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名切忌操之过急

尽管有些舍不得叫了许多年的
“上港”二字，但上港球迷陈先生内心
很是支持这项轰轰烈烈的“足坛更名
运动”，“去除企业化是职业足球发展
的重要环节，而去除企业名，形成俱乐
部自己的品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之前足协也推进过球队中性名的
政策，但因为执行不坚决而最后无疾
而终，因此一刀切的策略是让这样的
好政策落地的唯一方法。不论是国安
还是泰达、建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企
业的名字，和上港、恒大没有什么不
同。在未来百年俱乐部的发展过程里，
25年还是30年的历史和10年、5年的历
史并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国安这样
二十几年也不过是一个冠军，上港就
几年也有了一个冠军，从品牌价值上
来说作为球队的价值是一样的。”
“上海足球历史上有很多好的中

性名，从国际到东亚，都是很好的范
例，甚至申花也同样可以把这些名字
作为参考来取一个真正的中性名。”陈

先生补充道，“在我看来，只有城市才
是球队和球迷之间最基本的联系，而
不能通过企业名来联系。所以，中性名
的政策放在百年大计下看，实在是非
常好的政策。”

与陈先生相反，申花球迷周先生
很不理解“一刀切”的更名政策，他觉
得足协可以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中性
名是一个好的想法，但一刀切是对中
国足球过去二十年历史与文化积淀的
破坏。所谓足球文化，核心是球迷，再
其次是围绕着球迷的球员、俱乐部和
社区。当一个球队的两三代球迷都在
看国安和泰达的时候，强行改名就是
对球迷共同记忆的破坏，某种程度上
便是倒行逆施。国安、泰达、建业都已
经成为了比原企业更有影响力、更具
价值的品牌，一些足坛新贵的名字根
本不能与之同日而语。我认为，更好的
政策应该是允许国安、泰达、建业等队
保留原有的名字，但倘若他们未来再
改名，则必须改成中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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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策的合法性，中国足协
作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在颁布这条政
策时是否得到了大部分俱乐部的支
持。换言之，这项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命
令，还是自下而上的表决。在周一举行
的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
工作会议上，广州富力董事长就名称
中性化表态，“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
必经之路，富力的更名正在进行中，也
由衷地希望中国职业足球能够越来越
好。”但对于其他俱乐部而言，是否也
是持相同的态度，这一点不得而知。
从近十几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足

球俱乐部，尤其是以中超俱乐部为主
的第一集团，大多是以企业注资的形
式生存。为了扩大影响力，企业选择投
资球队，像广州恒大、河南建业、上海
上港等，其背后的“金主”恒大、建业、
上港都收获了知名度，如今仓促改名，
是否对一直以来投入的企业造成了损
失？足协如何妥善处理企业过去所进
行的投入，这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足协关于中性名的政策初
衷，是为了迎合了世界足球的发展潮
流，延续球迷文化，与国际接轨。在隔
海相望的日本，J联赛的“去企业化”是
一个令中国足协艳羡的案例，“三菱重
工”改为“浦和红钻”、“松下电器”改为
“大阪钢巴”……但顾骏教授认为，这
样的学习过于盲目，不仅是本末倒置，
更有“作秀”之嫌。

首先，改了队名，中国足球的成
绩就能变好吗？在2017年，中国足协
制定了针对中国男足的《2020行动计
划》。如今2020年已到年底，当年足协
制定的六大计划全部失败。不仅在狭
义上，国家队和俱乐部的竞技水平和
比赛结果没有完成“业务指标”，中国
足球的形象、足球文化的推广和足球
商业化的程度也没有提升。从现在的
情况看，足球在中国根本算不上一个
大众的运动，商业化程度非常低，人
们对中国足球俱乐部和球员的形象
也并不认可。
其次，在中国关注足球的人，最终

给足球这项运动买单的人还是球迷。
在足协颁布改名政策之前，曾有五家

俱乐部的球迷会联合发表声明，希望
足协不要“一刀切”，保留国安、建业、
泰达等老字号球队队名，然而球迷的
心声并没有被足协采纳。作为足协，本
质上应该是为球迷服务，两者之间不
应是上下级，而是对等的关系，球迷支
持足协的举措，而足协听取“衣食父
母”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玩自己的，实
行“一言堂”的作风。毕竟有了狂热的
支持者，中国足球才会得到赞助商的
青睐，甚至有球迷会支持自己的后代
选择职业足球的道路，为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足协应该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
事业的主体为方向；另一方面，抛弃
传统就等于割断精神命脉。像建业这
样二十多年没有改过名字的球队，如
今却被迫改名，“无形资产”就此流失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顾骏以北京知名
品牌全聚德为例：很多人选择全聚德
都是慕名而往，今天的全聚德烤鸭和
一百多年前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
这个名字和其背后的历史、人文内涵
就是最大的财富。与J联赛球队改名
不同的是，老牌球队的名字已经在当
地形成了足球文化。提及国安、建业、
泰达这些名字，球迷们率先想到的是
自己的主队，之后才是其背后的注资
方。
最后顾骏认为，与其纠结名字上

“文字游戏”，不如从细微和根本上改
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中国足球有青训、
足球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也有足球
文化推广、足球商业化的一些与普通
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与地区加强
联系、如何实现足球之外的资源共享，
这些才是中国足协应该予以指导的方
向。

在12月31日前，各俱乐部需要把
中性名上报足协竞赛部审核。一些俱
乐部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向球迷征集方
案，但也有像泰达这样的球队由于时
间比较紧迫，来不及公开征集，只能内
部集思广益，争取拿出一个让大家满
意的结果。中国人一向重视取名这件
事，中国足协正式颁布的改名政策，只
留给俱乐部半个月的时间，实在是有
些操之过急。

很多事情还是要讲点感情和情怀

的。从球迷的角度出发，有些球队的名

字他们喊了二十多?，突然间说要改，

肯定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从投资人的

角度来说， 企业冠名球队既能起到一

定的宣传作用， 也是给他们所做投入

的一些回报。

说实话， 我们中国足球这么些?

下来， 不少面子上的东西看起来好像

很?业， 但和真正的?业足球其实还

有点距离。就中性名而言，这是一件相

对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改名确实能一

定程度和国际接轨，但另一方面，大家

也都希望能让那些老牌的名字留下

来。

拿河南建业举例， 从?业联赛创

建伊始， 建业集团就已经投资并冠名

球队，不管球队成绩如何上上下下，投

资人一直没有变过， 这是一件很不简

单的事。 等到球队正式更名， 去掉了

“建业”二字，很难说会不会影响到投

资人的积极性。

当然， 既然足协已经决定严格推

行中性名政策了， 那也不能说完全是

件坏事。关键有两点得注意，一是要大

家都遵守规则，不能想着办法钻空子，

也不能四处卖惨求通融， 杜绝灰色地

带； 二是这项政策是否能一直延续下

去， 以及对于俱乐部未来的再更名有

没有什么管理措施？ 倘若俱乐部想方

设法找规则的漏洞， 管理者的态度又

变来变去，最后球队今?用这个名字，

明?用那个名字， 那么这一切就彻底

沦为了一场闹剧。

我赞成足协负责人根据时代环境

的变化来调整一些既有的政策和规

则， 比如你要是把1994?甲A?业化

元?的规则拿到现在来用， 那肯定不

成体统， 但倘若有的负责人上位后只

按照个人喜好来制定规则， 那就是滑

天下之大稽了。从这点来说，陈主席上

任后顶着压力做了很多变革， 比如疫

情下的中超改制，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总说要打造 “百?俱乐部”，

如果此番换上的中性名能始终保留，

并延续百?，那倒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只不过在眼下， 一刀切式地换中性名

似乎是弊大于利了。

当下大局已定， 各俱乐部能做的

不过是为球队起个好听、 有寓意的名

字。 不能叫“FC”，我觉得不错，否则各

队名字大同小异，没什么特点。我希望

能看到那些俱乐部根据各自所在城市

的特色来起名，例如大连人，“人”字在

当地方言里的读音是“银”，谐音“赢”，

看似是没什么特殊之处的简单名字，

其实暗藏玄机，颇为有趣；再例如山东

鲁能，以前曾经叫“泰山队”，很有地方

精神，以后要是改回去了，倒也蛮好。

现在网上不少球迷都在为各自主队的

新名字集思广益， 我看到了不少有意

思的提议， 还有些球迷拿名字开起了

玩笑，看得出，大家的容忍度还是很高

的。

我以前在上海中远队踢球，2003

?的时候， 我们队第一个响应了足协

提出的中性名建议，改名为上海国际。

当时球员和球迷对于球队改名的反响

不是很大，毕竟球队还是这支球队，主

体没变。 然而， 在去掉投资人的名字

后，俱乐部在经济上受到了不少影响，

日子过得就相对艰难了。 再后来我们

走回了老路子，搬去陕西后改名 灞，

开始把投资人的名称加入队名中，迁

去贵州后更是直接叫“人和”。 在某些

情况下， 坚持中性名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

在我看来，如今中性名改革给球

队和球迷带来的阵痛应该是暂时性

的，只要球队一直都在 ，随着时间的

慢慢推移，大家便会逐渐熟悉并接纳

新的名字。 球迷情感上的反对并不是

更名后球队会面临的最难关卡，投资

人投资兴趣的减弱才是最致命的问

题。

言之有
【李彦评球】李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

支持：去企业化是好事
反对：改名不该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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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兴趣减弱是致命问题

如果中性名的政策是从保持

足球文化等角度出发， 不是应该

考虑让?限较长的俱乐部保留名

称吗？ 这不是一种足球文化的延

续和体现吗？ 这不是对长久运营

俱乐部的一种赞赏和认可吗？

很可惜， 泰达22?的努力只

换来了这样一句： 我们需要长期

稳定的地域俱乐部， 培养更健康

的俱乐部文化。

———《天津日报》

相比其他俱乐部， 鲁蜜表现

得比较淡定。除了“鲁能”之外，山

东球队还拥有另一个符号性名称

“泰山”。其实，相对于1998?开始

使用的“鲁能”，“泰山”二字历史

要更为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1993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成立。

此外，“泰山”二字也十分符合“俱

乐部名称用词或用语应该健康文

明， 体现地域传统文化、 人文精

神、俱乐部理念”这条规定。

———《齐鲁晚报》

1994年8月，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成立，球队成立至今未更换过俱乐部投资

人、从未更换过俱乐部名称，是中国最早职业化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同时河南建

业俱乐部也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支全权拥有自己球场的俱乐部

中国足协下发了关于俱乐部总支出压缩、球员进一步限

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政策，再次引发了中国足球圈内

的广泛讨论。其中，与球迷最为息息相关的球队改名一事，更

是遭到了多方质疑。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顾骏，在他眼中，足协的这项政策“形象工程大于实际

意义”，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今天的“改名”究竟有哪些不

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