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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双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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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奖金 背后实藏巨大隐忧
“各省市对全运会冠军的奖励幅度不断攀

升，甚至超过了对奥运冠军的奖励数额，这是
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也是非常危险的苗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练昨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坦言，“现在很多年轻运动员已经把
四年一届的全运会看得比奥运会还重，在他们
眼里，全运会不仅是一夜成名的舞台，似乎也
成了一夜暴富的‘名利场’。这完全违背了竞
技体育所要追求的东西，这股奖金攀比之风如
果不及时遏止，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俗话说得好“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正因
如此，全运赛场上爆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或因
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而退赛的丑闻，这不能不
说是“疯狂奖金”种下的恶果。

奖金何来 怎能乱花纳税人的钱
在第十一届全运会男足比赛期间，媒体

曝光的一则“山东男足夺冠，奖金可能达到人
均 50 万元+一套住房”的消息也引起了网友
的热议。

50万元+一套房子，有关人士做一个简单
的计算，以山东的房价，一个40平方米的小户
型就要值 30 万元左右，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
领到的奖励就高达80万元。如果主力都有这
样的待遇，那么这笔费用就是 880 万元，还不
包括7位替补和主教练、工作人员等。如果在
这样的基础下，说山东男足夺冠能够得到1000
万元的奖金，恐怕并不夸张。

但正如网友所质疑的那样，这笔巨额费用
究竟从哪里来？“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喂养
球员，他们为我做了什么事？”“我们宁愿他们
倒数第一，也不要浪费一分钱！”许多山东网友
对这个天价奖励都十分痛心。

奖励有度 过高恐引起人们不满
事实上，早在第十一届全运会闭幕前一

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曾对各代表团长
提出，全运会结束后对运动员的奖励不能过
高，各代表团之间不能互相攀比。

刘鹏认为，运动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无可厚非，但是，奖
励一定要有个“度”，尤其是政府性奖励绝不可
过这个“度”。同时，要避免重复性奖励，要统
筹考虑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特别是不能因为
奖金问题引起群众不满。

对于刘鹏的这番言论，昨天那位接受记者
采访的老教练不无感慨地说：“的确是这样！
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得巨大荣誉的运动员，一直
被人们视为和平年代的英雄，但如果这个英雄
是在金钱的利益驱动之下‘炮制’出来的，那就
成了一个变味的英雄了。”

学者直言 坚决反对“唯金牌论”
对于全运会重奖金牌选手，著名社会学

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非常反感，
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表示：“全运会早该取消。”

郑也夫在其博客中称：“我早就反感全运
会。5年前就撰文鼓噪：愿全运会早日寿终正
寝。那时主要讲全运会无趣，5年过后，发现无
趣的是依然无趣，肮脏的竟更加肮脏。全运会
上最要紧的就是比各省的金牌总数。各省领
导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全运会一定要开，金
牌总数一定要公之于世，媒体一定炒作，观众
一定议论，他们丢不起这个脸。只好强力推出
本省的金牌政策。”

郑也夫认为，没了金牌指标，全运会将干
净许多，规矩许多。不过郑也夫也认为不让各
地方不“唯金牌论”很难，因此，他提议，干脆取

消全运会。
郑也夫以为，“运动会不外三个功能。第

一，为百姓提供乐子。如前所述，全运会已失
去了这一功能。第二，为国争光。全运会是内
战，与此不符。第三，选拔人才。这一目标靠
单项比赛去实现更妥当。单项比赛可选择符
合自身项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搞得更精专，
且因化整为零，远比全运会经济。”

由此，郑也夫质问：纳税人凭什么为这个
鸡肋花钱？他呼吁：大家一起喊起来，不为腐
败、无聊的全运会花钱。

>>>众说纷纭

为了体育运动的原汁原味，抓紧
为冠军奖金“瘦身”吧! ——天涯网友

重奖很过分，它背离体育精神，滋
生运动员骄奢淫逸之风，加重各地财
政负担。 ——搜狐网友

没有奖励是万万不行的，但重奖
绝不是万能的。号召运动员为本地争
光，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

——体坛网网友

当运动员很苦、很累，他们中的多
数人要利用有限的几年职业生涯，来
挣得自己甚至全家维系一生的资本，
拿高额奖金不过分。 ——新浪网友

搓澡冠军邹春兰和死于贫病交加
的亚运举重冠军才力并不是我国高水
平运动员中的特例，世界冠军也是普
通人，也要用钱来维持生存。

——网易网友

比赛完了，话题没完
全运会重奖金牌遭抨击

北大教授：“全运会早该取消”

“四冠王”彭帅至少获得 120 万
元的奖金；山东男足夺冠，奖金可能
达到人均 50 万元+一套住房；改写
历史的辽宁女足姑娘们因“一金值
千金”的冠军也会拿到高达400万元
的奖励……

虽然第十一届全运会已经闭幕
多日，但金牌运动员“奖金”不断被
刷新，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热议的
话题。

不过，昨天一位体育圈内的资
深老教练在谈到不断攀升的“全运
奖金”时不无焦虑地说：“一夜暴富，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糖衣炮弹’，而
各省市体育主管部门则间接制造了

‘糖衣炮弹’。”

>>>延伸阅读

烧钱，也有潜规则
全运会发高额奖金，很多人表示难以理

解，斥之为“烧钱”。有人会问，为何要重奖金牌
选手？这其实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有着密
不可分的原因。地方体育局并不直接隶属于
国家体育总局，全运会的成绩被纳入各地方
的“面子工程”，跟领导干部的政绩直接挂钩。

不少省份都片面地理解“体育搭台、经济
唱戏”的体育产业发展方向，把体育运动成绩
当作比拼经济发展的筹码之一，而金牌数量
就这样成了最直观的量化标准。高水平运动
员、奥运冠军就这样沦为面子工程的马前卒、
排头兵。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关领导对为自
己挣得面子的金牌选手自然要给予重奖。

重奖要“烧钱”，那么钱从何而来？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体育局官员称：“把钱发
到运动员手里，总比被截留强，至少是做到了
专款专用。”据介绍，各级政府每年都有用于
体育发展的专项拨款，但这笔拨款并没有指
明是用于竞技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群众体育。

那么这笔钱到底怎么用就大有学问了。
目前，社会体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巨大资金缺
口，群众体育发展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
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将这笔钱投入到奖励高
水平运动员身上则可能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
置，它不仅让闲置资金有了出口，而且一次投
入就可以迅速显现成绩。

另外，这种专项资金不能被节省下来作
为常规储备，剩下的钱只能被截留为政府的
应急储备金。此外，上一个财政年度的经费
花不完，还很可能导致今后相关的预算被削
减。换句话说，就算是“烧钱”也必须把钱花
出去。全运会理所当然是最好的“烧钱”理
由，奥运年还有金牌被外国选手夺走、钱“烧”
不出去的“危险”，而在全运年“烧钱”就轻松
了不少。 专题撰文 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