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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足球大

規模反腐

在國際社會引

起了關注。世界反腐

權威機構「透明國際」

的3位專家最近接受了

新華社記者專訪，對

涉及中國足球反腐的

一些具體焦點問題如

「誰該為謝、南、楊

的墮落負責」、「重

判還是輕判」、「中

國足協管辦分離」和

「送禮行賄」等，談

了他們的看法。

針對正在審理的足球貪腐案，成都體育學院教授、北京體育

大學博士生導師郝勤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職業

足球轟轟烈烈十來年卻落得個「一地雞毛」的尷尬境地，值得

深思。要抓住足球腐敗案審理的契機，從源頭上對中國足球、

中國體育深刻反思。

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在「雙軌制」。中國體育軍團可以在

奧運會上拿許多金牌，但是仍舊沒有找到適應市

場化和職業化需求的路徑。這也是謝亞龍、

南勇、楊一民他們的悲劇—他們本來是計

劃經濟體制下的人，但做的卻是市場化

體制的事，這樣就使他們產生了巨

大的錯位。

對謝亞龍(小圖)的身份而言，他

到底是一個公司的CEO呢，還是

國家公職人員？他應該服從誰的

利益？當年謝亞龍上台，為了保

奧運出線權就犧牲職業聯賽的利

益，就可以不管職業體育賺錢

的需求。這就是身份的錯位。

與中國職業體育的發展路徑相反，國外的職業體育是由下而

上形成的，政府並不插手具體事務。比如英國最早的職業足

球，阿仙奴、車路士、曼聯等球會都屬於某個企業、某個社

區，代表某個城市，由企業或是擁護者捐款來辦球會。同時，

它也是在市場機制下運行，不斷進行市場化的競爭和淘汰後，

演變成職業運動。

因此我們看到的歐美國家的體育職業，市場化、法制化程度

都比較高，大眾文化的準備也比較充足，這就給職業運動創建

了一個良好生態環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即使意甲爆發「電

話門」醜聞危機，祖雲達斯被降級，但是意甲聯賽本身沒有受

到很大的破壞。

現在我們必須反思，體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需求是什麼

呢？第一是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眾的身體素質。第二，提高

人民生活品質，職業體育提供的是體育文化產品，是滿足人民

群眾娛樂需求和情感需求的。第三，發展體育產業推動經濟社

會發展。

國家的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應該認識到，體育強國與體育大國

有 實質上的區別，並且應該有勇氣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將中

國體育徹底轉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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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謝亞龍、
南勇和楊

一民在懺悔時一再表白
自己本想好好當官，為
人民服務，最後卻從足
協高官淪落為階下囚。
對於他們的墮落，您認
為環境和個人因素分別
起到多大作用？腐敗有
時是人性使然？
科布斯．德斯瓦德特

（透明國際行政總裁）：

我不認為人性本惡，我
相信人性本善，這也是
我們人類社會進步的重
要原因。同時，我們必
須要看到，如果我們社
會中有人能冠冕堂皇地
大發不義之財，甚至胡
作非為非法謀利，那別
人就會想：「既然他可
以那樣做，我為何不
可？」因此，我認為保
證公平、透明的制度至
關重要。
問題：既然環境影響

如此重要，那麼腐敗分
子個人是否承擔較少的
罪責？
廖燃（透明國際東亞及

新會員地區部門高級主

任）：觸犯了法律就是犯
罪，這是事實。不能因為制度有問題就可
以洗脫個人罪責。

足球腐敗已成世界「文化」
問題：足球腐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

界赫然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如何剷除
其文化根源？
西爾維婭．申克（著名足球反腐專家、

德國律師）：有一點我必須要提醒中國，
足球腐敗有其獨特的文化。剷除這種文
化，就必須從根源開始。我們發現，球員
打假球都是從底層聯賽養成的習慣。開始
他們或許還覺得踢默契球彆扭，但久而久
之也就習以為常了。底層聯賽有了這樣一
個不健康的氛圍，就會逐層往上蔓延，演
變為假球文化。我們德國有這種文化，整
個歐洲有，亞洲肯定也有，想必中國也不
例外。
問題：中國不僅存在球員打假，還有足

協官員收受禮品賄賂問題，如何杜絕？
申克：首先要在中國足協和各球會確立

「規範操作」的原則。我知道，在中國文
化裡拒絕禮品比較困難。因此中國足協最
好出台一個明確規定：官員不得收受任何
禮品。在國際足球界，球員打假和官員收

禮已成為特殊的文化。我們是可以改變這
種文化的，教育是主要手段。反腐不是要
把幾十、幾百個人投進監獄，必須要從根
本改變做起。中國足球反腐必須要注意這
點。
問題：在國際足球反腐中，「舉報」這

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舉報對於足球反腐
有多重要？
廖燃：絕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靠舉報發現

的。這是重要的反腐手段。一定要鼓勵舉
報，增加威懾力。如果一個官員感覺自己貪
污有被舉報的危險，肯定會害怕，就有可能
罷手。其次要保護舉報人，不能讓其遭受打
擊報復。中國足球要學習國外設立足球舉報
專線，委派有經驗的律師負責。

必須要真正的管辦分離
問題：「利益衝突原則」(指國家公職人

員代表的公共利益與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
益之間的衝突)對於中國足球反腐有何重要
性？
德斯瓦德特：如果利益衝突問題處理不

當，任何反腐努力都會歸於失敗。處理利
益衝突似乎容易，因為它內容很簡單。但
實際操作起來可能又是最難的，因為那些

既得利益者會設置障礙
阻撓。如果實行了這個
原則，他們獲利的機會可
能就不存在了。
問題：中國足協是否

就是一個存在利益衝突
的組織？
廖燃：中國足協從名義上來

說是個民間組織，應該自負盈
虧，應受政府機構的監督和管
理。政府機構是政策的制定者
和監督者，足協這樣的民間組織應該是執
行者。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之間要互相監
督。但中國足協由於同時也是中國足球管
理中心，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他們自己
制定政策，自己執行，自己還要監督自
己，這裡有太多的利益衝突。產生腐敗是
必然的。中國足球管辦分離喊了很多年，
但從來沒有實際去做，是因為利益集團嘗
到了甜頭，感覺那樣很好，為何要分離
呢？於是就會在需要時裝裝樣子，喊兩嗓
子，沒有實際動作，可害慘了中國足球。
中國足球必須要真正的管辦分離，不分
離，改革就沒法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25日，足壇反賭打假系列案繼續開
庭，前足協副主席南勇在鐵嶺中級法院
受審。下午18時40分，南勇案一審庭
審結束，當庭進行了三輪辯護，法院
宣佈擇日宣判。庭審中，南勇承認曾
收錢，但不承認這是犯罪行為。
據央視報道，南勇涉及的犯罪事

實17項，共計148萬9千多元；其中
最大一筆金額，是幫助當年瀋陽金
德保級成功，球會曾3次送錢給南
勇，共計人民幣40萬元。南勇案的

特點除了接受現金外，更多體現在收受
物品上；其中包括勞力士金錶、折合兩萬多
元的洋酒、五千多元的加油卡等。在案件

中，還出現了不少耳熟能詳的足球界人
士的名字；著名國腳鄭智為了去國外踢球轉會，曾給南勇送手錶；
前女足主帥李霄鵬為了參加培訓，曾給南勇送物品。
南勇是原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1997年9月調入中國足協工

作，先後擔任專職副主席、司庫等職。由於管理能力出色、雷厲風
行，他曾在圈內被譽為「鐵血南勇」。2010年3月1日，他因操縱足球
比賽涉嫌收受賄賂犯罪，經檢察機關批准，被依法逮捕。
至於另一高官，原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主任李東生受賄、貪污一

案在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七法庭開審。據央視報道，李東
生被公訴機關指控30項受賄罪名，涉案金額79萬餘元。其中被指控
11項貪污罪名，通過虛開發票、裁判培訓等手段斂財，涉案金額6萬
多元。據報道稱，李東生對指控表示79萬賄款是人情往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25日，申思、祁宏、江津、李明4位國腳涉嫌非國家公務人員受

賄罪在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庭審已經結束，法庭將擇日進行宣

判。李明的律師曲柏傑在庭審結束後接受了採訪表示：「4名犯罪嫌

疑人對犯罪事實沒有太大的爭議，只是對一些細節存在異議，庭審

一度比較激烈。」

據央視新聞報道，在2003年末代甲A之戰中，天津泰達老總張一

峰找到前上海中遠球員申思，拜託他讓天津獲勝保級，酬勞為800

萬元。隨後，申思找到江津、祁宏、李明其他3名國腳說明酬勞，3

人都表示領會。結果天津泰達2：1取勝上海中遠，成功保級。事

後，申思從酒店房間取走200萬

元。其他人也前往同一酒店同

一房間，各取走了200萬元。

法庭辯論十分激烈。辯護人

為球員進行從輕辯護，理由有

自首、偶犯、初犯，包括在重

大賽事屢立戰功、足球大環境

行業潛規則等。但公訴人認

為，4人屬於共同犯罪。從接

受請托、上場比賽，最後領取

贓款都是一起行動，應對總額

800萬元負起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4大國腳受審 申思帶頭打假

「一地雞毛」須改頭換面

■前國腳祁

宏涉嫌受賄

故意輸波。

新華社

■足協高官南勇

淪為階下囚。

新華社

■中國足球反

腐 不 是 要 把 幾

十、幾百個人投進

監獄。中新社

■南勇被帶

進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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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囚

服的李東

生坐在警

車內。

中新社

南勇認收錢
稱不是犯罪行為

■申思(左)與江津

被指打假受審。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