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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4日，黄盛华正式履新。在还没正式卸任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董事
长之前，黄盛华便已北上京城进驻职业联盟。据悉，职业联盟主席尚未确定人选，身
为副主席的黄盛华将暂行代职CEO。在中国足坛，黄盛华是一位新人，进入职业足球
领域只有六年时间。然而，六年时间就让黄盛华从真人版的FM玩家，成为了职业联
盟的CEO……当然，进入职业联盟，黄盛华的工作难度将变得更大，但如其所言：“这
是梦想的挑战！”

六七年前，黄盛华是广州市天河
区检察院的检察员。自2001年从中山
大学毕业后，黄盛华就来到了天河区
检察院，在这里，黄盛华工作了十多
年。这几乎就是在网上能搜索到有关
黄盛华的“最深邃”的背景资料。再往
前，大概只能知道黄盛华在少年时期
就读于执信中学，是执信中学的体育
健将。
在上中学的六年时间里，黄盛华

在学业上的名气远不如他在体育上的
名气。黄盛华在短距离爆发力方面颇

具天赋，因此从小就练习短跑。1995
年，黄盛华进入广东省体工队训练，师
从中国接力队主教练袁国强———袁国
强就是“中国飞人”苏炳添的师父。换
言之，黄盛华和苏炳添师出同门，而黄
盛华是苏炳添的师兄。

黄盛华透露，他在中学时期参加
了许多专业运动竞赛，也拿过不少奖
项。比如1994年的广东省中学生运动
会100米短跑冠军、1996年的全国青
少年锦标赛100米冠军，还拿过东亚
青少年体育大会的冠军。“那时我最

快成绩是100米用时10秒5，也考虑过
转型专业运动员，”黄盛华说，“但我
一直没放弃学习，体育并没有影响我
的学业。”
黄盛华回忆，为了不影响学习，他

放弃了进广东省体工队的机会，而是
坚持走训。高中后期，黄盛华就被北京
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
名校“盯上”，承诺能以体育特长生的
身份保送高校。不过，黄盛华放弃了保
送的机会，他说：“我觉得以我的成绩，
参加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曾为短跑健将，苏炳添的同门师兄

利物浦粉丝，《足球经理》资深玩家
因为有田径的功底，黄盛华在学

校足球队里也是猛将一员。其实，在练
习田径之前，黄盛华也练过一段时间
足球，曾是广东万宝四队的一员。为什
么爱上足球？黄盛华说：“6岁的时候，
广东台有一档节目叫《万宝路足球世
界》，每一期节目都有英格兰联赛的集
锦，那是利物浦横扫千军的年代。”直
到今天，黄盛华都是“红军”利物浦的
铁杆死忠。

虽然是狂热的足球
迷，但作为一名公检法
工作者，黄盛华与职业

足球的交集并不多。在来到富力之
前，黄盛华也是天河体育中心看台上
的一分子，也曾为恒大的比赛加油助
威。私下里，黄盛华则是一个狂热的
足球游戏玩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
很早就开始玩《足球经理》（以下简称
FM），让我非常痴迷。”
2015年，富力老板张力邀请黄盛

华加入富力集团，并允许黄盛华在富

力旗下任何部门工作。
黄盛华透露，当时有很
多更好待遇的职位可供
他选择，但他选择来俱
乐部。“我只用5秒钟就
做出决定，我选择了足

球俱乐部，这也是一次梦想的挑战。”
黄盛华说。

对黄盛华来说，以前玩FM是打游
戏，来到俱乐部就变成了玩真人版的
FM。很明显，和玩FM相比，真正做一名
足球经理人面对的难度和压力要大得
多。在黄盛华治下，富力曾在2017赛季
获得中超第五名，他力主引进的以色
列前锋扎哈维两次赢得中超金靴。
2020赛季，在银根紧缩、主力出走的情
况下，黄盛华采用“租借大法”帮助球
队完成保级任务。保级的刹那，黄盛华
激动落泪，他在更衣室中说：“我手上
没有什么资源，很多事都是靠‘刷脸’
的，为了保级，我们已经拼尽了所有。”

首要任务实现财政平衡
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从2021年

开始，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必须采用中
性名。在赛季结束后，富力便启动了中
性名更换方案。经过筛选，富力确定了
“蓝狮”、“城市”和“五羊”三个备选名
称。最终，富力决定使用“城市”这个名
字，俱乐部更名为“广州城”。

为何选择“广州城”？“广州是历
史悠久的城市，无论从投资人、赞助
商还是球迷的意愿，都更倾向于最简
单古朴有内涵的名字，”黄盛华说，
“而且越秀山体育场也处于广州的龙
脉之上，采用这个名字，也是激励广
州城继续为广州打拼，为广州争取新
的荣耀。”

对于俱乐部更改中性名这件事，
黄盛华认为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
黄盛华认为，这件事应该是俱乐部基
本实现收支平衡之后再考虑的事。“现

在，各投资人还很需要球会的品牌效
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
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
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
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黄盛华
说。
“俱乐部无法做到自负盈亏，而在

品牌效应上母公司又得不到体现，那
么俱乐部在集团内部的边际效用会不
断降低，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黄盛
华说，“俱乐部想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是对的，但要做到收支平衡在先，才方
便与国际接轨。”
如今，中超俱乐部的最大问题依

然是运营，在这种俱乐部无法自负盈
亏的状态下，集团更看重的是球会带
来的品牌效应。黄盛华表示，如何帮助
中超俱乐部实现财政平衡，将是职业
联盟启动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青训写入职业联盟章程
中超俱乐部还需要多久才能达

到自负盈亏？黄盛华给出的答案是
五年到八年，“根据在于现在的青训
状态，再过五年到八年可能有机会。

随着有水平的青训队员逐渐
涌现，球员工资会整体下降，
俱乐部的运营也会在这个时
候开始趋于理性。”
黄盛华说：“青训想见成效，

大概需要10到12年，富力目前已
经做了六七年，可能还需要六七年，才
能看出成绩。”富力目前的青训思路是
两条线并行，一边是梯队，一边是足校，
两条线的总投入加起来大概每年在
9200万元到1.02亿元，这比一队的运营
费用要低很多。对于中超这些年的“病
态亢奋”，黄盛华认为，想改善现状，关
键在于做好青训。

富力俱乐部对梯队运营这一块一

直有较为清晰的计算，一支20多人的梯
队的年投入大概是200万元，从12岁到18
岁，六年间大概需要1500万元，而一支梯
队大概只有四五个人真正能够成为职
业球员，平均算起来，大概培养一名职
业球员的平均成本在三四百万元。换一
个角度来看，职业足球的被淘汰率很
高，在75%~80%。

现在，随着黄盛华进入职业联盟工
作，富力俱乐部的青训工作也进行了人
员交接。不过，黄盛华会把重视青训方面
的内容带到职业联盟，并把各俱乐部的
青训工作写入职业联盟的相关章程中。
另外，黄盛华一直希望中超各俱乐部都
能有盈利。“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希望是
在2022年、2023年、2024年开始，母公司
开始减少投入，整个支出下降，收入向上
增加，形成未来相对市场化的局面，让各
个俱乐部都能够生存。”黄盛华说。

黄盛华：这是梦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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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走近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副主席”———

黄 盛 华

1995年·进入广东省体工队训练
1997年·考入中山大学学习
2001年·进入天河区检察院工作
2015年·进入富力集团工作
2020年·成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副主席，
暂行代职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