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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市明：
金腰带之战有人动手脚

昨日，邹市明在微博上发布了一
则声明，称对自己的申诉未得到WBO
支持“深表遗憾，深感痛心”，他在声明
中提到“赛前赛场有人暗动手脚”，“遭
受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压力和干扰”。

继9月18日之后，WBO在11月21
日再次驳回了邹市明所属的邹轩体育
提出的上诉要求。

今年7月28日邹市明卫冕战之后，
邹轩体育两次提出要求，他们认为邹市明
在和木村翔卫冕战中遭TKO落败是当值
裁判和WBO派遣的比赛监督出现了问
题，因此要求推翻冠军委员会对于邹市明
遭TKO卫冕失败的判定。经过两轮申诉
和上诉后，WBO上诉委员会维持原判。

在近日出炉的WBO拳击组织最新
世界排名中，邹市明在蝇量级这一级别
上升至第二位，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直接
冲击金腰带，不需要打过渡赛。 晓新

最高检刊物揭中国体育腐败 田亮巅峰期离队原因曝光

田亮全运会上被打压
跳得再好最多给8.5分

从足协副主席谢亚龙锒铛入狱，再到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
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
物。一方面，他们战绩骄人，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
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掌握着运
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

乱象之一
“让你上，拿金牌；
不让你上，你无名”

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
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分析说，
中国竞技体育在一些王牌项目上，出现
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
的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
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花钱
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曾被纪
委部门带走，他牵扯到 2012年伦敦奥运
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在伦敦奥运
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湖北选手
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
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差战绩。

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很
多，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事
实上，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国家队，就
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
极其激烈。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
湖北体育局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
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
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
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即
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
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
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

13岁进入国青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
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
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最终
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
球锦标赛上 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
“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协并
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
选手进行集中培育。”唐娜“炮轰”中国国
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在体育总局内部，选拔过程不透明，
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田思源
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
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
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

操纵各类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
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
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
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
心主任 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
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
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赛后，蒋氏姐
妹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
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
到金牌”。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指向俞
丽，认为其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

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
压。赛前，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
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 8.5分”。比
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
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
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
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
中超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
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名足协前副主
席，就是因操纵比赛收受贿赂而落马；著
名“金哨”陆俊交代，自 2011年全运会就
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目前中国体育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
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
锦标赛，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
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采访时
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
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
服务，实质上是变相的“权力寻租”。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
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际上，
奥运会、NBA等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

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
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总
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
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
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
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
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
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
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
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种种乱象
和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
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在现有体制下，总局下面的各项目
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
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
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乔新生比喻，
这种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
政权力，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类似于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已经20

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
又是行政体制，这使得联赛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
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
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
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这为官商
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乔
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
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解决方案
扭转“金牌至上”的政绩观
仅仅不公布奖牌榜还不够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
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
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国家体育总局曾就中央巡视组提
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
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
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
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
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
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
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
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
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
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
念才能消除。”田思源说。

将体育改革发展
纳入法制轨道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
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构建一套
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
是一项迫切任务。

“《体育法》作为行业根本法，大多
数都是原则性规定，类似于操纵比赛问
题、仲裁纠纷问题、运动员和裁判选拔
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
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
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
形成。”田思源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修
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
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法律规
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
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据《方圆杂志》
（由最高检主管、《检察日报》主办）

乱象之二 操纵比赛、金牌“内定”

乱象之三 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根本原因 体制“四不像”权力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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