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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坛腐败黑幕首次披露
李铁花300万上位国足主教练
俱乐部花1400万让对手放水

足球被誉为“第一运动”，深受人们
喜爱。发展和振兴中国足球是建设体
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期盼。然而，当中国众多体育项目蓬

勃发展，男足水平却一路下滑，假赌黑丑闻频
发，行业乱象丛生，与人民群众的期盼渐行渐
远。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这是无数球迷多年
在问的问题。

1月9日晚，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
推进》第四集《一体推进“三不腐”》首次披露足
坛腐败黑幕：李铁花300万元“上位”国足主教
练，说服俱乐部砸1400万元让对手“放水”……

1 李铁被查拉开足坛反腐大幕
从2022年底开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驻

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湖北省纪委监委，采用“室
组地”联合办案工作机制，彻查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
件，深挖背后的问题根源。

2022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
铁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足坛反腐由此拉开大幕。

随后，中国足球协会陆续有十多名高层和中层干
部接受审查调查，其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
源。纪检监察机关还会同公安机关，调查数十名涉案
人员，涵盖教练、球员、裁判、俱乐部高管、经纪人等方
方面面。随着系列案件调查全面深入，足球领域存在
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呈现出来。

李铁是本次专案第一个接受监察调查并被留置的
人员，事实证明，这个切入点的选择是非常精准的。他
既在多家俱乐部担任过教练，又曾担任中国国家男子
足球队主教练，在足球领域关系盘根错节，以他为突破
口纵深挖掘、横向拓展，牵出了从联赛到国家队、从俱
乐部到足协的若干涉嫌违纪违法犯罪人员，以及种种
黑幕和制度漏洞。

2 砸1400万元让对手“放水”
李铁退役后转向教练岗位，2015年8月他加盟河

北华夏幸福俱乐部，首次担任主教练。当时赛季已经
只剩9场比赛，华夏幸福仅排名第6位，冲超前景并不
乐观。李铁一上任，俱乐部就直白地提出，希望他动用
人脉收买对手。

调查发现，一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带动的“金元足
球”氛围，是中国足坛风气恶化的重要催化剂。河北华夏
幸福俱乐部看到之前恒大俱乐部通过投资足球带来了巨
大的品牌效应，于是也试图效仿恒大通过“烧钱”寻求短
期出成绩，定下了第一年就必须冲超成功、第二年要获得
亚冠参赛资格、第三年就要中超夺冠的目标。

李铁上任后，赛季最后八场打出了一波神奇的“八
连胜”，使得华夏幸福最终以一分优势领先竞争对手，冲
超成功。经调查，所谓“冲超奇迹”，完全是金钱之手在
背后操弄。例如，赛季最后一场，华夏幸福必须胜或者
平才能确保冲超，俱乐部为此砸下1400万元重金。

深圳宇恒俱乐部官方层面收受了华夏幸福巨款，
同意“放水”；同时为了多重保险，李铁的教练团队则负
责从个人层面，直接收买对方球员。李铁授意助教郑
斌，联系上了郑斌在深圳队的老乡，主力后卫黎斐。

黎斐开价600万元，表示会帮他们“打点”多名关键
球员，华夏幸福一口答应。讽刺的是，如果不是这次调
查，没人会知道这600万黎斐其实是自己独吞了。

正如黎斐的判断，他截留这600万也不影响华夏
幸福最终以2:0获胜。一场凭实力就该赢的比赛，却偏
要走邪门歪道，荒唐背后，是极端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李铁在华夏幸福俱乐部打假球尝到了“甜头”，到
2017年他被聘为武汉卓尔俱乐部主教练时，开始主动
向俱乐部推销假球。

在李铁的怂恿下，武汉卓尔俱乐部也决定不惜血本“冲
一把”。2018年10月6日，武汉卓尔提前三轮冲超成功。

3“靠足球吃足球”大行其道
而之所以不正之风在足坛不断滋长蔓延，一个重

要原因是，本该负起监管职责的中国足协，多年来有多
名干部自身抵不住诱惑，被裹挟进俱乐部的资本游戏，
不仅对弥漫的歪风邪气放任不管，甚至主动利用职权
帮助俱乐部在保级、准入、裁判判罚、赛程安排等多个
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陈戌源是2019年8月22日在河北香河国家足球
训练基地当选为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而他当选的
前一晚，就有两名地方足协负责人相继敲开他房门，各
送上30万元“拜码头”，请托他多多关照。陈戌源人还
没有上任，就感受到了这个圈子潜藏的巨大利益，随即
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挡不住“巨大利益”的陈戌源，自然也挡不住俱乐
部的巨额金元攻势。任职几年来，他收受多家俱乐部
钱财累计达数千万元。足协主席是这个样子，足协多
个部门负责人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专案组通过他们
的案情解剖廉政风险点，发现足协虽然只是一个社会

组织，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和公权力，
但权力失去监督制约，致使“靠足球吃足

球”大行其道。
而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

才也同样公器私用，“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收
受财物数千万元，对足坛乱象听之任之。

2022年，有线索反映，中甲联赛一些比赛存在假球赌球
嫌疑，国家体育总局收到相关线索后，要求杜兆才牵头进行调
查处理。然而，杜兆才却偷换概念，用所谓“调研”来敷衍。

4 300万“上位”国家队主教练
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高度重视、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高度关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强调要着眼长远与夯实基础相结合，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本应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将推动改革作为第一要务，然而，他们却
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
豪赌世界杯上。

而当时，还有一个人也想要豪赌世界杯，那就是李铁。
他感到，打假球取得的虚假战绩，已经为谋求男足国家队主
教练职位积攒了资本，但还需要临门再推一脚。2019年8
月，当他得知中国足协要组建男足国家选拔队参加东亚杯
时，感到机会来了。

李铁行贿的思路和踢假球如出一辙，觉得需要多重保
险。他一方面游说卓尔俱乐部出钱帮他做工作，表示如果自
己能“上位”，也会在多方面回报俱乐部，俱乐部为此拿出200
万元向陈戌源行贿。另一方面，李铁觉得时任足协秘书长刘
奕也颇具话语权，于是又自掏腰包送给刘奕100万元。

就这样，李铁如愿成为男子足球国家选拔队主教练，里皮
辞职后，随即被火线任命为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确认获得这个
职位的第二天，李铁就飞到武汉和卓尔俱乐部谈交易。

李铁与卓尔俱乐部以总额6000万元的金额，签下了一纸
所谓的“合同”，实际只是以此为幌子，来掩盖权钱交易的本
质。随后，他很快将卓尔队的4名球员选入了国家队大名单。

5 被金钱污染的足球土壤
一旦球员和教练选拔被当作谋取私利的砝码，出不了

成绩是必然的。何况，系统的青训、健康的联赛才是国家队
的根基，当多方都热衷短期利益，忽视青训投入；当联赛充
斥不正之风，金钱有可能左右胜负时，这种被污染的足球土
壤，自然无法提供培育人才的充足养分。当球迷们还期盼
着李铁能带男足国家队冲进世界杯，很多圈内人早就心知
肚明，这样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李铁从2020年1月2日被任命为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到2021年12月3日在球迷骂声一片中“下课”。急功近利
的结果，是上升得快，坠落得也快。不知他是否还记得，球
员时代的自己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跑不死”，而不是
跑得“快”。

倒在走捷径路上的，不只是李铁。河北华夏
幸福和武汉卓尔俱乐部如今都已宣告解
散。杜兆才和陈戌源也没能拿到想要
的“政绩”，反而双双落马。还是那
句老话：足球是圆的，有再
多的权力和金钱，也无
法任意塑造它
的形状。

系列案件的查办是对足球领域的一
次刮骨疗毒，而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还
有很多。中国足球走了不少弯路，但永远

都会有痴心不改的球迷们爱着它，永远都会
有孩子们带着梦想走近它。他们赢了就快
乐，输了就难过，一切都清澈而真实。他们的
初心，需要足坛管理者和从业者去用心呵护。

这次足球领域的反腐，着眼的不只是当
下，更是未来。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发现的系
统性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开展以案促改促
治工作，切实加强监督，推动相关单位深刻吸
取教训，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真抓实干。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久久为功，才能为中国足
球开辟出一块“干净”的绿茵场，开启一个生
机盎然的春天。

正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监督检查
室主任严维耀说的那样，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化冰融冰肯定有个过程。查

处足球系列腐败案件不仅仅是查处
那几个人，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查

处这个案子，推动足球领域生态
的改变，推动体育部门汲取教

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正
本清源，还绿茵场清朗

的生态。
据央视

延伸

还绿茵场
清朗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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