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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盈达

2月最后一个周末， 一封来
自江苏足球队的 《公告》 在休赛
期的中国足坛掀起一丝涟漪。 这
篇不长的文章基本上宣告了2020
年的中超冠军走向死亡。 3个多
月之前， 球队还在庆贺冠军； 3
个多月之后， 它们就已经成为了
历史的灰烬， 让人不禁唏嘘。

经济大省的小球队

地处华东地区的江苏省自古
以来就是我国的经济重镇， 但江
苏却并非足球大省。 这支即将走
进历史的江苏队， 最早可以追溯
到1958年成立的江苏省全运会男
足代表队， 是最为 “正统” 的江
苏队， 与北京国安、 上海申花、
广州恒大等队的历史定位类似。
此后数十年间， 直到1994年职业
联赛成立之前， 江苏队一直在参
加全国足球联赛， 但成绩始终徘
徊在中下游。 甚至从1979年开始
参加全国乙级联赛， 可见江苏的
足球成绩与该地的经济发达程度
并不同步。

1994年职业联赛正式开踢 ，
首个赛季江苏队改名为江苏迈
特， 但是球队的成绩可以用惨不
忍睹来形容。 22场甲A联赛， 迈
特只收获1场胜利， 打进13球丢
掉44球， 以倒数第一的成绩降入
甲B。 此后长达14年的时间征战
次级联赛， 直到2008年中甲结束
才以冠军身份回到中超。 在这期
间， 江苏队3次易主， 2次改名，
从江苏迈特到江苏加佳， 再到之
后的江苏舜天。 在这漫长的14年
时间里， 球队经历了在甲B中下
游徘徊， 经历了 “甲B五鼠” 事
件 ， 还有强势冲超的喜悦 ， 而
“舜天” 也成为了江苏足球历史
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号。

2009年， 在裴恩才率队冲超
的赛季，队中的孙可、吉翔、周云
等几名青训球员渐渐崭露头角，

而这些队员也成为球队在之后10
多年时间里的“股肱之臣”，可谓
是见证了球队在中超时代的兴衰
荣辱。 江苏队真正成为中国足坛
劲旅， 是在2011年外教德拉甘上
任，达纳拉赫、耶夫蒂奇等强势外
援的加盟之后， 配合主帅适当的
防守反击战术体系 ， 江苏队在
2012年惜败广州恒大夺得中超亚
军并杀进亚冠， 就此奠定了球队
在中国足坛的影响力。 2012赛季
第28轮， 江苏舜天主场对阵广州
恒大的比赛， 至今保持着中超单
场上座人数纪录———65769人。

2016年， 当地大牌电商企业
苏宁入主球队 ， 球队正式步入
“金元时代”。 这次收购为江苏队
埋下了如今夺冠仅3个月后就濒
临解散的伏笔。

与苏宁短暂的蜜月期

总结江苏队的消亡， 有三大
原因： 苏宁入不敷出、 江苏省鲜
有企业愿意接盘、 中国职业足球
泡沫的破裂。

苏宁集团在2016年以十分强
势的姿态收购彼时的江苏国信舜
天，并成立苏宁体育集团，之后又
收购了意甲豪门国际米兰， 旗下
的PP体育大肆购买各路赛事版
权，甚至搞起了电竞，俨然已经成
了中国企业中的体育行业巨头。
提起苏宁， 人们想到的不仅是家
电、电商等关键词，还有足球。 然
而几年下来， 投资体育产业给苏
宁带来的只有赔本赚吆喝， 甚至
到了最后连吆喝都没有了。

苏宁投资足球首先错误判断
了形势， 张氏父子未必不清楚在
中国搞足球是不可能赚钱的事
实， 但看到彼时金元足球巨大的
泡沫， 难免不动 “凡心”， 接手
江苏队时， 恒大刚刚第2次夺得
亚冠奖杯， 其诱惑力是巨大的。
然而， 与华夏幸福等公司类似的

是， 苏宁没有清醒意识到 “恒大
模式” 的不可复制性， 反而让自
己卷入了一个深渊之中。 不过，
收购初期的江苏队还是给苏宁带
来了不小的声量， 进而扩大电商
规模， 甚至收购国米， 搞赛事直
播等等， 买卖越做越大， 似乎形
势一片大好。

然而， 职业足球运动在无法
完成自身造血功能的情况下， 一
味投资终究无法维持长久， 毕竟
中国足球的蛋糕已经越来越小。
从苏宁体育旗下的视频平台PP体
育就能够看出来， 该平台在2018
年世界杯时运营达到高点， 虽然
没有世界杯赛事转播权 ， 但 是
借助其收购中超这个国内大 IP
的 机 会 在 圈 内 大 撒 币 ， 无 论
是 人 数 众 多 的 报 道 团 队 ， 还
是 广 撒 网 聘 请 自 媒 体 内 容 作
者 ， 总而言之那段时间苏宁体
育的运作都是非常高调的。 但那
就是历史的最高点， 此后一年多
时间里， PP体育和苏宁的运营状
况每况愈下。

从2019年开始， 就不断有消

息传出苏宁内部财政状况不佳，
但是没有得到证实。 伴随着2020
赛季中超开始， 以及各种欠薪消
息的曝光， 其母公司的债务危机
等等， 外界意识到苏宁这下是真
的出了问题。 问题真正的大爆发
是在球队夺得中超之后， 主帅奥
拉罗尤先是被媒体爆出即将离
任， 紧接着本人又承认球员、 教
练员被长时间拖欠薪水， 甚至连
夺冠庆典都没有， 再联系之前不
了了之的 “特谢拉归化” 事件，
苏宁的内部状况不佳基本坐实。

2月25日， 苏宁易购公告称
即将股权转让， 这意味着苏宁集
团已经开始要“弃卒保车”，守住
自身家电零售的基本盘。 从那天
起， 江苏队要被抛弃就可以确定
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 在球队宣告消亡前的
最后几天时间里， 苏宁和江苏省
的有关部门依然在努力， 希望可
以帮助球队找到下家， 但是省内

鲜有企业问津， 最终省内有关部
门也只好发文表示 “尊重” 江苏
足球队暂停运营的结果。

事实上， 江苏队在职业化之
后的几次易主都和经济问题有关
系。 江苏迈特仅1年多就退出职
业足球， 1996年开始则是由江苏
电视台 、 金陵石化公司烷基苯
厂、 江苏省烟草公司、 江苏省国
际投资公司和江 苏 省 足 协 5家
股 东 联 合 组 建 了 江 苏 金 陵 石
化 加 佳 足 球 俱 乐 部 ， 但 这 样
的 联 合 股 东 并 未 解 决 球 队 生
存问题 。 好在 1999年底 ， 舜天
接手球队， 让江苏队总算是稳定
下来。 但是在运营了15年之后，
舜天也无法坚持， 此时中国足球
已经迈入 “金元时代”， 这才有
了苏宁的接手。

不过， 归根结底上述的2个
原因都是表面现象， 真正深层次
的因素还是中国职业足球在经过
大量资本无节制涌入所带来的
“黄金十年” 泡沫之后， 职业联
赛伴随着足协限薪令、 中性名等
一系列政策， 正式回归冷静。 有
一部分观点将苏宁、 泰达等球队
的消亡归咎于足协的政策， 但事
实上这些争议政策不过是压死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投资人不堪
重负 ， 足球已经成了企业的负
担 ，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岌岌可
危。

苏宁这么大的企业都无法玩
转中国职业足球， 也不得不引起
我们的深思。 1994年创建的中国
职业足球联赛， 本身就是在没有
足球环境的基础上， 依附于资本
建立起来的， 这也使得投资人、
球队、 球迷之间的三方关系并不
健康， 投资人也很难有动力去帮
助足球运动拓展群众基础。

至本文截稿， 有消息称中甲
泰州远大或将继承江苏队衣钵，
但愿 “江苏队” 这块招牌能够保
留下来吧。

苏宁集团在体育领域投入颇丰

谁是压倒中超冠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