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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970.htm 写出这个标题，我自

己也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不过，仔细琢磨中国足球目前的困

境，我们不能不承认，最近这一段时间所出现的种种混乱，

折射出秩序与自由、稳定与变革、民间力量与官方权力之间

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宪法危机。这里不妨把

其中的荦荦大端稍作归纳和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权威的

合法基础的逐渐丧失。我们都知道，足球的比赛需要有严格

的组织机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复杂的规则，需要对于

违反规则的行为作出处罚。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某种权威的存

在。从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观察，虽然权威可以通过国家的

权力赋予，但是，如果它缺少了相当的民意基础，一味地只

凭借强力来维护，则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远的。现行的相关

法律规定了全国性协会对于单项体育竞赛加以管理（《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一条），但是，这种规定还是太

过笼统，对于足球联赛这样的特殊竞赛所涉及到的种种复杂

问题不可能给出具体规定。当职业足球越来越走向市场化的

今天，来自多元化经济主体的资金投入已经成为竞赛得以开

展的基础要件，而官方的管理仍然延续着过去的那种依赖政

府单向度命令的模式，如何能够继续维系必要的秩序，令参

与者心悦诚服地顺从，就必然是一件大可质疑的事项了。 第

二个问题是，正是因为一些重要的决策过程缺乏俱乐部以及

更广泛的公众的真正参与，导致人们对于相关规则的缺乏认

同，进一步的后果则是维护规则者少，而钻空子、牟私利者



多。近年来，俱乐部之间不正当关系已经达到了明火执仗的

程度，其他诸如球员赌球、裁判受贿、球场秩序混乱等等也

是屡见不鲜。球队罢赛更是把这种藐视规则的心态表露无遗

。其实，我们观察足球之外的社会，那种视法律为儿戏的心

态以及对于规则的违抗不也是源于人们缺乏立法参与所致么

？民主常常被视为一种对于平头百姓有利的制度，殊不知在

今天这样的时代，民主的决策更是通过所有成员的参与而强

化了规则与每一个参与者利益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服从规

则有了更加坚实的心理基础，当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循，获益

者就不仅是民众，更是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越是缺乏民

主的地方越是缺少秩序这种现象。 当发生某些违反规则的事

件的时候，缺乏一种中立而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足球管理

中的第三个缺陷。每当出现赛场混乱或者俱乐部对于裁判的

指控，中国足协照例只是通过一些自家的下属机构对于相关

问题进行研究，由足协发布有关处罚文告，或对于指控置之

不理。完全暗箱化的处理过程难以让处罚对象有公平的感觉

。尤其是当指控的对象变成中国足协本身的时候，只能诉诸

于体育总局这种更高的权力部门，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足球管

理的自治，加剧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 除了上述三个具有宪

法意义的问题之外，不久前所谓“七君子”联合向中国足协

发难也是颇具宪法意味的事件。很明显，资本的进入使得足

球赛事受到商业逻辑的极大影响。俱乐部巨额资金投入，如

果因为不公平的对待而成绩下滑，必然导致入不敷出，进而

退出市场；如果资本撤出，导致赛事不能正常进行，则赞助

商就不能兑现承诺的投入，于是足协乃至其他一些因足球而

获益的机构以及体育项目就必然受到损害，连购买了直播权



的传媒也将遭受池鱼之灾。这样的成则俱赢、败则俱损的商

业逻辑对于参与足球的各方都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为了达到

俱赢的结果，大家的交涉和让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格局

不免令人想起近代宪法诞生的情形。1215年，英国不正是因

为“失土王”约翰需要贵族们出钱而贵族们趁机要求国王答

应其限制王权的要求而颁布了《大宪章》么？因此，那些资

本家们出于牟利的考虑而与足协交涉，足协由于利益的顾忌

而向资本作出某种妥协，都可能成为足球管理真正走向宪政

道路的宝贵机遇。 总之，中国足球既面临着崩盘的危机，也

面临着率先在制度领域建立一种宪政的机会。走出困境的重

要前提是，必须要尊重民主和法治的逻辑，依赖市场和足球

人本身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格局。顺便说一句

，有一个现象是中国足协的官员们应当引为幸运的，那就是

涉及足球的媒体言论的直率和富于建设性。这些年来，对于

足协官员直言不讳的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令人欣慰的风

景。就在最近一期的《体坛周报》上，黄健翔在他的专栏文

章里就引用阎世铎关于中国足协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不起球迷

的话后明确地说：“ 阎先生并未拿出纠正这个根本失误的实

质性办法”，而且“他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失误的能力和办法

”。同版亦夏题为“作秀何时了”的文章更加激烈地挖苦阎

主席：“至于作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球迷利益的沉痛状，除

了再度反映这位也有主席头衔的局级干部有一种模仿伟人风

范的偏好外，也再度印证了坊间对阎主席的另一种评价：在

制造概念、煽动情感以及游戏官场方面，历届足协主席无人

能出其右；但在正儿八经做一件实在事方面，阎可能是最差

的一个，且还不是一般的差。” 能够受到媒体如此直截了当



的批评，足协副主席可能是所有中国在职局级以及局级以上

干部里惟一的一个。我想阎主席也不必委曲，因为只有这样

的言论才是宪政下媒体的常态，为这样的媒体实践作些拓荒

试验也是中国足球对于宪政建设的一大贡献呢。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