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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米紧急否认出售传言

意足球金融专家：目前不发生不代表永远
周六，《罗马体育报》的头版报道称，

由于疫情对国米大股东的经济影响，国
米主席张康阳正计划出售俱乐部。据说，
意甲豪门的高运营成本逼迫张康阳急于
出售俱乐部，然而，国际米兰随后发表了
一份声明，否认了这一传言。
国米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关于今

天出现的一些猜想，特别是关于俱乐
部将被出售的传闻，俱乐部主席张康
阳坚决否认错误报道的内容，并指出
这是毫无根据的。”

这不是国米第一次做类似的辟
谣。两年前，针对外媒报道苏宁集团将
出售意甲国际米兰俱乐部的传闻，苏
宁也曾进行辟谣，表示集团并没有出
售国际米兰俱乐部的打算。当时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苏宁方面表示，外媒关
于集团将出售国际米兰俱乐部的报道
都是不实的。“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些事
情。”苏宁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而当时国际米兰俱乐部CEO亚历

桑德罗·安东内洛在接受安莎社采访
时也否认了苏宁将出售国米的说法。
“我们的计划没有发生改变，苏宁想要
把‘蓝黑军团’带回到欧冠赛场，并让
国米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安东内洛
说。
两年后，类似的传言再起。虽然国

米再度辟谣，但现在的情况比两年前
更困难。究竟为何会再度传出“苏宁集
团欲出售国米”这一消息？背后原因值
得深思。
2016年，苏宁以2.7亿欧的价格收购

意甲传统豪门国际米兰，稳定的投资使
国米的成绩持续上升，球队也越来越多
地和中国产生联系。苏宁在四年半中为
国米投资了7亿欧，也创造了意甲的一
个历史纪录。不过，国米在欧冠赛场始
终没有找回穆里尼奥时代的感觉，本赛
季甚至只获小组第四，连欧联杯都没进
去，在意甲赛场，也始终没有从尤文图
斯手中抢下过哪怕一个冠军。

《米兰体育报》透露：苏宁在2019
年有过截至2021年底的欧洲产业布局
规划，规模达到数十亿，国米是第一载
体和桥梁，疫情之后是否更改甚至放
弃，不得而知。总之，围绕国米俱乐部
的未来传闻不断，这对球队不是个好
消息。”
而意大利足球金融专家菲斯塔表

示：“至少目前看来，苏宁希望通过一
些专业投资者对债券进行再融资（约
3.75亿美元，2022年到期），这是一种
私募。如果非要我发表意见，根据我最
近几天的了解，苏宁可能不会就此止
步，他们还要寻找新的小股东。”

对于苏宁退出国米的可能性，菲
斯塔表示，虽然他认为目前这不会发
生，但你不能说永远不会发生。“目前
我不这么认为，但从来没有说过绝不
会。疫情、紧缩政策、日益困难的足球
形势以及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苏宁集
团未来的决策。”

为国米寻找新股东分摊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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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沈庆丰

苏宁要出售国米？1月2日的意大
利《罗马体育报》披露了这一令人惊讶
的消息，不过苏宁集团随后发表声明，
否认要出售国米。尽管如此，意大利方
面认为，也许现在苏宁不想卖国米，但
你不能说永远不可能。
1月2日的《罗马体育报》在头版打

出了“张氏家族要退出国米”的大标
题，这引发了许多媒体，特别是中国媒
体的关注。不过该报也有点“标题党”
的意思，因为在内文中，这家媒体的说
法相对谨慎，不像封面那样肯定，只是
表示“国米有可能被出售”。
《罗马体育报》指出，国米竞争意

甲冠军殊为不易，不仅仅是因为竞争
对手强大，还因为外部环境不佳，疫情

对苏宁造成了巨大影响。国米俱乐部
主席张康阳已经明确表示，冬季转会
市场不会支出转会费。

意大利媒体称，现在流传着有关
国米财政方面和俱乐部所有权方面
的一些传言。苏宁集团已经委托罗斯
柴尔德银行去寻找有意入股国米的
企业，也就是在给国米寻找小股东分
摊经济压力，同时也不能排除出售全
部股权，就此从国际米兰脱身的可
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罗马体育

报》第一次披露苏宁集团想出售国米。
早在2018年，《罗马体育报》就曾报道，
苏宁想要出售国际米兰，为此给国米
标价6亿欧元。

这家报纸当时表示，中国商业巨
头苏宁集团与国际米兰曾经融洽的

关系正在逐步恶化，尤其是俱乐部没
有通过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条款，他们
不得不收紧钱包。而在卡佩罗辞去苏
宁主帅几个小时后，萨巴蒂尼也辞去
了苏宁集团体育总监的职位。根据
《罗马体育报》报道，苏宁已经打算出
售国米，但在市场上找到肯出6亿欧
元的买家还是很困难的。苏宁集团在
2016年6月收购国际米兰俱乐部，拥
有68.55%的股份，总部在香港的莱恩
资本目前拥有国米31.05%的股份，是
苏宁后第二大股东。
此外，意大利财经类媒体《24小时

太阳报》去年12月下旬就曾披露相关
信息，但没有明言指出是国米，“苏宁
集团委托一些中间机构，以一个欧洲
豪门俱乐部的名义，找寻新伙伴，意图
强化这个俱乐部的资本能力。”

财政压力达5亿欧元
苏宁集团要出售国米的消息之所

以出现，是因为目前国米财政方面的
压力确实很大。意媒指出，国米目前财
政方面的压力可能达到5亿欧元以上。
首先，一些因为战绩、政策和疫情

造成的计划外损失。欧冠出局造成的
损失，高达数千万欧元。而新冠疫情造
成的球票减产，意媒估算，国米的亏损
虽然不如尤文，但也达到6000万。此
外转播费的减产也要考虑在内，国米
的亏损至少在1200万欧元以上。目前
已经延发了去年7月和8月份的薪水，
同时必须和球员们达成11月和12月薪
水的支付协议，并在今年2月16日前付
清，否则会遭到处罚。

还有根据意大利财经媒体报道，
如果新税法被叫停，那么意甲各队都
需要补缴优惠的税款，国米补税额是
意甲之最，达到2300万欧元以上。事
情若真的如此发展，这也是逃不掉的。
各项合计，这就是1亿多欧元。
更重要的是，国米需要应对即将

于2022年到期的3.75亿欧元债券。国

米2017年底发行了3亿欧元的债券。此
后又发行了7500万欧元的债券。两笔
债券都是2022年到期，还剩一年多点
的时间。
国米当时发行债券，有前任老板

留下的财政问题，也有现金流吃紧的
原因。其实大球队以融资或贷款方式
运营，在欧洲足坛很常见，这并不是什
么大事。只不过在疫情肆虐的周期赶
上偿还期，这就是一件始料未及又很
难应对的事。总之，在这高达5亿欧元
的财政压力，让国米必须想到办法去
渡过难关。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

增加收入，苏宁集团联系了罗斯柴尔
德集团希望寻找对策。除了引入新投
资者外，更换球衣主赞助商也可以带
来大量资金，目前传闻中的恒大、三星
和海信都是潜在下家，不过新赞助合
同将在明年生效，并不会改善今年的
财报，国米在2020-2021年的亏损很可
能超过上赛季的1.02亿，巨额的亏损可
能会让苏宁集团萌生退意。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近日表
示：“下个十年，我们必须要学会做减
法。只要不在零售渠道、脱离商品和
用户，都要大胆调整，该砍的砍，该转
的转。”国米冬季不引援以及江苏苏
宁不花高价续约特谢拉，都符合这一
政策。

考虑到转播收入和奖金分成，缺
席欧冠16强给国米造成约1220万欧元
的损失。加之疫情对球队财政的影响，
冬窗引援补强对于国米来说似乎成为
了一个不太可能的事。

近日，国米高管举行了一次会
议，国米主席张康阳在南京也通过连
线方式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为国米
冬窗转会计划定下基调。张康阳和安
东内洛以非常明确的方式传达了国
米的财政计划，那就是球队不会在冬
季转会期进行大手笔投资。会议上两
人反复强调两个词，一为“长期性”，
一为“（稳定性）”，也就是说，疫情期

间国米优先考虑的是保证球队长期
的财政安全，不会因为夺冠机会而进
行豪赌式的投资，为多年的财政安全
埋下隐患。此外，冬窗国米会下大力
气清洗冗员，而且不再奉行“不外
租”、“不打折”原则。
国内，苏宁迟迟没有与特谢拉续

约。即便特谢拉表现出色，帮助苏宁拿
到队史首个中超冠军，他跟江苏苏宁
续约的事情也没有迎来新转机。苏宁
态度非常坚定，特谢拉想续约就必须
接受中国足协限薪令的税前300万欧
元顶薪。球迷都知道特谢拉根本不可
能接受这样的续约条件，苏宁摆明了
是想让当家射手离队。
日前有消息称，特谢拉已经跟沙

特豪门阿尔希拉尔签订了正式工作合
同，特谢拉新合同期为两年，薪水总额
1300万欧元。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引
起了球迷热议。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意
味着江苏苏宁将彻底失去特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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