实际上
与他们认为只有辽足保住了中甲资
格，政府的相关政策才能兑现有关。”
可是随着事件进展，队员们发现这一
招并不管用。即使有什么政策，宏运集
团也拿不出钱来。大股东没钱，去找二
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代签一事公开后，辽足根本无
法提交补发工资证明和下赛季的银
行担保证明，一定是过不了足协的准
入关的。队长桑一非也很纠结，“队员
要工资没有错，且是天经地义。不过，
俱乐部真是没有钱给大家发，此事没
有对错只能是包容和理解。俱乐部不
在了，结果只有双输。”俱乐部不在
了，所有人要下岗。能力强的队员没
有问题，但以辽足现在的班底，能有
几个人找得到下家。如今联赛遭到了
退出潮和疫情的双重影响，队员想要
找到新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辽足的队
员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也购置了房产
和汽车，且多为贷款。一年多不开工
资对谁来说都受不了。在联赛期间看
到有的队员比赛确实努力，生活上也
有困难。以臧海利为首的教练组曾经
多次借钱给队员。教练们说：“毕竟我
们年龄大，有一些积蓄。”

穷困辽倒讨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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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毅聚资源
沈足扛大旗

寻回传家宝 重启“辽小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