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耐到极限爆发不意外
临到进赛区之前，重庆两江竞技爆发了罢

训、罢工以及讨薪的重大事件。这样的举动，对
于很多了解这支球队的人来讲，已经不是意外，
大家更意外的是，在这个阶段才将矛盾彻底爆
发出来，实在有些迟了。

本周一，重庆两江俱乐部一线队队员向主
教练张外龙提出，如果再不解决欠薪问题，他们
就不再按照要求训练。身为主教练，面对俱乐部
欠薪或者运营的问题，他只能把情况反馈给管
理层，而恰好重庆俱乐部的管理层在不久之前
刚刚更换。当代集团新派来的老总，不管俱乐部
和一线队事务，只负责和相关政府部门对接。现
在的局面，在俱乐部内部已经属于求告无门、束
手无策的境地。

这样的惨状和无助感，逼得一线队球员和
员工，只能选择用最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
诉求。5月18日，他们在俱乐部门口拉起了巨型讨
薪横幅，引起了路人围观，事态也很快发酵到整
个城市乃至全国。中国足协原本是想让山东泰
山队和重庆两江竞技打新赛季联赛的揭幕战，
也因为重庆俱乐部随时可能解散的缘故，不得
不更改了赛程。

重庆两江竞技的困境由来已久，最早要追
溯到2019赛季，从小克鲁伊夫带队时期，就已
经出现了大面积欠薪。2020赛季，在大半个赛
季都欠薪的情况下，重庆队依旧拿到了联赛第
六名，当时的资方当代集团就已经产生了要放
弃俱乐部的念头，股权改革的概念也才正式提
出。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所有一线队球员和
工作人员都在等待中度过，其间他们又经历了
一个赛季的联赛煎熬。而过去的2021赛季，重庆
队卖掉了成熟的主力球员求生存，只剩下十三
名还能踢球的球员完成了一整个赛季的任务。
去年一共经历了三个间歇期，每一个间歇期都
有所谓的“好消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补发欠
薪，可最后的结果全部让这些球员空欢喜一场，
使他们俨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一边是承诺的薪水拿不到，一边又是严峻
的保级形势，更有来自家庭和生活的沉重负担。
很多员工不得已只能依靠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
维持生计，球员更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为这座
城市的足球去浴血奋战，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18日挂在俱乐部门口的横幅很快就被人收

走，劳动局有关人员也前来问候，可对于那些俱
乐部员工和球员来讲，这一切都是于事无补。根
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再也没有驱动力继续
新赛季的征程。

债务解决方面一直在博弈
武汉当代集团早就无力继续做这家重庆俱

乐部的掌舵人了。因为连续几年母公司的运营
危机，到如今母公司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俱乐部

也成为了母公司旗下的不良资产。这样的剧情
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21年年初，苏宁集团就
爆发了危机，继而直接宣布刚刚夺冠的江苏队
解散。当代集团不是没有这个想法，集团内部就
有多个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可以直接解散俱乐
部，这样一来以往的债务就可以效仿江苏队那
样，直接赖掉。另一部分人认为足球俱乐部可以
交还给重庆有关部门，这样一来也算是好聚好
散。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后者的思路基本上占
据了主导，所以才在去年年初有股改框架。当时
提出的是，重庆两江新区成为大股东，其他国资
旗下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分别成为二、三号股东，
当代集团仅保留10%的股份。当时在重庆市体育
局的见证下，几方签订了意向协议，约定从去年
5月1日开始，俱乐部的运营和一线队工资都由新
股权方承担。当代集团要负责去年4月40日以前
的所有债务。与此同时，两江新区与俱乐部签订
赞助协议，每年以赞助方式给俱乐部注资5000

万元，第一笔资金很快就在去年到账了。当时在
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达成了一致。
但现在股改的困局也是落在了这里。去年4

月30日以前的债务大致接近4亿人民币，且还不
包括国际官司。而去年5月1日开始之后的运营费
用和一线队工资，除了在12月份有一些补偿之
外，其他的全部没落实。

球员当中不算已经离开球队的，现有球员
被欠薪最长的有16个月了，俱乐部员工则是有一
年没有拿到工资，最短也有半年。在过去股改的

过程中，当代集团在俱乐部的高层多次和有关
部门开会研讨股改事宜，市体育局领导也多次
在球队罢训期间前往安抚，可是每次承诺的补
偿欠薪，都没有兑现。

股改不能推进的症结就在于过去的债务如
何解决，当代集团虽然在今年年初已经发了红
头文件，承诺会解决过去的债务。可是这个问题
的核心在于，当代集团并非重庆企业，而且其母
公司运营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他们想要分期分
年限来解决债务的承诺，很难得到重庆市政府
的信任。况且，如果有诚意解决债务，早在过去
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分期偿还了。另外，
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庆方面不完全接
下这家俱乐部，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提前偿还债
务的必要，因为如此反而会加重母公司的负担。

债务影响俱乐部股改的案例不在少数，就
好比之前天津两支球队先后遇到生存困境，天
津权健因为母公司原因以及巨大的国际官司债
务，而且遇到了不靠谱的接手下家的缘故最终

走向解散。天津泰达虽然一度也在解散边缘，但
后来政府出面，将债务分割后逐步消化，最终津
门虎得以续存并且无债一身轻。而和那些案例
不同的是，武汉当代并非重庆企业，一旦在政府
部门接手球队之后，当代若要撕毁负责债务的
协议也并非重庆这边能够去阻止的事情。

双方的博弈从去年延续到现在，一直僵持
不下，直到重庆足球在这个月闹出震惊中国足
球的巨大笑话。

股改周期漫长缺少担当
三年不间断欠薪，股改拉锯战也持续了一

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俱乐部方面也
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情况有点类似于之前已经
完成股改的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俨然成为了
烫手山芋。

重庆作为之前亚洲杯的承办城市，职业俱
乐部的生存和股改一度引起过关注，包括体育
总局在调研亚洲杯场馆的时候，就曾经开会强
调过，俱乐部的股权改革和运营要同步进行。当
时的重庆俱乐部已经属于勉强度日，根本没有
因为亚洲杯承办地的身份和最高主管部门的过
问而有过任何改观。

俱乐部只能将自己的情况逐级往上报，主
管部门再往上报，可每次报上去之后都石沉大
海。在诸多俱乐部都在寻求股权改革的大环境
中，不乏改革成功的案例，也有摸索出新的生存
方式的案例，可重庆俱乐部在一次次的博弈中，
在亚洲杯宣布易地进行之后，最后的生机也在
一步步消亡。

这些球员和工作人员，为了重庆足球的火
种和城市荣誉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没
有工资和收入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坚持在岗工
作，球员在赛场上捍卫城市荣誉。并且在知道当
代集团即将彻底放手之后，球员们也认为可以
放弃部分欠薪向股改涉及的几方妥协。这些人
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和作为重庆足球一分
子的担当。可是，很多人也奇怪，其他许多城市
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什么放在重庆就解决不了？
作为决策者和股改参与者的各方，真的有想过
让这家俱乐部留下来的可能吗？

就在俱乐部员工和一线队球员拉横幅讨薪
的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有关部门也召开了紧
急会议商讨俱乐部最终的命运，虽然官方没有
给出最后的答案，但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出现在
每个人的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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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

连日来， 中超确定开赛
日的喜悦已然不再， 问题俱
乐部的典型重庆两江竞技在
开赛前再度暴雷。 本周开始，

重庆两江俱乐部停止了官方
训练。 5月18日，重庆俱乐部
的员工和一线队队员在俱乐
部大门口拉起了巨幅讨薪横
幅。 其实纵观这两年重庆这
家俱乐部的困境， 这种激烈
的讨薪方式已经不再让人意
外。 球员和员工的生存问题
已经到了极限， 他们的诉求
很简单， 希望当代和当初承
诺承担俱乐部运营的几方能
够将过去的欠薪补齐， 同时
他们更加希望重庆的足球火
种能够延续下去。

两江暴雷停训，生存已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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