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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
练李铁被查开始，包括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副
书记、主席陈戌源，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
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杜兆才等10余名中高层
干部相继落马。

从足协领导层到具体业务部门，从一线“硕
鼠”到背后“老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发
生在绿茵场内外每个角落，形成足球领域系统
性、塌方式腐败。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
表示，中国足坛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进
行中，这是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向行业延
伸的一个缩影，也是对足坛乱象的一次“刮骨疗
毒”式治理。

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高志丹表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还有很多短
板和不足亟待解决。体育各领域发展不均衡、
不协调等老问题仍待破解，足球领域发生系统
性、塌方式腐败，三大球成绩持续下滑，这些都
与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存在着明显的差
距。”

“足球作为三大球类运动之一，其易腐环节
在体育领域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影响力远
超其他普通体育领域，其腐败问题触目惊心。”
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施鹏
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足球领域职务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体
性腐败，上下沆瀣一气、相隐庇护，系统内部主
要领导岗位和关键部门负责人窝案、串案特征
明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肖中华认为，实际上，在足协
相关单位、系统内部管理人员范围内已呈现出

“公开化”和“集体性”腐败。
记者梳理足球腐败案件发现，一些足协人

员“靠足球吃足球”，将管理职权异化为谋取私
利的工具。其中，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
原主席陈戌源两人均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可谓
两个“一把手”带头。2024年3月26日，因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共计8103万余元，陈戌源
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杜兆才涉
嫌受贿案则由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目前已开庭，尚未宣判。

除了“一把手”带头腐败，班子成员也是“前
腐后继”。从公开案件看，近些年来，中国足协
多名副主席被查处。2010年，中国足协原副主
席谢亚龙等人因受贿被查处；接任的于洪臣因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2254 万余元，

2024年3月被法
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中
国足协原副主席
李毓毅则被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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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给予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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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
足协职能部门，
特别是“要害部
门”成为腐败重
灾区。比如，足
协纪律委员会原
主任王小平涉嫌

严重违法被查，技术部原部长谭海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被查，以及竞赛部原部长黄松因涉嫌受
贿罪被公诉等。

李铁成为男足主帅的“保送”之路
“足球领域作为体育行业的重点领域，干部

任用、球员选拔等环节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表示，比
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尤其因运动员、裁判员
晋级选拔不透明等导致寻租现象严重。

最典型的要属李铁。2024年3月28日，湖
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李铁
案。检察机关指控：2019年至2021年，李铁利用
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主教练、中国国
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球
员入选国家队、赢得比赛、签约俱乐部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共计5089
万余元。

李铁通过金钱“保送”成为男足主教练的过
程也被披露。在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
进》第四集《一体推进“三不腐”》中，李铁称：“我
太想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了，所以就想了很多
办法，找了很多人去请托。”2019年8月，武汉卓
尔俱乐部及他本人向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
足协原秘书长刘奕行贿300万元。

陈戌源是这样说的：“俱乐部给我送钱，跟
我推荐，说李铁不错，主教练的职位能为他创造
机会，创造平台。”趁着谈国家队建设的机会，李
铁向刘奕行贿100万元，表示希望秘书长多支
持，刘奕则回复，“没问题，铁子我肯定支持你”。

就这样，李铁通过层层行贿，被成功“保送”
为国家队主教练。主教练是由金钱铺路，球员

也随之成为谋私的砝码。在确认当选后，李铁
与卓尔俱乐部签下一纸6000万元的合同，并将
该俱乐部的4名球员选入国家队大名单。当看
到名单时，卓尔俱乐部原董事长田旭东直言“脸
是发红的”，“凭我们球员的能力，进不了，一个
都进不了”。

“从主教练到球员，从干部任用到球员选
拔，这些环节有法律法规、人事任用标准、人才
选拔制度来规范，本该是足协干部、教练的‘紧
箍咒’，但最后却成了他们设租敛财的‘护身符
’。”施鹏鹏说，足协管理体制混乱，在干部提拔、
调动和任免中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
这让“圈子文化”“山头主义”有了空间。

“开罚单的人”被“罚下”
“足球领域的腐败涉及运动员选用、比赛安

排、赛事裁判、行业管理、人事任用以及其他有
关方方面面。尤以比赛安排和赛事裁判较为突
出，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肖中华说。

2023年3月24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原
主任王小平涉嫌严重违法被查。王小平曾在球
迷群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被称为“开罚单
的人”、足坛“书法家”。这是因为比赛中有恶意
犯规、不理智的违规行为等，都会被足协处罚，
王小平在联赛罚单上最后签字。据媒体报道，
王小平的“巅峰”时期是2017年，这一年他开了
152张罚单，罚款高达350万元，这些处罚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相关球队的联赛竞争力。

在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首席
专家彭新林看来，“开罚单的人”被“罚下”，可以
说绿茵场很大程度上成了“交易场”。非法获取
联赛主办权、转播权或在采购环节腐败等，已成
为腐败重灾区。

董铮曾担任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
理、中国男足原主教练阿里汉的翻译、中国男足
国家队赛事协调员、亚足联比赛监督等多个重
要职位。经查，2014年到2021年，董铮非法收受
贿赂共计38次 2200余万元，包括媒体版权合
作、足球赛事承办、赛事票务代理、场馆验收、商
务运营管理、装备违规处罚、参赛费拨付、球员
经纪等。2024年3月26日，法院一审以受贿罪
判处董铮有期徒刑八年。

“赛事各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权钱交易的筹
码。比如在项目承揽和赛事举办等招标过程
中，项目负责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收
受贿赂和‘吃回扣’的现象屡见不鲜。”施鹏鹏表
示，从联赛管理环节看，足协履行组织职能和监
管职能，管办不分导致权力难以制约和监督，监
督者难以成为合格的“守门员”。权力的过度集
中，也使得足协成为围猎的重点对象。

花1400万元踢一场“必胜”的比赛
“天下苦假球比赛久矣。”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表示。

球迷心中的八连胜“冲超”奇迹，实际是金
钱之手在背后操弄。2015年，李铁担任河北华
夏幸福俱乐部主教练后，赛季最后八场打出了
一波神奇的八连胜，使得华夏幸福俱乐部最终
以一分优势领先竞争对手，“冲超”成功。但经
调查，这个奇迹完全就是踢假球。例如赛季最
后一场，华夏幸福必须胜或者平才能确保“冲
超”，俱乐部为此砸下1400万元，跟深圳队俱乐
部、主教练还有球员都“打了招呼”。

“在足球比赛中，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但足协人员向裁判‘打招呼’、俱乐部买通裁
判却成为业内潜规则，严重影响足协公信力。”
彭新林表示。比如，中国足协技术部原部长谭
海曾4次拿到年度最佳裁判奖项，即“金哨奖”，
但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成为此次足坛反腐中
第一个被带走的裁判。

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向记者透露，许多球员
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被操纵比赛踢假球，到了
成年后又有利益推动，踢假球几乎成了行业“共
识”，可以说足球行业从土壤上、基础上，第一粒
纽扣就没系好。有足球俱乐部球员谈道，他15
岁时，教练安排其第一次踢假球，赛后收到2000
元；青年队教练还向其父亲要钱，不给就不让上
场，自己也受污浊环境影响步入歧途。

“‘假球’‘赌球’‘吹黑哨’等现象的发生不仅
仅是个别球员的问题，更是整个足球产业体系的
病根所在，不仅损害了球迷的利益，也让足球这
个运动本身失去了本应有的意义。”宋伟表示。

足球领域腐败导致行业生态恶化
“相较于传统的腐败犯罪，足球领域职务犯

罪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腐败关系网络庞杂和
传染速度快的特点。”施鹏鹏说，腐败分子大多
身份复杂、社会关系庞杂，熟练掌握足球运动比
赛规则和赛事监管规则，有熟悉和利用监管漏
洞犯罪的先天优势，腐败手段逐渐朝着隐蔽化、
数字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污染下，整
个行业生态也随之恶化，部分国家队球员缺乏斗
志，荣誉感、使命感不强，敢打敢拼的精神不足。
据媒体报道，2022年，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对
阵越南时，赛前中国足协为提振士气，将赢球奖
金提高到600万元，但国家队最终仍1:3输球。

更甚的是，很多球员是酒吧、会所常客，吃
喝嫖赌抽样样沾。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向记者透
露，足球的基层教练员大多有骂球员、抽烟喝酒
的风气，自身队伍建设有问题，带出的球员也有
不良习气。很多足球队员没有上过文化课也未
受过思想道德教育。

多位专家均表示，中国足球带给球迷的失
望太多，假球、黑哨、赌球成风，腐败问题正是最
根本的原因之一。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足
坛反腐风暴充分显示出此次并非“一阵风”，而
是真的一查到底，真的坚决查处！

正如高志丹所说，建设体育强国要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坚决惩治体育领域腐败，坚
决打击“假赌黑”，大力整顿行业风气，持续净化
体育生态，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
础和保障。

◆从主教练到球员，从干部任用到球员选拔，这些环节有法律法规、人事任用
标准、人才选拔制度来规范，本该是足协干部、教练的“紧箍咒”，但最后却成了他
们设租敛财的“护身符”。

◆非法获取联赛主办权、转播权或在采购环节腐败等，已成为腐败重灾区。

◆足协人员向裁判“打招呼”、俱乐部买通裁判成为业内潜规则，严重影响足协
公信力。

◆在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污染下，整个行业生态也随之恶化，部分国
家队球员缺乏斗志，荣誉感、使命感不强，敢打敢拼的精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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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检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