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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机制

郑志强
(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治理机制是是一套保护在职业俱乐部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投资方 (包括股东、

管理者、球员等) 的制度安排。股东、总经理、教练员和运动员等彼此的关系是俱乐部治理机制的主要内

容。本文认为俱乐部的治理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1) 股东除了盈利外还愿意借助俱乐部获得社会影响, 这

使俱乐部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2) 教练员风险和管理水平很高, 其收入受到成绩影响很大; 3) 教练员和运

动员的矛盾普遍存在, 一般依靠双方协商解决; 4) 运动员的薪酬差距很大, 这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

同时运动员的薪酬结构呈现 / 三多三少0 的特点; 5)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培养是完善俱乐部治理机制的一

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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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t Club

ZHENG Zh-i qiang

( School of P. E. , Jiang xi U 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Jiangx i China)

Abstract: T hrough using the metho d of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gov 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t club. T he main go ver nance body is composed o f t he most crucia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anag er , co ach and players. In conclusion: 1) the shareholders do not only focus on the re-

turn of investment but also the social recog nit ion. T his w illingness makes the entity structure relatively concen-

tr ate. 2) T he coach has hig h r isks and high manag ement level. T he income of coach depends on the performance

o f the team. 3) I t is commo n that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ach and play ers may occur . T he conflicts are mainly

solved by bilater al negotiations. 4) Differentiate compensation to play ers is an effective incentive. And g ener al

speaking,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players is featured in several aspects. 5) T raining of coaches and players is a ma-

jo r supplement to the g 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 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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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现阶段职业足球市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俱乐部
管理很不规范, 俱乐部股东频频退出, 更换教练过于频繁、

球员欠薪、球员与教练员矛盾重重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股东、教练和球员彼此之间如何通过制度界定其权利

义务, 激励其正当行为并防止不良行为是规范职业俱乐部管

理乃至提升我国职业足球市场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将运用

治理机制理论对如何激励与约束俱乐部参与者的相关行为进

行研究。

1  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治理机制

111  治理机制的理论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

制度产生的根本, 两权分离的结果也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

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 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

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所有者和

经营者、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 其主要目的

是保障股东投资, 并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美国斯坦

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认为 /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

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 ) 投资者 (股

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 并从这种联盟

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 1) 如何配置和行使

控制权; 2) 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 3)

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0 [ 1]简而言之, 公司治理机制就是

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它的内容主要包含激

励与约束两个方面。激励机制是维持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委

托 ) ) ) 代理关系的一种动力, 其实质上是委托人如何设计一

套有效的激励制度, 以诱使代理人自觉地采取适当的行为,

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监督机制是公司所有者对经营者

的经营决策行为、结果进行有效审核与控制的制度设计。

112  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机制的内容  现代职业俱乐部的

结构远比单纯的球队复杂得多, 如图 1所示, 主要参与者包

括股东、总经理、教练和球员等。借助治理机制理论, 我们

可以认为职业俱乐部的治理机制是一套保护在职业俱乐部中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投资方 (包括股东、管理者、球员等) 的

制度安排。本文将对俱乐部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

安排进行分析, 包括不同股东之间的股权之争, 俱乐部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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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员 (经理人) 的代理问题, 教练与球员的关系以及球员与

俱乐部的关系等。笔者相信厘清这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治理

关系对于掌握我国职业俱乐部发展规律并解决我国目前俱乐

部存在的问题将提供有益探索。

图 1  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结构图

注: 虚线箭号部分为主要治理关系

2  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权的争夺

随着职业体育市场的扩大, 职业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高投

入的产业。为获得更多资金, 许多俱乐部开始通过上市 (或

改组为股份公司) 筹资。截至 2003 年, 英格兰 92 家职业俱

乐部中有 23 家成为上市公司, 其中高水平的联赛对资金的

需求更大, 英超 20 支球队共有 15 支上市, 占 65%。[ 2]俱乐

部纷纷上市使其面临越来越激烈的股权之争, 恶意收购也开

始出现, 如曼联和切尔西都在被美国和俄罗斯富翁强行收购

后撤市, 重新变为私人公司。

表 1  121家职业竞技体育俱乐部与 511 家非体育

企业的股东对比

样本企业 企业数量
拥有企业股份10%

以上份额的股东数量

每家企业中拥有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数量

体育俱乐部

主要垒球协会 26 54 211

北美足协 24 54 213

全美篮协 22 52 214

全美足协 28 28 114

全美曲棍球协会 21 40 119

所有俱乐部 121 238 1197

德姆塞兹- 莱恩样本 511 218 0143

  资料来源: [美] 哈罗德#德姆塞茨 1 所有权、控制与企业 [ M ]

1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671

虽然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成为股份公司, 但与一般股份公

司相比, 俱乐部的股权集中度更高。如表 1 所示, 北美职业

竞技体育俱乐部所有权的控制程度要远远大于 511 家样本企

业。在 121家职业竞技体育俱乐部中, 共有 238 个所有者,

平均每个俱乐部有 1197 个大股东 (持股 10% 以上 ) 所有

者。相比之下, 511 家样本企业平均每家只有 0143 个大股

东。

造成俱乐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俱

乐部除了具有投资价值外, 还是一种获得潜在快感的企

业。[ 3]职业俱乐部的新闻每天都由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

俱乐部老板自然成为一名公众人物, 这使其可以获得其他行

业老板所难以获得的一种社会满足感。追求俱乐部控制权的

目标使许多俱乐部股东不愿意卷入激烈的股权之争以免失去

对俱乐部的控制。

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经营效率考虑。虽然教练成为俱乐部

的主要领导者, 但运动员商业价值越来越大, 涉及一些著名

球星的巨额转会仍然需要俱乐部老板定夺。而运动员运动寿

命短暂, 这决定了其转会谈判的时效性很高, 同时俱乐部每

年的赛期固定而紧密, 所有这些都要求关于俱乐部的重大决

策必须在短期内作出, 俱乐部由少数股东拥有也提高了决策

的时效性。

3  股东和管理者

一般企业受技术革新和分工演进的驱动, 企业规模不断

增大, 其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也日益复杂。但俱乐部富裕而

数量较少的股东使俱乐部内部的治理结构相对简单, 股东可

以比较容易而公平地对管理者的绩效进行评价, 但这也使俱

乐部管理者的风险加大 , 以教练员为代表的管理者成为 / 高

危0 行业。
311  俱乐部教练的管理  由于职业体育国际化的趋势, 越

来越多的国外教练和运动员进入俱乐部, 俱乐部的管理难度

加大。如 2009赛季, 英超 18 支俱乐部中有 5 名外籍教练,

英格兰的四大俱乐部曼联、利物浦、切尔西和阿森纳首发阵

容中仅有 15% 的本土球员。这些外籍球员和教练的年龄、

文化背景、语言、家庭环境等各不相同, 管理难度可想而

知。

教练管理难度增大的同时又面临着频繁而高效的监督。

由于俱乐部定期进行联赛, 有时一周要打两场比赛, 股东可

以频繁地对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考核。[ 4]同时, 这种考核也是

高效的, 因为赛后的分析和评论更是铺天盖地。虽然研究表

明更换教练未必提高成绩, 但球队竞争的压力使俱乐部股东

更多地把压力转嫁给教练, 教练往往成为成绩不佳的替罪

羊, 教练的生涯非常短暂。[ 5]英超联赛俱乐部经理的任期平

均为 39 个月; 而 5金融时报6 对世界前 100 名 CEO的任期

统计, 平均为 45 个月。[ 4] 19 巨大的离职风险使教练的工作

压力很大, 英国 5独立报6 的调查显示, 职业教练每周平均

工作时间约为 80 h, 而英超主教练每周工作时间更高达

871 5 h, 其中有 44%心血管存在病患。[ 6]

312  教练的收入  主教练本身就是个高度稀缺的行业, 高

度稀缺和高难度的管理必然要以高收益为补偿, 一些成绩卓

越的教练, 其收入甚至超过一般的球星, 表 2 是 2009 年世

界职业足球教练的收入排名, 其收入直追当红球星。

表 2  2009 年世界足球教练收入排行榜   欧元/年

排名 教练 收入

1 穆里尼奥 1 300万

2 曼奇尼 1 200 万

3 斯科拉里 950万

4 克林斯曼 900万

5 卡佩罗 840万

6 希丁克 800万

7 弗格森 720万

8 瓜迪奥拉 650万

9 温格 630万

10 范加尔 600万

  资料来源: 5体坛周报6 , 2010年 3月 24日。

教练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对俱乐部非常重要, 但教练的努

力程度难以直接衡量, 其绩效只能通过球队成绩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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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教练的机会主义行为, 俱乐部教练一般采用年薪制,

年薪之外一般还有奖金, 奖金与球队成绩挂钩。如美国克莱

姆森大学橄榄球主教练 T ommy Bowden 的工资协议规定, 赛

季获得 9 次胜利时可获得 5 万美元奖金; 10 次胜利奖金 71 5

万美元; 11 次胜利时为 10 万美元, 可见其收入与战绩有密

切联系。[ 7]

此外, 为维护教练的合法权益, 教练往往也聘请经纪人

保护其权益。有一半教练在谈判中雇佣专职经纪人。俱乐部

往往因战绩不佳解聘教练, 因此教练的工薪合同对违约有明

确而详细的规定, 一般提前解约的都必须支付全额工资, 这

使教练的收入得到保障, 如表 2 中排名第二的曼奇尼教练就

从国际米兰俱乐部获得了超过了 1 000 万欧元的赔偿。

313  教练的培养机制  俱乐部的教练主要是从两个渠道产

生: 专门从事体育研究的名牌体育院校的学生或职业运动员

退役之后经过专门培训之后到俱乐部任职, 这些 / 新手0 一
般必须从俱乐部基层干起。如现意大利 A C 米兰总经理加里

亚尼虽然没有职业球员背景, 但在俱乐部基层工作了 20年。

教练员的素质对于球队的成绩和整个产业的发展都有重

要影响, 国外对教练员的管理非常严格, 教练主要由协会

(联盟) 负责, 一般采取分级管理、聘用、培训制度, 经过

考试、答辩取得相应证书候晋级, 不同级别的教练获准执教

不同级别的比赛。俱乐部按级别聘用, 评聘分开, 无证书不

得受聘, 取得任职资格可低聘不可高聘。[ 8]

4  教练与球员

最终的比赛必须依靠教练和球员的合作来完成。教练与

球员的关系可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 ) ) 教练的战术布置需

要委托球员来完成。

教练一般根据战术需要安排球员的位置和比赛时间, 但

球员上场与否、主力还是替补都事关运动员巨大的经济利

益, 教练员与球员发生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欧美俱乐部处

理这类情况的做法通常取决于球队的经营原则, 讲求整体和

主教练权威的俱乐部多会支持主教练的决定, 这类俱乐部占

绝大多数, 而少数走球星路线的球队也可能出现袒护球员的

情况。

一些管理规范、实力强大的俱乐部拥有完善的青少年球

员培养和球探体系, 自身造血功能完善, 球队的团队精神和

主教练权威是其不可动摇的基础。多数俱乐部认为他们的利

益首先是委托主教练来监督实现的, 而且也注意维护教练的

权威。曼联球星贝克汉姆在与弗格森矛盾加剧后也不得不离

开了赖以成名的曼联。纽卡斯尔联队的球星罗伯特甚至因批

评已经卸任的前主教练索尼斯而被俱乐部罚款 9 万英镑。[ 9]

不过, 一些球星也能决定主教练的去留, 这时球星们往往以

消极比赛的形式促使教练 / 下岗0。2003 年西班牙皇马的球

星集体反对当时的教练卡马乔, 由于这些大牌们身价不菲,

又得到广大球迷的支持, 因此俱乐部只能先让卡马乔下

岗。[ 10]

虽然球员和教练的矛盾普遍存在, 但集体比赛的协作性

决定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作是主流, 比赛胜利体现了双方

的共同利益。因此教练和球员们在训练和比赛中一般都表现

出很高的职业道德, 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多采用协商方式解

决。

5  俱乐部和球员

511  运动员的薪酬制度
5111 1 收入差距悬殊的运动员薪酬  职业运动员的稀缺性

决定了其平均工资很高, 如 NBA球员平均年薪将近 500 万

美元。但一般球员的工资和少数球星的工资相差很大, 20

世纪 90 年代北美职业球员的工资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NHL 01 471, M LB01529, NBA 01427, NF L01 479。[ 11] 以

N BA为例, 其中 5名主力球员的工资是替补球员 (一般 10

名左右) 的 313 倍, 球员并非人人都是大富翁, 新秀的底薪

也只有 36 万美元。少数为球迷所喜爱球星的工资收入远远

超过其队友, 如 1997 年 N BA 巨星乔丹复出后的年薪高达

3 000万美元, 比其所在的芝加哥公牛队其他球员的工资总

和还高。

少数球星的工薪是一般球员的几十上百倍, 当然不等于

这些球星一个人的作用与这么多人相当。实际上即使是少数

球星其技艺也只比一般球员高出一点, 但体育竞技的特点决

定了为此必须给予这些微小优势巨额的回报。因为体育竞技

必须使观众看到运动员尽最大努力进行比赛, 而科学的运动

员薪酬制度必须能激励运动员做到这一点。胜负巨大的差距

可以奖励胜利者并刺激失败者继续努力。同时, 运动员的技

能属于运动员, 体育竞技的偶然性又决定了球员的偷懒难以

监督。为此通过拉大薪酬差别将产生有效的激励。

图 2 显示了球队内球员的努力程度和其获得收益的关

系。假设运动员努力的边际成本大于零 (因为这可能意味着

更多的训练以及比赛中的额外努力)。这使图 2 中的边际成

本曲线 M C 向上倾斜, 而且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加越来越陡峭

(以递增速度增长)。递增的斜率表示努力程度 E 变化的代

价更高 (意味着水平越高其提高的难度越大)。因此对于高

水平运动员能力的小幅提高 (如图 2中的 E2- E1) , 必须给

予其大得多的收益 ( M 2- M 1) , 才能产生适当的激励效果。

图 2  职业运动员递增的努力边际成本

51 11 2 球龄和薪酬  由于现在运动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很高,

这就意味着运动员的劳资契约期限越长, 对运动员越有利,

这也反过来鼓励运动员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联盟或

俱乐部而言, 老运动员运动寿命更长, 这使其可能更为观众

所熟悉和喜爱。因此各个联盟的薪酬制度一般都更有利于老

运动员。

以 N BA 为例, 为均衡各队实力和保护球员, NBA 规定

了运动员的底薪和顶薪, 但对于不同球龄运动员的顶薪和底

薪是不同的, 球龄越长, 顶薪和底薪也越高, 在此制度保障

下, 老球员的收入要高于年轻队员, 如现阶段 NBA 35 岁以

上年龄段的运动员平均工资最高, 达到 5471 13 万美元, 而

20岁年龄段的运动员平均工资只有 151195 万美元, 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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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倍。当然其中老运动员的经验可能起了作用, 但其高薪

与 NBA 的这种规定是分不开的。[ 12]

51113  运动员的薪酬结构  集体竞赛项目需要大量的复杂

配合, 这使球员的工作业绩难以量化。因此球员的工资一般

采取年薪制和奖金相结合的办法。运动员的收入主要包括工

资、奖金和广告赞助, 一些球星的广告赞助所占的比例越来

越大 (表 3)。对其进一步分析, 可以发现运动员的薪酬有

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货币多, 股票 (期权) 少。与其他一些高人力资本

的行业不同, 球员的薪酬以货币为主, 俱乐部很少给予运动

员股票期权。股票期权作为提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绩效的

有效手段在一般企业中被广泛采用。[ 15]但即使是一些著名球

星或教练也很少获得俱乐部的股权。原因有两个, 一是俱乐

部投资类似一种 / 炫耀性0 投资, 成为公众人物是这些大富

翁的愿望, 富有的俱乐部股东一般不愿与他人分享股权 (上

文所述)。另一个原因是球员和教练流动性很大, 如 2002 年

姚明作为新秀状元到 NBA 的火箭队, 3 年后姚明已经是火

箭队 /工龄0 最长的球员。这就意味着给予球员股票将使俱
乐部的股票经常处于流动之中, 这将使俱乐部股权结构很不

稳定。同时 , 持有俱乐部的股份也给球员的跳槽带来不便,

因为他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股东, 这将影响其在赛场上的表

现。

表 3  2005 年足球运动员收入排名榜   万欧元

排名 运动员 总收入 工资 奖金 广告赞助费 国家

1 贝克汉姆 2 500 640 20 1 840 英格兰

2 罗纳尔多 1 960 640 20 1 300 西班牙

3 齐达内 1 300 640 20 640 西班牙

4 维耶里 1 200 650 20 530 意大利

5 皮耶罗 950 420 10 520 意大利

6 兰帕德 940 760 80 100 英格兰

7 劳尔 930 640 20 270 西班牙

8 亨利 920 450 30 440 英格兰

9 特里 860 680 80 100 英格兰

10 费戈 860 640 20 200 西班牙

平均 1 242 616 32 594

  资料来源: 5法国足球6 , 2005年 5月 7日。

二是固定收入多, 浮动收入少。表 3 中, 奖金和工资占

总收入比例分别为 5%和 50% , 奖金远远少于相对规定的工

资。比赛胜利取决于球员们的场上表现, 为什么奖金比例不

如预期的高呢? 除了球员工会的努力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如

果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奖金, 那么某些关键的比赛场次对球

员的价值可能非常高, 这将大大提高比赛舞弊的可能性。年

薪制将风险和收益分摊到每一场比赛中,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球员们的舞弊行为。

三是广告赞助比例较高。表 3 中, 广告赞助的比例几乎

接近于工资。广告赞助一方面反映了球员的商业价值, 另一

方面也提升了球员的表现。表现不佳的球员只能获得较少的

出场时间, 而较少的出场时间使球员无法被观众、媒体熟

悉, 这又大大减少了球员获得广告赞助的机会。此外, 往往

只有那些被视为社会楷模的运动员才能获得广告赞助, 为了

规避风险, 赞助合同一般都有终止条款, 一般规定如运动员

严重违反某些规定时合同自动终止。如 2004 年 N BA 湖人队

的球星布赖恩特涉嫌强奸, 结果耐克公司马上停止了与他的

赞助合同, 布赖恩特收入锐减上千万美元。一年后对方撤

诉, 耐克公司又与布赖恩特续签了赞助合同。

512  球员的培养与选拔  要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除了出众
的身体素质和运动天赋外, 还需要漫长的培养周期, 因此在

短期内很难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球员数量。各个职业体育联盟

都非常重视运动员的培养, 对职业运动员的培养包括以下三

种方式:

5121 1 学校培养  欧美国家以学校作为培养运动员的主要

基地, 但并不强调学生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其最大的优点是

选材面宽, 运动员的出路广, 避免参加训练的运动员脱离社

会。同时, 各国都将学校体育视为一种公共事业, 由政府向

学校提供资金, 协助培养球员。如法国足球人才的培训目标

是 / 培养不拘形式的运动员, 不是培训踢球的机器0。美国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有相应的校队, 青少年运动员

是校队队员同时也是学校学生, 通过学校训练和完善的地区

和全国性比赛来提高水平。球员从学校毕业后经过各种形式

的新秀选拔进入各种大小联盟, 这也使职业球员的综合素质

较高。

5121 2 职业体育俱乐部培养  欧洲各国的学校体育不如美
国发达, 球员难以直接从学校选拔, 因此欧洲足球联赛还依

靠俱乐部的球员培养体系, 英格兰足总规定俱乐部必须设立

足球学校。足球学校专门吸收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加以培养,

最小的孩子 9 岁就可以入校。俱乐部为他们提供训练、医疗

和文化教育等一切必要的条件。同时为保护青少年运动员,

足协规定这些青少年运动员迟至 16 岁后才能成为职业球员。

5121 3 职业体育运动员的全球化培养  近年来随着职业体
育的全球化, 一些发达的职业联盟开始把欠发达地区的优秀

球员作为其培训基地, 当然这也大大扩大了联盟的市场。如

北美大联盟声称自己是国际联盟 , 对参加选秀球员的国籍不

作限制。欧洲自从博斯曼法案后, 越来越多的南美、非洲的

年轻球员进入了欧洲联赛。这些发达的职业俱乐部实际上把

全世界当成了其运动员培养基地。

6  总结与启示

611  保护俱乐部各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职业体育俱乐部治
理机制有其特殊性, 股东之间、俱乐部与教练员、教练与球

员、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是主要治理关系。俱乐部必须

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护这些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否则可能

引发逆向行为。如球员欠薪和球员与教练员的矛盾就是导致

/ 假球0 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职业俱乐部参与者权益的系统

保护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职业俱乐部治理机制。

612  重视俱乐部的广告平台作用和品牌建设  职业俱乐部

是一种可供炫耀的商业, 投资的股东还往往希望达到巨大的

社会效应, 职业俱乐部的广告平台和品牌宣传效果是吸引股

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职业足球历史短 , 市场不成熟, 俱

乐部直接从职业足球市场中获利的难度很大。但俱乐部的广

告平台作用不可忽视, 因此职业足球俱乐部必须高度重视俱

乐部的品牌建设, 这对于股东的投资是一种重要的补偿。

613  完善教练培养机制  教练员是俱乐部经营管理的核心,

其收入往往与成绩挂钩 , 其稀缺性、高难度的管理水平使优

秀教练员的收入越来越高, 但流动性也很大。与欧美国家相

比, 由于难以迅速从市场中获利 , 我国现阶段职业足球俱乐

部存在过份重视球场成绩的倾向, (下转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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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馆、太极馆等, 扩大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人影响力。其

次, 要积极构建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模式。在具体的传播策

略上, 我们要从对外传播的思想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基础

入手进行传播。再次, 要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软件基础, 还

必须夯实体育传媒人才基础。要提高体育传媒从业人员的竞

争意识和基本技能。同时, 还要注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 要

积极维护好国家体育形象、国家形象。现代媒体的多样性、

开拓性、其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自由度高、难以监控,

使其容易产生不真实和不恰当的报道, 给事件的处置增加困

难, 尤其是对一些负面事件加以大肆渲染, 使事实脱离真

实。

中华体育文化历经五千年的演变, 孕育了丰富的传统体

育文化与多样化的民族体育文化, 发展至今仍然焕发出勃勃

生机, 博大的体育文化因素为我们提供了深厚丰富的和谐思

想资源。对于成功举办 2008 年背景奥运会的我国来说, 中

国体育乃至东方体育积极主动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 使中

国的传统体育思想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奥运会中体现出双

向交流的互补趋势, 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提供了历史性

的机遇。体育文化硬实力是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有形载体

和保证, 而体育文化软实力则是体育硬实力持续发展的延伸

和支撑, 两者在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中螺旋渐进。

中国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提升, 必将为我国国家软实力的整

体提升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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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 页)其直接后果是更换教练员更加频繁, 弊端是造

成教练员过份追逐球队的短期战绩而忽视俱乐部的长期建

设。此外,我国优秀的教练员不多, 教练的培训机制不健全又

使更换教练并不能达到国外职业足球市场那种效果。因此,

我国完善教练培养机制才是解决教练员聘期过短所带来弊端

的长远之策。

614  积极协调教练员和运动员矛盾, 加强运动员职业道德教

育  教练员和运动员及其关系融洽与否是决定俱乐部赛场上
取胜的关键。由于利益不同,球员和教练的矛盾普遍存在,维

护教练员的权威还是迁就运动员是考验俱乐部经营管理水平

的一大难题。比赛的协作性决定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作是

主流。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由于球员素质较低, 教练的严格要

求往往导致运动员的抵触、对立情绪。这种矛盾如果不能及

时化解将影响俱乐部的正常运营。俱乐部对此应引起足够重

视,特别应加强运动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615  改善运动员薪酬制度, 健全运动员培养机制  运动员的
稀缺性决定了其高收入, 而其竞争的特性更决定其胜负之间

的差距即使很小也应给予大幅奖励才能体现激励效果。且优

秀运动员的工作性质使其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固定收入

高浮动收入低、广告收入高工资收入低, 货币收入多和期权收

入少等。球龄长的球员往往获得超出其水平的收入。这是国

内俱乐部应予以重视的。从长远看, 由于职业运动员培养周

期很长,短期内很难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球员数量。为此 ,完善

运动员培养机制是保证运动员工薪制度激励效果的有效机

制。我国目前的体校培养足球运动员模式过于单一且难以适

应市场的变化,有必要通过学校培养、俱乐部培养和异地培养

等多种形式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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