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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出来，中国足
协这次是铁了心推行中性名政策，严
格要求各俱乐部遵循相关每项规定，
对所有俱乐部都展开了彻底的调查，
杜绝一切“钻空子”的行为，也因此出
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处理结果。
比如山东鲁能，原本俱乐部和球

迷都觉得更名“泰山”顺理成章，既能
体现球队历史与地方特色，也符合中
性意义，但就因为股东济南文旅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有名为“山东泰山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49%的股
份，“泰山”二字便形成了关联，新名字
在初次审批中未予通过。作为五岳之
首，泰山不仅在齐鲁地区意义非凡，更
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有以“泰
山”二字为名的企业也好，品牌也罢，
都远不及这座山闻名，因此不少人质
疑足协是否太过吹毛求疵。

事实上，足协此举不过是按部就
班地依照自己的规定执行，在协会之
前发布的通知中白纸黑字地写着，

“俱乐部名称中不得使用与俱乐部股
东、企业有关的内容，控制人或关联
人等。”对此，鲁能俱乐部第一时间作
出了回应，“目前俱乐部正在按照足
协要求准备材料，对关联企业进行更
名，并尽快再次申报。”

据了解，济南文旅方面很早就对
足协驳回更名申请的各种可能性作
出了预案，因此才能像公告中所说的
那样很快有了动作。根据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数据显示，济南文
旅发展集团旗下的“山东泰山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更名为“济南
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这意味着
鲁能更名“泰山”已基本没有障碍。

和鲁能一样在初审中受挫的还
有新疆天山雪豹。在一众毫无特色的
商业冠名和全运会式命名中，“天山
雪豹”曾被足协主席陈戌源点名表
扬，“我觉得天山雪豹就很好，有新疆
文化……我相信，我们足球是有文化
的。”但当这支新疆球队自信地将这

四个字递交足协审核后，却被亮起了
红灯。

原来足协在调查后发现，新疆
天山雪豹俱乐部的股东虽然没有
与俱乐部名字相关联的企业，
但俱乐部旗下有一家名为
“新疆天山雪豹商务酒店
有限公司”的企业，这违
反了足协通知中的第
六点要求，即俱乐部
出资设立的其他企业
在未经中国足协或授
权机构事先书面同
意的不得使用俱乐
部的全部或部分名
称，已有的符合上
述情形名称企业
需要改名。不过在
该酒店更名后，新
疆天山雪豹俱乐部的
命名也就完全符合了足协规
定。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走了很
多弯路，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在从
专业体制转向职业体制时没有理顺并
解决的问题，中性名便是其中之一。”
在马德兴看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是
“伪职业化”，因为中国的职业俱乐部
并非建立在社区或城市、乡镇基础上
上的俱乐部，而是建立在企业或公司
基础上之上的所谓俱乐部，“某种程度
上，中性名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联赛向
着真正’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名义上，参加国内职业联赛的球

队都是俱乐部，但实质却仅仅只是企

业或公司旗下的一个分支部门而已。”
马德兴解释道，“所有的球员，也都仅
仅只是企业或公司的员工，与球队所
在的城市、地区、社区毫无关联，没有
真正职业足球所拥有的地域感和归属
感，没有任何的文化传承。”

据马德兴介绍，中国的足球俱乐
部都是母公司的子公司，一旦母公司
无意继续投资，俱乐部就岌岌可危，这
也是为什么自从1994年组建职业联赛
起，中国足坛已有两百多家俱乐部不
复存在。欧洲俱乐部恰恰相反，想要获
得更多资金支持的俱乐部会成立公司

“招商引资”，公司归俱乐部所有，因此
即使公司宣布破产，俱乐部依然能够
保留，大不了再从低级别联赛开始打
起，意大利球队帕尔马便有过这样的
历史。

在2004年“中超元年”之前，中国
足协也曾建议当时各队更改中性名，
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如今伤筋动骨
的“一刀切”，足协借此举在行业内重
新树立了威信，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在
“还债”，只不过从岔路走回正道以后，
还需要更多后续政策保驾护航，否则
再度走偏就是迟早的事。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比起在各类媒
体上投放广告，投资足球不仅花费更
少，影响也更大。早在2011年许家印就
曾坦白，若以曝光时长和效应来计算，
打一场中超比赛远比在央视投放广告
划算得多，在足球上的高投入能给恒大
集团带来高回报。

也正因为此，足球在资本眼里早
就被赋予了运动以外的

含义，成为了一
个宣传平
台。也正

因为此，不少人开始担忧，当投资人无
法冠名俱乐部，足球在他们面前可能
就失去了吸引力。
“坦率地讲，这些年来，很多中国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对足球是没
有热情的，他们看中的是借足球的名
义来获取商业上的利益。他们无所谓
中国足球能否获得发展，足球之于他
们不过是个工具而已，他们不退出才
不是因为热爱足球，更多和现今的整
个大形势有关。”马德兴感慨道，“上世
纪90年代职业化改革初期投身足球的
那些投资人不一样，他们是真心喜欢
足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烧钱”都是

中国足球的标签，年年大投入令让不
少投资人叫苦不迭，因此退出者不在
少数，控制成本便成了一项重要议题。
单纯“节流”自然不够解渴，如何“开
源”似乎更为重要，职业足球产业需要
让更多资金源参与进来。中性名政策，
并不仅仅是“改个名”而已。
诚然，去除母公司的冠名，将俱乐

部改为中性名称，势必会削减大多数
现有投资方的投资欲望，但同时会吸
引更多的金主填补空缺。想在职业足
球行业分一杯羹但实力又不足以单独
支撑一家俱乐部的投资方不在少数，
改中性名有利于俱乐部股权结构的多
元化发展，因此我们或许无需对政策

实施后的行业前景持过于悲观
的态度。

马德兴：改名是固本回元的第一步

消极应对竟成了
各俱乐部的主流情绪

彻查关联企业，侥幸心理难逃法眼

是体工队，还是有钱没文化？
上周五，中国足协发布了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的中性名提交情况，其中有八成的

俱乐部所申报的名字符合规定。但很多球队都以“队”“城”“人”这种带有专业体育时
代色彩而又缺乏足球文化差异的方式取名，则让外界大呼“无聊透了”，好像“体工队”
又回来了。

根据足协之前下发的通知，剩余两成拟用名称未通过初审的俱乐部需要在1月
31日前提交新的拟用名称至中国足协竞赛部，足协会在对所有名字展开审核后择日
进行公示。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节流”与“开源”并行
推动股权多元化发展

如果说山东鲁能和新疆天山雪豹
是“没吃透规则”，那么青岛黄海和武
汉卓尔就是有意为之了。黄海直接申
报了“青岛黄海”四个字，想用“青岛地
处黄海之滨”这样的理由申请保留该
名称，但由于俱乐部的股东之一是青
岛黄海健康产业集团，这个名字显然
不可能被通过。
武汉卓尔的应对更加戏谑，在初

审中提交了“武汉众邦”，众邦是湖北
首家民营银行，卓尔控股拥有其30%
的股份，“众邦银行”还曾出现在武汉
卓尔的胸前广告上。卓尔俱乐部一定
知道，“众邦”这名字无论如何都不会
通过足协的审核，之所以如此上报，很
大可能是借此机会打了个免费广告。

不能否认，在更名这件事上，确实
有些俱乐部的态度十分认真，比如有
意改叫“津门虎”的天津泰达就显得
“很有文化”，而河南建业的候选名“洛
阳龙门”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并确定
会再做修改，但必须承认这是个有深
层寓意和地方特色的名字。
不过更多俱乐部采用了最简单的

“地名+X”的命名方式，比如广州恒大
改名“广州队”，广州富力更名“广州
城”，江苏苏宁有意“江苏队”，再加上
无需变换的“大连人”和只需要去掉冠
名便可的“深圳队”，这些趋向同质化
的队名虽充分满足了足协的要求，却
一个个都毫无特色，草草了事，对陈戌
源那句“不要总是FC，我相信我们足

球是有文化的”充耳不闻。
“起名字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

可惜我们大多数国内的俱乐部投资人
虽然有钱，却没什么文化。”资深足球
评论员马德兴对此深表痛心，“看看到
现在为止，这些俱乐部取的都是些什
么名字？同样是中性化名称，日本球队
的名字就好很多，比如大阪樱花、横滨
水手、浦和红钻……”

从另一角度来说，众俱乐部的“体
工队式”命名或许也有些消极应对的
意思，甚至不排除抱有“过几年就能改
回去”的心理，毕竟中国足协推行的
“短命”政策不在少数，谁也不知道中
性名改革会不会是个例外，因此先改
个最简单又不出错的名字应付一下不
失为一种对策。

被华夏儿女叫了

几千年的“泰山”竟然

不符合中国足球俱

乐部的中性名

标准……

陈戌源决心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