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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始出来！23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简称“中
足联”）在北京成立，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迎来标志性节点。足
球发展，联赛为本。新成立的中足联，会给中国足球发展带来怎样
的变化？这个新机构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

据新华社

体育A12 2025.1.24 星期五
责编：王振 美编：郝莎莎

23 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
合会（以下简称“中足联”）第一届
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
同志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中足联
的批复，这标志着负责中国足球
职业联赛组织运营的中足联正式
成立。

据介绍，2015年颁发的《中国
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出：

“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
业联赛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职
业联赛。”所谓的“职业联赛理事
会”，指的正是中足联。如今，中足
联的成立，正是对足改方案的具体
落实。

在23日的会议上，李克敏当

选为中足联理事长，杨旭、谷际
庆、刘雨、赵汐当选为副理事长，
沈睿当选为秘书长，徐万畴当选
为监事。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
表示，成立中足联是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面深化足
球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推进职业
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标志性工
作。要深刻认识推进职业联赛管
办分离改革的重要意义，正确处
理好管、办、督三者关系，以中足
联成立为契机，改变中国足协既
办赛又监管的模式，推动构建“管
办分离、职责明确、产权清晰、组
织完善、管理科学”的职业联赛管
理体制。中足联要坚决扛起职业

联赛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加快
转变职业联赛发展方式，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职业联赛，推动形
成足球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新
格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
职业联赛联合会章程》《中国足球
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
则》等文件，以及中足联申请成为
中国足协会员、设立中足联纪律
与道德委员会等事项。马宁、王
茂翔、文玉琳、卢晓岚、刘雨、刘劲
松、李克敏、李金羽、杨旭、吴志
东、谷际庆、沈睿、张正明、陈晨
曦、范兵、赵汐、贾蕾仕当选为中
足联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据新华社

中足联负责人介绍，中国足协
拥有职业联赛所有权和监管权，
将职业联赛管理政策制度制定权
限授予中足联，不再参与职业联
赛组织运营，主要通过对中足联
制定的职业联赛管理重要政策制
度进行备案审核、负责职业联赛
纠纷解决等方式，实现对职业联
赛的行业监管。

中足联拥有职业联赛的经营
权、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以会员
形式加入中国足协，在中国足协
授权下，负责组织和运营三级职
业联赛，包括负责制定职业联赛
发展规划、拟定职业联赛规模和

升降级制度、开展职业俱乐部注
册和准入、职业球员注册和转会、
纪律处罚等职业联赛有关工作。

以职业联赛纠纷解决为例，据
记者了解，未来中足联纪律与道
德委员会负责对职业联赛违规违
纪问题进行纪律处罚，如俱乐部
或球员对处罚结果不满，可向中
国足协纠纷解决委员会提出申
诉；如对纠纷解决仍不满，可进一
步申诉至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

虽然中国足协不再参与职业联
赛运营管理，但仍将负责联赛裁判
员选派、评议和处罚等管理工作，以
保持裁判工作的独立性和公平性。

有了中足联，中国足协的职责变了
推进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
革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明确提出，改进完善职业联
赛体制。2024 年 12 月 16 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足球振兴
发展相关工作，指出振兴足球是
建设体育强国的重点工作，要加
大力度落实各项政策举措，推动
足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国务
院推进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专班多
次召开会议，对推进职业联赛管
办分离改革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长期以来，我国足球职业联
赛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中国足
协对职业联赛“管、办、督”不分，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权力过
于集中，缺乏制约监督，导致职业
联赛问题丛生，既影响了联赛健
康发展，又形成了滋生腐败的温
床。近年来，体育总局、中国足协
坚持将足球改革和反腐一体谋划
推进，以打造“公平、干净、安全、
平稳、有序”的职业联赛为目标，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职业联赛综合
治理和系统施治，推动职业联赛
发展形成由乱转治的新局面，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有利条
件。全国足球界对推进职业联赛
管办分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体育总局、中国足协组织专
门力量深入开展调研论证，学习
借鉴欧洲“五大联赛”和日本、韩
国等国家先进经验，认真研究职
业联赛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问
题，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地方体育
行政部门、足协、职业俱乐部和专
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研究
制定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
分离改革实施方案》，为深化职业
联赛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的制度
安排。

在国务院推进足球改革发展
工作专班的部署推动下，在民政
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中足联正式挂牌
成立，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迈
出实质性步伐。推进职业联赛管
办分离改革是深化足球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的重要标志，是促进职
业联赛健康稳定发展的现实需
要，也是坚决铲除腐败问题、净化

足球行业风气的必然要求，有利
于推进职业联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职业联赛
在带动足球普及、吸引青少年、培
育足球文化、壮大足球产业、为国
家队培养人才等方面的战略支撑
作用。

未来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的
关系应该怎样定位？

答：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
的目标方向是要把职业联赛的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监管权与运
营权分开，关键是厘清中国足协
与中足联的职责定位，防止工作

“越位”“缺位”。为做好有关制度
设计，我们在深入调研、充分听取
职业俱乐部意见的基础上，研究
制定了《中国足协和中足联关于
职业联赛相关工作的职责清单》，
对双方的责权利作出了明确划
分。中国足协拥有职业联赛的所
有权和监管权，将职业联赛管理
政策制度制定权限授予中足联，
不再参与职业联赛组织运营，主
要通过对中足联制定的职业联赛
管理重要政策制度进行备案审
核、负责职业联赛纠纷解决等方
式，实现对职业联赛的行业监
管。中足联拥有职业联赛的经营
权、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以会员
形式加入中国足协，在中国足协
授权下，负责组织和运营中超、中
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包括负责
制定职业联赛发展规划、拟定职
业联赛规模和升降级制度、开展
职业俱乐部注册和准入、职业球
员注册和转会、纪律处罚等职业
联赛有关工作。为保持裁判工作
的独立性和公平性，学习借鉴国
际经验，并在充分征求职业俱乐
部意见的基础上，明确职业联赛
的裁判员选派、评议和处罚等管
理工作仍由中国足协负责。

中足联机构组建有哪些基
本考虑？

答：中足联将按照政社分开、
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组建
新的组织机构，包括会员大会、理
事会和三级职业联赛议事委员
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等专项委

员会以及秘书处等机构，并设立
监事。中足联理事会作为领导机
构，其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
和专业性。首届中足联理事会共
有17名理事，包括国务院有关部
门代表、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足协
代表、俱乐部代表、知名足球专业
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
同时，为加强党的领导，中足联将
设立党委，由体育总局党组统一
领导。下一步，我们将健全中足
联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内部治理
机构、权力运行程序和工作规则，
加强纪律约束，增强服务意识，形
成依法自主管理、科学民主决策
的新机制。

如何充分发挥职业俱乐部
的主体作用？

答：在完善中足联内部治理
结构过程中，我们充分尊重职业
俱乐部主体地位，健全俱乐部深
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
凝聚共识的机制，提高俱乐部在
职业联赛经营管理事务中的参与
度和话语权。一是作为中足联最
高权力机构的会员大会，主要由
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各俱乐部的
代表组成，负责研究中足联和职
业联赛发展有关重大事项。二是
在中足联理事会中提高俱乐部代
表的比例，目前俱乐部代表共 9
人，超过理事会的半数。三是设
立中超、中甲、中乙联赛议事委员
会，分别由各级职业联赛的俱乐
部代表组成，负责协商解决本级
联赛组织和运营过程中的常规事
务，对本级联赛的相关事务和重
大决策提出建议，提交理事会决
策。四是中超、中甲、中乙联赛议
事委员会主任作为中足联副理事
长，参加中足联理事长办公会，参
与研究处理中足联的日常工作。
五是兼顾各方利益，在与俱乐部
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公
平、合理的职业联赛商业开发和
收益分配体系。通过以上制度设
计，有效维护俱乐部的合法权益，
充分调动俱乐部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画出拥护改革、投身
改革、促进改革的最大同心圆，汇
聚共促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健康发
展的强大合力。

中足联带来怎样变化？
面临哪些挑战？

中足联在职业联赛中如何定位？

拥有经营权、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以下简称“中足联”）第一届会员大会23日在北京召开，标志着职业

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正式落地实施。这项改革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未来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的关系
如何定位？中足联负责人进行了释疑。

据新华社

问：

问：

中足联承载了足球界对于联
赛健康发展的太多期待，但中足
联注定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
药，管理体制改革也无法一蹴而
就解决职业联赛的多年积弊，新
生的中足联未来注定会面临重重
挑战。

中足联首要挑战是与时间赛
跑，距离2025赛季中超联赛开赛
只有不到一个月，留给中足联理
顺内部组织架构的时间相当有
限。受“金元足球”和“假赌黑”等
因素影响，近年来职业联赛形象
受损，品牌价值严重下滑。作为
中足联挂牌后的第一个赛季，
2025赛季对于重塑职业联赛品牌
形象至关重要。短时间内，中足
联既要确保联赛顺利过渡、平稳
运营，同时要着力展现新意，为职

业联赛发展争取信心。
中足联另一个当务之急是

“开源节流”，解决俱乐部生存难
题。目前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普
遍处于亏损状态，生存状况堪
忧。一方面，中足联需协调各方
按足改方案精神，探索提升联赛
转播版权价值、扩大俱乐部商务
开发权限等发展路径，同时制定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
俱乐部收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
完善限薪限投政策，推动俱乐部
降本增效，并在俱乐部关注的场
租费等一些问题上发挥作用，帮
助俱乐部减负。

万事开头难，期待中足联走
好第一步，逐步促进职业联赛健
康运营，从而让管办分离改革真
正推动中国足球发展。

中足联面临哪些挑战？

中足联突出俱乐部主体作用
据介绍，中足联包括会员大

会、理事会和三级职业联赛议事
委员会等专项委员会以及秘书处
等机构，并设立监事。

中足联的制度设计，旨在发挥
俱乐部主体作用。作为中足联最
高权力机构的会员大会，由52家
职业俱乐部代表和个别个人会员
组成，负责研究联赛发展有关重
大事项；作为领导机构的中足联
理事会，首届理事会共有17名理

事，其中俱乐部代表9人，超过理
事会的半数。

三级职业联赛议事委员会分别
由各级职业联赛的俱乐部代表组
成，负责协商解决本级联赛组织和
运营过程中的常规事务，对本级联
赛的相关事务和重大决策提出建
议，提交理事会决策。三级联赛议
事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中足联副理
事长，参加中足联理事长办公会，参
与研究处理中足联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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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办分离，中足联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