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到五年实现
俱乐部财务平衡

“如果一个投资人、一家俱乐
部，因为经营不善，可以随意进出
职业联赛，对整个联赛冲击会很
大。”
“这背后就是怎么来建立一个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中国足协
要思考俱乐部频繁退出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哪
里？必须要解决。你不解决，苏宁的
事情今年不发生，明年可能也会发
生。”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正在积
极制定相关方案。
在2015年颁布的《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

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优化俱乐部
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
投资……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陈戌
源认为，这是维持俱乐部稳定发展的
良方，能够有效降低母公司经营风险
对俱乐部的影响。
“现在中超、中甲、中乙58家俱乐

部，大多数股权单一。单一股东有好
处，也有弊端。”陈戌源解释说，“单一
股东为什么会出问题？说到底我们很
多职业俱乐部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
人治理结构。”
陈戌源表示，通过股权多元化，可

以推动俱乐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为你有多元股
东，要建立公司化、市场化的法人治理
结构，（设立）监事会、董事会，进行重
大决策，这是非常重要的。股权多元化
也是希望有更多股东参与进来，在俱
乐部运行当中，就会有更多社会资源
和更多企业主体力量，共同来推进整
个俱乐部的发展。”

陈戌源期待，各种社会经济主
体，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包括个人，
都能够参与到俱乐部股权多元化中
来。“足球有市场属性，当然也有社会
公益属性。投资俱乐部也是一种社会
责任的体现。我在上港时为什么投资

足球？也是感到这座城市支持了上港
的发展，上港在发展中取得了一些经
营业绩，也有责任反哺城市。因为城
市需要有一个好的体育品牌和足球
发展氛围。”
欧洲足坛有不少俱乐部采取会员

制发展模式，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也
会进行借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给个
人投资、个人会员留一些通道。“中国
现在没有会员制。我们应该培养俱乐
部长久、忠诚的球迷，然后探索出一个
包含个人投资、个人会员的法人治理
结构，让他们的意愿也能够反映到俱
乐部决策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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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建立
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
事会。”这是2015年颁布的《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的要求。这里
所说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即职业联
盟（未来成立时采用的名称是“中国职
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成立职业联
盟，被认为是推动联赛市场化进程的
关键一步。
职业联盟何时成立？中国足协主

席陈戌源曾多次回答这一问题，但联
盟却迟迟未能挂牌。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他表示，“职业联盟千
呼万唤该出来了。”

陈戌源介绍，2021赛季各级职业
联赛的日常运营工作不再以中国足协
为主，而是由职业联盟筹备组为主。职
业联盟筹备组为联赛运营做了大量工
作，本赛季职业联赛计划打满全部轮
次，同时会根据下半年疫情防控情况
力争恢复主客场制。
职业联盟从筹备组到正式成立还

有多远？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正在积
极推动相关工作，现在各方认识比较
一致，希望能尽快把联盟组建起来。

职业联盟迄今未能成立，陈戌源
坦言，是因为联盟的组建曾走过一些
弯路。“我到足协之前，就已经在推动
这项工作了，我在上港时曾经担任职
业联盟筹备组组长。原计划职业联盟
的组建仅限于中超，但《足改方案》讲
得很明确，中超、中甲、中乙都应该在
职业联盟里面，所以后来把方向做了
调整，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
启动的。这项工作到现在，应该来说
也碰到一些困难，如果没有困难的
话，去年就应该组建起来了。当然这
些困难都在解决当中，我希望越快越
好。”
职业联盟一旦成立，和中国足协

是否会出现掣肘？陈戌源表示，职业联
盟成立不代表中国足协就不管联赛。
中国足球发生的任何问题，中国足协
都有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去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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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联赛需要 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足球发展，联赛为本。 近年来，中国职业足球

联赛受“金元足球”影响，产生大量“泡沫”。高额支

出和微薄收入，使得大量俱乐部难以为继，近两年

就有22家俱乐部退出或解散。 今年2月28日，中超

上届冠军江苏苏宁宣布停止运营， 更是引起轩然

大波，也引发中国足球“凛冬已至”的感慨。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

示，苏宁退出联赛带来的震动很大，中国职业足球

联赛亟需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推动股权多元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陈戌源坦言，想要实现股权多元
化，必须解决股东投资意愿问题。“你
不能每年光有投入没有回报，只有做
到（财务）平衡，或者将来有盈利了，才
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参与进来。”
“一定要用三到五年实现俱乐部

财务平衡。”陈戌源说。2020年底，中
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中
超俱乐部每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国
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税前500万元。
据统计，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的平均
支出超过11亿元，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
元。节流，是中国足协为推动俱乐部财
务平衡迈出的重要一步。
“有一批大牌球员，可能会因为

限薪而离开，包括国内一些球员会受
到限薪影响，对联赛或多或少有影
响，这个要承认。前四轮（中超）比赛，
有些比赛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满意的。
应该承认和过往两年比较，（联赛）总
体水平至少没提高。但是我觉得这是
个过程。这个泡沫你今天不捅破它，
明天捅破它的代价会更大。今天捅破
它，受了一些阵痛，但是我相信这个
过程不会很漫长。尽管总体上（联赛）
水平没有提高，也没有出现大幅度下
降。我觉得我们的联赛会健康成长起
来。”陈戌源说。
节流是明确的，开源也要做文章。

《足改方案》中提出要“积极研究推进

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
的足球彩票”。陈戌源表示，从2015年
开始各有关部门就对此做了很多研
究，并制定了初步方案，目前还有一些
细节仍需完善。

“一个是发行彩票过程中怎么来
最大限度防止职业联赛出现丑闻，进
行风险管控。不要因为联赛出现一些
问题而影响整个彩票的发行。第二个
是，以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彩票，足
球的方方面面应该成为主要受益者之
一。取之于足球彩票，用之于足球发
展，这样是比较健康的。”陈戌源说，
“我希望能尽快发行出来。这对中国足
球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希望尽快发行中国足球彩票”

2020年底，中国足协公布《关
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
企业化变更的通知》。2021赛季，各
家职业俱乐部均实现名称非企业
化。这一政策受到一定争议，有人认
为这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有人则说
推出时机不合适，也有人表示母公
司因此失去广告效应，成为压垮俱
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争议不断，但陈戌源坚信，
这是为中国足球打造百年俱乐部所
必须经历的阵痛。“把投资人仅有的
冠名权利给拿掉了，投资人觉得不太
能理解。但是放到整个足球发展大局
上去理解，放到下一步加快推进俱乐
部股权多元化角度去理解，我觉得推
进名称非企业化是完全应该的。”陈
戌源说，“股权多元化之后，可以避免

俱乐部因为投资人、股东的变动而产
生重大的变化，对稳定发展是有益
的。”
陈戌源表示，俱乐部名称非企业

化在《足改方案》中已经提出，中国足
协近年来也一直在推动这项工作。前
几年已经跟俱乐部做过很多沟通，也
征求过很多意见。“一个城市的足球发
展，咱们一直讲百年俱乐部，那必须是

非企业化的，是一个城市的符号，是足
球的符号，否则怎么叫百年俱乐部？有
人觉得现在整个足球产业发展不太
好，投资环境不太好，我们临门一脚踢
得比较急。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这
项工作（已经）推进了六年，（还要）再
等六年。”
“我不认为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陈戌源说。

“名称非企业化是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基础”

职业联盟
该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