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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一周前，西班牙《阿斯报》爆料

称， 国际足联将把2021年世俱杯延

期至2022年夏天举行， 这个决定即

将官宣。

2021年世俱杯延期， 只是一个

时间问题。毕竟，在欧洲杯确定延期至

2021年6月举行后，本在这时候举行的

世俱杯就完全不具备举办的可能性。

但延至何时，却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

这是国际足联最新改制后的首届

世俱杯，参赛球队扩大到24支，这也意

味着新世俱杯已经具备了欧洲杯那样

的规模，需要25-30天时间才能完赛。

漫长的新赛程也就意味着世俱杯已不

可能如过去那样，安插在冬季举行。而

即使在夏季， 其实留给世俱杯的可选

择余地并不大。 2021年和2024年先后

有欧洲杯，2023年则是亚洲杯，且与世

俱杯一样，同样在中国举行，这三个年

份的夏季均可以直接排除。 看起来，

2022年夏天成了唯一的选择， 毕竟卡

塔尔世界杯定于当年11月21日至12月

18日举办， 是在北半球举行的第一届

“冬季”世界杯。

但仔细分析的话，2022年夏天举

行世俱杯，同样存在极大的问题。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 ，2019-2020赛季欧洲

主流联赛铁定后移 （除非疫情再次大

规模暴发， 导致连空场比赛的方案也

无法实施），2020-2021赛季欧洲联赛

如果准时开赛， 则肯定打乱所有在欧

洲效力的球员2020年的夏休。 而2021

年的欧洲杯， 又势必如过去的世界杯

和欧洲杯一样 ， 让参赛球员们感染

“FIFA病毒”，2021年夏天的休整也会

受到不小的影响。 而由于2022年冬天

会有至少为期一个半月的世界杯用时

（仅比赛就已经一个月，赛前的集中至

少两周， 如果赛后放假还会占据更多

时间），这意味着2022-2023赛季欧洲

不少联赛需要提前开赛时间———如英

超、意甲、西甲等不设冬歇期或冬歇期

时间较短的联赛———从而导致2022年

夏休原本就会压缩， 在这个本就显得

时间不够的休赛期， 如今还要嵌入一

项为期一个月的赛事， 这会是很大的

麻烦。 同时，也必须看到，欧洲大俱乐

部的一线球员们（尤其是欧洲籍）很可

能会在2020、2021、2022连续三年的夏

天没有正常的休假节奏， 这样的安排

或许只能用鬼畜来形容。

如果国际足联强行将世俱杯后移

至2022年夏天， 这可能带来获得参赛

资格的欧洲一线俱乐部对赛事无法投

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为了这项荣誉含

金量不足的全新赛事， 继续透支一线

明星的身体状况， 看起来并不是一个

“合理的选择”。同样不能忘记，国际足

联全新改造世俱杯， 本就有与欧冠分

庭抗礼的意味， 从而遏制尾大不掉的

欧足联。 在这样的世界足坛政治背景

下，欧洲俱乐部如果产生放弃的念头，

也会得到欧足联或明或暗的支持。

从某种程度而言， 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 会让许多桌面下的暗斗浮出

水面， 世俱杯的比赛时间恐怕只是一

个开始。

自说自画

●早些天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

为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与武磊正式

洽谈当初合同中续签一年的条款。

讲得简单点，俱乐部希望武磊留，而

武磊也愿意不走。 武磊在去年年底

的周记中表示：“最近看到许多球迷

和媒体已经在讨论如果球队降级，

我是否会回国的问题。 说实话这样

的想法很荒谬。 首先我坚信我们球

队的实力。但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

降入了乙级， 我也不会选择放弃和

离开。 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中国球员

踢西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武磊

留在西班牙人的意愿可谓坚定不

移。球队倘若不幸降级，他也情愿甘

当“留级生”。由此看来，上港的球迷

如果还盼望在八万人体育场中再见

到武磊身披7号红色球衣上阵，那是

“荒谬”的一厢情愿。 武磊去了西甲留

洋， 上港球队从联赛冠军落到了第三

名。在今后的赛季里还想重夺火神杯，

对武磊是指望不了哉。 靠自家的本事

再去争一个冠军回上海滩吧。

●这些天有西班牙媒体爆料称，

武磊得到了多个英超俱乐部的关注，

这些球队希望能够引进他。 看中了武

磊的为英超的中资球队。与西甲告别，

到英超留学， 英超俱乐部能给出的多

少转会费与付出多少薪金是关键。 这

当中要含有四愿意： 新东家英超球队

愿意；老东家西班牙人球队愿意；旧东

家上港球队愿意；武磊本人愿意。武磊

的心愿是决定性的。 转会英超还有一

个劳工证的问题。假如硬碰硬，转会球

员所属的国家队要求在世界排名为前

50名以内， 球员两年内的出勤率要达

到75%。 国足目前世界排位第七十多

位，软当了。 但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英

超球队可以启动“天才条款”还是可以

为武磊办出劳工证的。 这一桩转会案

究竟有无，大家坐等消息吧。

●韩国有媒体也轧进来关心此

事。 他们用了“营销”这个词来评价这

次可能产生的武磊转会。 韩国小编蛮

阴险的，不怀好意的。他们言下之意是

在嘲讽武磊的商业价值， 嘲笑英超球

队的开拓中国市场。 其实球员转会与

否就是足球场上的生意经。 在各方洽

谈中，抬价也好，杀价也好，卖断也好，

搭卖也好，都是屡见不鲜的商业运作。

中国球员在国际转会市场上受到追

捧，眼红什么。营销、营销，似变质的韩

国泡菜，酸了！

中国足球
“不消停”

争议之外
还有契机

水平不够，基建来凑。中国足球

这几天，再度用两种特别的方式“弯

道超车”，引发了舆论关注。

首先，引起巨大审美争议的，无

疑是广州恒大俱乐部开工的新球

场。这座极其具象化的庞大建筑群，

拥有三层24瓣能在灯光下变色的莲

花结构，设计思路和具体方案，均由

恒大老板许家印亲自定夺。

审美这件事儿，的确众口难调。设

计图纸上的恒大新球场， 和以往哪些

被拎出来示众的“土味儿”超大建筑，

似乎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喜欢这种

设计的，自然会觉得“雷人”，并且质疑

设计者和出资方的审美口味。

自然，设计者是不愿意背锅的，终

究拍板的是资方的老板。 设计者毕竟

也要吃饭， 除了极少数坚持自我的设

计师， 大多数乙方都要满足甲方的要

求，才能让图纸落地，成为真正矗立在

地面上的实体。

这幢耀眼夺目的莲花状足球场，

究竟好不好看， 在通风采光等实用性

条件上，是不是有所欠缺，还要等竣工

投入使用之后再体验考量。 但中国足

球“大基建”之路，已经浩浩荡荡地铺

开，却毫无疑问。

恒大还要陆续在国内建设多座专

业足球场，其中两座，将面向全国球迷

公开征集设计方案评选意见。 比起第

一座球场， 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些流于

形式，或许定案后能少一些反对意见。

北京的工体和上海的八万人体育场也

要改建， 以适应世俱杯和亚洲杯的要

求……

其次，足球基建快马加鞭，中国的

职业联赛也没闲着， 中超各俱乐部都

在努力克服困难，以6月中下旬可能开

始比赛为假想节点， 进行恢复性和针

对性训练， 中超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开打的新赛季联赛。

中超给别的国家和地区球迷带去

的印象， 这几年一直停留在 “财大气

粗”的金元足球层面，却很少有中国之

外的球迷真正去看中超比赛。

这次中超如果首先开赛，并且在世

界各地开花转播，说不定还真能收获比

以往更多的关注度，也多了让世界更多

球迷亲眼目睹，加深了解的渠道。

这对中国职业足球的好处不言而

喻，也对中超各队的比赛质量、对俱乐

部组织管理能力、 对中超裁判执裁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抛开审美和竞技水平的争议，这

些关注，作为中国足球的外部环境，算

是促进的契机， 就看中国足球能不能

把握住。

世俱杯
唯一的选择

营销武磊

疫情让全球的足球赛事停摆，当

然中国足球也不例外。迄今为止，中超

联赛何时重启？依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各种传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停摆的当下， 不管是国际足联

抑或豪门俱乐部、普通中小俱乐部，各

方考虑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如何生

存？ 国际足联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性

政策与意见， 各俱乐部也都想尽办法

去解决财政危机。降薪、减薪当然是第

一要务。这期间，尽管也曾传出类似英

超俱乐部与球员在减薪方面的不快，

但仅仅只是如何减的方式问题， 对于

减薪本身并无异议。除此之外，更多的

只是围绕着究竟何时重启的问题。

但是， 看看现在的中国足球的消

息，核心主题和内容就是“骂骂中国足

协”。 譬如，涉及到减薪、降薪问题了，

反正足协在主导， 任何一方稍微有不

满， 就是骂足协。 由于过去这么些年

来，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不好，作为主

管部门的中国足协肯定是有责任的。

于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骂骂中

国足协肯定不会有问题。 可是， 疫情

下，“减薪”其实是一个无奈之举，即便

是欧美那些大牌也都没有什么异议，

甚至削减的幅度远超过中超联赛中的

球员， 而且还都是主动， 但到中国足

球，则完全就不是这么一个逻辑了。

再譬如，在准入的问题上，迄今为

止，天津天海是否可以继续留在中超？

几家递交了材料的中乙俱乐部何时能

够确认有机会替补？ 所有这些都还没

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此，作为主管的

中国足协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实际上，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中国

足协这个层面出面去解决， 应该是相

关职业联盟或职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

出面去解决的。 可是，由于职业联盟、

职业委员会的成立至今依然遥遥无

期，未见到实质性的动静，于是中国足

协就只能出面代庖。 其结果当然是中

国足协必须要背上“骂名”。

这其实与“减薪”的问题颇有相似

之处。正常情况下来说，“减薪”问题应

该是由职业联盟出面，与俱乐部、球员

协商，然后上报足协。 可是，由于没有

这样一个“议事机构”，中国足协也就

只能“代庖”。其结果就是中国足协“没

事找事”、惹火烧身。 所以，前几天，在

职业联盟筹备小组负责人张力发声之

时，各种“炮火”又全部对准了中国足

协。 或许，中国足协觉得挺冤的，甚至

是有苦说不出，但现实就是这样。

可是，再仔细一想，当职业俱乐部

的老板们高喊着“职业联盟”之时，作

为弱势的职业球员， 他们是否需要自

己的组织、 也就是类似 “职业球员工

会”这样的组织？如同疫情下涉及减薪

问题时， 这个组织可以去为球员争取

权益， 但这个问题却是老板们所不愿

意的。

所以，中国足球的现实就是：自己

的利益多少受到些影响了， 就是到处

诉说、到处指责；但当自己已经影响甚

至是侵害他人利益时，却是避而不谈。

自己的利益总是高于他人。 都是这样

的出发点与思维方式， 很多问题也就

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根本解决。于是，

大家就是“混战”。作为旁观者，我们也

就只是一个“看戏者”。

全世界的足球场都变得空空

荡荡， 门可罗雀了， 但另外一个

场，在冷清的同时，却也变得拥挤

不堪。

我说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各大

机场，网上有很多的照片，看上去

全世界的飞机场都变成停机场

了， 但情况可不仅仅是把飞机停

在那里那么简单。

就算一架窄体飞机， 停飞一

天的基础成本都超过10000美元。

有报道称， 一架飞机停在机场超

过48小时就需要保养了， 并且每

个星期， 都需要至少一次打开电

气和液压系统， 以确认它们是否

正常工作， 还要像汽车一样启动

发动机并使其空转约20分钟 ，以

便对所有部件进行润滑。

这其实也和足球队一样 ，星

期一我去了申花康桥基地， 虽然

中超联赛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

知道， 但是球队现在仍然必须训

练。 正常的话，球队应该根据比赛

开始的时间倒计时安排准备期训

练， 但是现在比赛开始的时间仍

然没有确定，所以现在的训练，更

多就是帮助球队保持状态的。

回到航空的话题， 人们都停

止旅行了， 就算是航空公司硬着

头皮继续执飞， 也意味着巨额亏

损。 新西兰航空公司之前一个星

期一共飞了89个航班， 总共乘客

只有165人！ 正常这只是一架A320

的运量， 这89个航班让新西兰航

空损失大约150万美元，平均每名

旅客的运输成本是1万美元，还不

如不飞。

至于全球大小机场里的商业

现在遭遇的重创，就更不用说了。

这有点像足球比赛的空场比

赛，看上去好像比赛了，电视观众

也满足了， 但球队却失去了在主

场现场获得收入的可能， 踢一场

球也许对很多欧洲俱乐部来说 ，

就是多一次亏损。

2020年，只能咬牙往前走。

球场和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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