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才是根本
仍处于冷却期的谢亚龙依然有这么

大的“能量”激起网络恶评如潮，除了他执
掌中国足球期间的成绩以及所作所为实
在不能让人恭维之外，还与人们长久以来
过于重视“一把手”的思维方式有关。在
很多人的固有思维方式中，一把手往往是
决定成败的关键甚至唯一，总是被当做救
世主，却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建设。

中国足球的关键因素是体制而不是
具体的领导者，这在很多专家和业内人士
眼中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奥运会上其他
项目的辉煌和足球的狼狈所形成的巨大
反差，让“足球应该重回专业体制”的声音
逐渐多了起来。

但这样的主张却忽视了一点儿，健康
的足球不应该仅仅是设立了一块金牌的奥
运会项目，更是一个蕴藏了巨大商机、能够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能为人们精神文化
生活提供优质产品前景广阔的产业。

正如足协前联赛部主任、“中超之父”
郎效农所说的那样，“返回旧体制，是条死
胡同”，中国足球之所以沦落到这步田地，
并不是职业化改革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
职业化改革进行得不彻底。意识不到这
一点，即便未来的足协掌门人在能力、品
行等各方面都明显高于谢亚龙，中国足球
的上升空间依然有限。 郭韬略

圈内人曝陪总局调研者上位

南勇主政足协成定局?
谁能成为中国足协新一任掌门人一

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昨天，南勇随同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来到崇明根宝
足球基地进行调研，有圈内人士透露：这
次谁陪崔大林调研，基本上谁就将出任新
的足协专职副主席。结果，陪在崔大林身
边的是南勇。在中国足协经历了将近三
个月的“权力真空期”之后，“南掌门”逐渐
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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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留任门”的新闻出台前两天，媒体
才报道了总局内部官员轮岗的消息，曾经在
奥组委工作的张吉龙、邓亚萍、李玲蔚等人都
有了新的工作岗位。除了曾经在 10年前弹
劾过李永波的前羽毛球世界冠军李玲蔚出任
乒羽中心副主任引起了一些议论和猜测之
外，外界对于这些事的反应非常平静。但谢
亚龙可能留任足协副主席的假新闻引起了如
此大的波澜，却显示出足球本身的受关注度
和足协掌门人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虽然在总局系统内，因为成绩不好，足协
的地位并不高，但因为足球本身的受关注度，
和率先实现职业化改革，而让足管中心主任
（足协副主席）历来享有比其他同级别官员要
高得多得多的曝光率。

作为足球行业的管理者，足协副主席在
日常工作中面对的都是身家上亿的俱乐部老

板，这让他们往往能享受到其他同级别官员
不能享受到的待遇。2004 年中甲峰会在郑
州召开，当时前来参会的足协副主席阎世铎
一下飞机，就被建业俱乐部安排的“大奔”直
接从舷梯旁接走，以至于前往试图追踪的媒
体记者望尘莫及，而 2006年在青岛，记者一
天早上无意中在海边碰上了已经改任体育总
局训练局局长的阎世铎，此时的阎全然一副
普通人的样子，悠然散步间，不见一人打扰。
从足协副主席，到训练局局长，级别并无改
变，但其间的差别足以证明足协副主席这个
位置的特殊性。

可以说，足协副主席这个职位，在诸多协
会主席、项目管理中心主任中，绝对是一个

“明星级”的位置。即便不是谢亚龙，下一任
无论是谁来担纲，注定都还会引来媒体的竞
相报道和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则“假新闻”的轰动效应一则“假新闻”的轰动效应

“谢亚龙留任”的消息一出台，就迅速占
领了各大门户网站的体育头条，在当天的新
浪网体育新闻排行榜上，点击率更是高居榜
首，同时网民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并很快掀起
了铺天盖地的倒谢浪潮。

在新浪网当天推出的民意调查中，有
80%以上的人表示对这条消息“很吃惊”，由
此可见，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谢亚龙早已经不
适合担任足协副主席这一职务，而在关于“你
认为谢亚龙能否带领中国足球走出困境”的
调查中，网民的意见更是惊人的一致，55586
名参与调查的人中，有54172人认为“不能”，
比例高达 97.46%，认为“之前的失败经历能
帮助他带领中国足球走出困境”的仅仅有
1000多人。

在众多的倒谢声中，以著名足球评论人
李承鹏最有代表性。长时间以来，李承鹏都

是旗帜鲜明的“倒谢派”。奥运会后，李承鹏
曾经宣布“再写 9篇评论之后就不再写中国
足球”，而在“留任门”消息曝光之后，他随即宣
布将会重新写足球，理由是“我要是不写了大家
就不好玩了，而且谢五环同志回来后环伺四周
唯见一帮赔着笑脸的行走们，却没有李大眼在
战壕里，他该多孤独……”并同时进行了一次民
意调查：如果博客后跟帖超过 2000，就重新
写。而这篇博客贴出后数个小时内，跟帖量已
经超过了2000，到昨天晚上为止，该篇博客的
点击次数已经超过23万，跟帖量达到了1.2万
多条，远远超过了他本人设定的底线。

一个著名的“倒谢派”受到如此狂热的追
捧，也恰恰印证了人们对谢亚龙的反感。而
据某专业媒体报道，一位足协工作人员在谈
到“留任门”时更是用了“人神共愤”来表达自
己的感受。

11 月 21 日，北京一家媒体率先爆出了
“谢亚龙仍将留任”的新闻，迅速引起人们关
注。但用常识就可以很快判定：这是一则假
新闻。

谢亚龙在任期间，不仅职业联赛因其“奥
运至上”的原则而受到重大伤害，引起了球迷
和媒体的强烈不满，而且他特别看重的国奥
队在北京奥运会上也一场未胜，没能达到“进
入八强”的目标，并且还因为连吃红牌，连“不
添乱”的底线都没有达到，从成绩上讲也完全
不合格，令上级领导非常不满。

这样一个从上到下没人满意的人，怎么
可能继续留任？

果然，在新闻出台后不久，国家体育总局
就明确辟谣。不过很多熟知中国足球的人士
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桩无中生有的谣言，更

像是总局为了试探民意而有意识地“泄密”。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功，相关的官员大都会由此得到升迁的机
会，唯独足球是个“老大难”。虽然在级别上
和其他项目中心一样，但多年来足球的窘况
已经让足协掌门人这个位置成了一个火山
口，在其他项目上取得斐然成绩的官员们少有
人愿意趟这趟浑水，因而让谢亚龙继续留任也
未必不是一种选择。这个时候适当放出口风，
来试探一下外界的反应，如果反对声不是那么
多，那么将来就顺水推舟，如果抵触情绪太过
强烈，就干脆辟谣，另行考虑其他方案，怎么
都不失主动。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基本
上可以为这次“试探行动”得出结论了：谢亚
龙继续留任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一则“假新闻”的出台

一场风靡全国的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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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这条消息如此受关注？

北京体育大学硕士，曾任总局
群体司司长、田管中心主任以及北
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
科研所党委书记，现任足球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谢亚龙，不懂装懂的“魅力”
可以这么说，职业化改革以来，历任足协掌门

人都是在骂声中离开岗位的。王俊生因为治理假
球黑哨不力，阎世铎“死于”“11·17”的弱智失败，
但从来还没有谁像谢亚龙这样不受欢迎的，即便
是已经经过了在行政学院近三个月的冷却，其热
度依然不改。

这其中固然有成绩不佳的原因——谢当政期
间，国内联赛毫无起色，他本人甚至两度动议要将
联赛改为南北分区，国家队在形势不错的情况下
再次被挡在十强赛之外，就连他倾力一赌的国奥
队最后也是不光彩的出局。

此外，独特的“个人魅力”则是让他本人区别于
前任的关键因素。除了动辄在休息室里向球员朗诵
革命烈士诗抄这样的无厘头举动之外，北体大硕士
毕业、搞田径出身的谢亚龙在进入足球圈后却不顾

“隔行如隔山”的事实，完全以内行自居。
“他不是不懂装懂，而是他真的以为自己懂，

这才是最可怕的。”任上曾经多次和谢发生过业务
冲突的前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说。正是在这种
思想下，才发生了他指导队员训练，干涉出场名单
的事情，也有了后来被恶搞的“叉腰肌”。

足协主席，主席中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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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