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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脚领衔
原江苏球员在线讨薪

5月12日，国际米兰击败尤文图斯，时隔11年再次夺得意大利杯冠军，俱乐部晒出主席张康阳在奖杯储藏室手捧意大利杯的照片。 赛后，这位苏
宁少东家进入更衣室和球员们开香槟庆祝，并和父亲张近东视频通话报喜，并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好好地炫耀“这不是终点”。

高光时刻，得意洋洋的“公子王孙把扇摇”，那边厢，却是“农夫心内如汤煮”。 吴曦、吉翔、李昂等多名原江苏队球员转发了张康阳的这条动态，送
上祝贺的同时，则希望拖欠球员薪水一年多的苏宁能尽快“还钱”。随后，曾效力江苏队的巴西外援特谢拉也加入了讨薪的行列。 2020赛季，苏宁旗下
的江苏足球队夺得史上第一个中超联赛冠军后解散，一年多过去了，中外球员的讨薪之路根本看不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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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金“骨折价”
工作人员勉强和解

“就知道他们是这个样子”

或维权，或放弃
百万医疗费未报销

“请尊重每一个人的付出”

法人代表变更
已经与苏宁“脱钩”

若退还调节费该去向何方？

或征调节费

近期有多方消息显示， 足协近期将商讨， 将自

2017年夏季转会窗开始收取的调节费退还给相关俱

乐部。 这意味着某些生存困难的俱乐部有望拿到钱

后，补齐之前的欠薪。

然而，这笔钱和苏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苏宁引

进外援的大手笔出现在2016赛季， 先后拿下拉米雷

斯、特谢拉、塞恩斯布里、洪正好以及罗杰·马丁内斯

等外援，但从足协收取调节费开始，苏宁从未踩过红

线———2017赛季夏窗，550万欧元引进穆坎乔；2018赛

季冬窗，帕莱塔自由身加盟，博阿基耶转会费550万欧

元，同年夏窗，埃德尔以570万欧元来投；2019赛季冬

窗，免签了原国米中卫米兰达，夏窗以500万欧元拿下

高中锋桑蒂尼；2020赛季冬窗， 根据德国转市场信息

显示， 苏宁签下的加纳国脚瓦卡索转会费为270万欧

元，这也是苏宁为江苏足球队签下的最后一名外援。

当然， 对于调节费退还的去向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被收取调节费的俱乐部已在当时获得了利

益，因此足协如今退钱，要一视同仁，否则对之前没有

高价引援的俱乐部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 即便足协真

的如此操作也有很大的问题。 苏宁俱乐部只是暂停运

营，根据“天眼查”显示，虽然自身风险和周边风险有

很多条，但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都是3000万人民币的

俱乐部的状态是存续状态，法定代表人为庄明霞。

此前，江苏队之所以解散，就和苏宁集团

一直坚持要求“接盘侠”承担俱乐部欠集团的

债务，直到最后关头才松口 ，最终导

致转让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

苏宁易购在股票市

场的已经连续三年

处于 “亏损 ”状态 ，

去年更是巨亏 432

亿，已被“ST”（特

别处理）。 退一步

说， 就算苏宁俱

乐部有幸从足协

分 得 “ 三 瓜 两

枣”，这笔钱到底

能不能进入俱乐

部账户， 谁也不

能保证。

一年多以前，江苏队解散，俱乐部也停止运营，部

分在俱乐部工作时间不满五年的员工领到了补偿，

而工作年限长很多的“球队工作人员”，如教练、队医

和翻译等和球员一样，自2020年9月以后，就再也没

有拿到工资和奖金。

苏宁俱乐部陆续解决了工作年限短的内部员工

的补偿问题，但对于球队的工作人员，却一直没有给

出任何说法。 去年3月，多名球队工作人员通过快递

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给俱乐部，以后者违反《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还在

律师的指导下向南京市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两个

部门的内部稽核机构，提交了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

水等主要材料，依法投诉。

双方的争议，主要在工龄补偿金（即原来在舜天

俱乐部的工龄也应该算在补偿金范围内， 因为舜天

俱乐部是全资整体转让给了苏宁） 以及补发2020年

球队未发的奖金、2021年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工资和

补齐之前“五险一金”未按照实际收入缴纳的部分这

几个方面。据报道，各项诉求涉案总金额300多万元，

其中经济补偿是最大的一笔，总额超过200万元。

经过多回合“较量”，大多数工作人员选择和俱

乐部和解，也有人进入了仲裁程序，但在开庭之前达

成和解而撤诉。 据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律师告知他

们，打官司胜算较大，但对方什么时候能给钱就不好

说了。 最终，“和解”的结果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在补

偿金上达成了一致。 当然， 这些工作人员中没有人

拿到诉求的全额补偿金，“大家诉求的金额不等，但

都打了折扣。 ”据悉，那些在球队工作了十多年甚至

二十年的老员工， 到手的补偿只有诉求所

欠金额的一半不到。 “都知道

苏宁就是那样，还能

怎么办呢？ ”

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补偿金少就少点， 毕竟落袋为

安，但对球员们的补发欠薪依然遥遥无期。根据之前和

苏宁俱乐部签订的和解协议， 苏宁会在去年的某些时

间节点补齐球员们的欠薪， 但如今和解协议已经违约

了数月，欠薪依然还是欠薪。

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今

年3月10日，已经退役的周云和俱乐部的官司在南京市

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开庭，此前，球员杨家威、南小亨以

及助理教练曹睿等人的官司也都在同一法院受审，也

有球员在南京以外的地区发起诉讼， 目前正在等待开

庭或者更高一级法院审理。

和工作人员集体维权不一样的是， 由于情况各不

相同， 加上散落在各地， 球员们基本以个人为单位讨

薪。 其中，像周云、吉翔和顾超等人2020年年底合同就

已经到期，后两人以自由身加盟其他球队。 同时，大部

分和俱乐部还有合同， 包括国家队队长吴曦在内的球

员由于还要踢球， 需要俱乐部出具转会证明。 经过沟

通，这些球员不得不放弃2021年度两个月的薪水，这才

换得去其他球队踢球的机会。

相对工作人员，球员们被欠薪的数额巨大，有的球

员被拖欠的不仅是薪资， 由于受伤进行医疗康复而先

行垫付的费用就达到了100多万，还没有报销，俱乐部

就“停止运营”了。如今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今非昔比，有

球员享受过之前“金元足球”带来的红利，但对大部分

普通球员而言，压力确实有些大———一方面，找一家不

欠薪的稳定的俱乐部很难； 另一方面，

什么时候能要回之前俱乐部的欠薪，更

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