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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中小学排球氛围不断升温
校园排球联盟联赛参赛人数、比赛总场次均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谷苗） 随着上海市校

园排球联盟赛事日益增多， 申城中小学

的排球氛围不断升温， 越来越多学校开

展训练课程， 有效促进了排球运动的普

及和推广。 在近日启幕的 2018 年上海

市校园排球联盟联赛 （中小学组） 中，

来自上海市 65 所中小学的 116 支队伍

参与 U9、 U11、 U13、 U15 和 U19 男女

共十个组别的比赛， 参赛教练员、 运动

员人数达到 1400 余人， 赛事总场次达

到 300 余场， 均创历届赛事新高。

2018 年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联赛

（中小学组）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

海市体育局主办 。 在为期三周的赛事

中， 高质量的攻防对抗让参赛选手获益

匪浅， 由球员家长、 同学和老师们自发

组成的拉拉队也大呼过瘾。 校园排球比

赛的影响力已不仅局限于竞技， 也成为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的一种方式。

除为各参赛队提供展示舞台， 今年

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联赛 （中小学组）

也为学生裁判员搭建了实地培训、 交流

学习的平台。 来自 2018 年上海排球学

生裁判员培训班 （集训营） 的优秀学员

们在小学组比赛中登场执法， 理论联系

实际， 进一步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在 U9 女子比赛现场 ， 上海排球

“教父 ” 沈富麟也来观看孙女的比赛 。

他表示， 校园排球联盟联赛的举办， 对

于排球运动在基层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

非常好的作用 ， 让更多的孩子走出课

堂， 参加排球运动， 热爱排球运动。

一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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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举办权将只交给“实力派”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证实，为避免重蹈里约覆辙———

高额成本、 民意反对以及不稳定的

政治环境，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 曾经竞

争激烈的奥运会举办权成了 “烫手山

芋”， 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少人问津的窘

境。 去年， 国际奥委会 （IOC） 将 2024

年和 2028 年奥运会举办权 “打包” 授

予巴黎和洛杉矶。 从那一刻起， 奥运会

的未来归属， 注定只属于那些具有雄厚

综合实力和足够抗风险能力的 “实力

派” 大城市。

“为什么要把 2024 年和 2028 年举

办权都交出去？ 因为巴黎和洛杉矶这两

座城市是有能力的城市。” 上周， “体

育改革路·体育四十人” 系列之 《光荣

与梦想———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之路》

高峰论坛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 国际奥

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在主旨演讲中坦言，

“改革一定要面向未来， 一定是为了奥

林匹克运动更好地发展。 只有把奥运会

交给真正有能力的城市举办， 才能避免

让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面临挑战、 承

担风险。”

根据国际奥委会章程， 奥运会申办

程序一般提前九年启动， IOC 在对提出

申办的城市进行问卷评估后， 由执委会

提前八年选出候选城市， 再由全会提前

七年投票选出举办城市 。 这一流程在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中进行了一些修

改 ， 为的正是在 2017 年将 2024 年和

2028 年奥运会同时授予两个城市 。 这

意味着 ， 202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提前

11 年就确定归属。

“为此我们的确对章程进行了修

改，因为如果坚持采取以前投票选举、末

位淘汰的方式， 最后可能产生一个能力

不足的城市 ， 来承担举办奥运会的重

任。 ”于再清直言，“所以宁可修改章程，

也不能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的城市来办，

而使得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面临

风险。 事实上，这种风险已经出现过。 ”

于再清提到的“风险”，正是两年的

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因财政预算不

足、场馆无法按时完工、安保和交通等诸

多隐患，早在里约奥运会启幕之前，就被

预期“可能面临巨大失败”。 尽管最终巴

西人尽最大努力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但赛后持续的债务纠纷、贿选指控、场馆

利用等问题， 始终如阴云般难以消散。

“奥运会首次登陆南美大地” 的情怀，在

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出了几分不堪。

“当时有美国芝加哥、日本东京、巴

西里约热内卢和西班牙马德里四座城市

申办。在最后的竞争中，里约以超出马德

里 30 票的优势高票当选。”于再清表示，

遗憾的是这一投票结果并未换来理想结

局，“里约奥运会的举办结果不尽人意，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复杂问题未能解决。”

正是有了这样的教训， 一些原本有

意申办的中小城市纷纷主动退出， 以规

避奥运会举办权背后可能存在的种种风

险。 而国际奥委会在选择奥运会 （特别

是夏奥会） 举办城市时， 面对本就不多

的选项， 将国家和城市综合实力置于了

更为重要的位置。

“以前能办夏奥会的一些城市， 现

在可能已无力再办。 部分有能力举办的

城市 ， 又时常因内部问题无法形成合

力。” 于再清毫不讳言， 在 “能力优先”

的原则下， 中国的多座城市都足以成为

IOC 信赖的选择。 “在中国， 每一座举

办过全运会的城市都有举办奥运会的能

力， 也能集中力量办好奥运会。 我们举

办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14 年南京

青奥会， 还将在 2022 年举办北京冬奥

会 ， 在同一座城市举办夏奥会和冬奥

会， 将创造历史。 但我相信， 中国对奥

林匹克的贡献， 不只是过去和现在， 未

来还将有更大潜力。”

网球团体赛事深陷争议泥潭
戴维斯杯改革在即 网球世界杯又将问世

马胡与赫伯特搭档在第三场男双比

赛中力挽狂澜， 为法国队在今年的戴维

斯杯决赛中暂时 “续命”， 但好运仅此

而已， 西里奇在昨天举行的第四场较量

中轻取普伊， 帮助克罗地亚以大比分 3

比 1 击败法国， 捧起冠军奖杯。 没有大

牌球星、 单打对决缺乏悬念， 比起决赛

本身， 这项拥有百余年历史的网球团体

赛事在争议声中结束了改革前的最后一

战。

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在今年下

半年通过戴维斯杯改革方案 ： 下赛季

起， 将取消决赛阶段的主客场制， 并将

赛程缩短到 11 月的一周内。 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网球协会均表达了不满， 澳大

利亚网协在声明中称改制带走了球迷的

乐趣， 法国名宿诺阿则直言 “戴维斯杯

灵魂不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际

男子网球协会 （ATP） 不久前宣布将于

2020 年初举办由 24 支队伍组成的 ATP

网球世界杯， 同样以国籍为分组标准，

且赛制与戴维斯杯类似。 两项团体赛事

对峙的格局浮出水面， ATP 的条件更诱

人———赛事预计安排在澳网前， 且冠军

成员最多可获 750 个积分奖励； 戴维斯

杯虽奖金更胜一筹， 但时间安排在球员

尤为疲惫的赛季尾声， 亦无职业积分做

担保。

现役球员对戴维斯杯的不满由来已

久， 团体赛事无疑给本就繁重的赛季增

加了压力， 改革也难以缓解异议。 改制

前， 戴维斯杯约四周的赛程分散在一年

内， 大牌球员频频退赛。 刚夺得年终总

决赛冠军的小兹维列夫便毫不客气地以

需要休整为由拒绝了明年的戴维斯杯，

“我坚信其他网坛好手也不会参赛。” 德

约科维奇认为， 戴维斯杯和网球世界杯

相隔仅六周， 会使得球员们身心俱疲，

也不利于网球运动长久发展 。 同时 ，

ITF 规定运动员必须在奥运周期参加至

少两场戴维斯杯比赛， 否则将无法征战

奥运会， 这无疑激化了矛盾。 英国新星

埃德蒙德的教练罗森格伦上周末透露，

德约科维奇发邮件希望球员们能联合抵

制该项规则。

虽然费德勒曾表示， 大多数球员其

实很享受组队参赛的过程 ， 但必须承

认， 对于偏向于个人运动的网球， 设置

团体赛事原本就显得有些鸡肋。 ITF 主

席霍格蒂在接受路透社采访表示， ITF

与 ATP、 赞助商、 部分球员已进行了详

细交流 ， 戴维斯杯与 ATP 网球世界杯

达成合作并非绝无可能， 而他们将在明

年 1 月就此展开进一步商榷。 但无论是

合作还是对峙， 关于网球团体赛的争议

似乎短时间内仍不会消解。

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 2018 年中

国足球协会技术发展大会昨天在上海落

幕， 来自国际足联、 法国足协、 比利时

足协、 英格兰足总的专家代表， 以及中

国足协、 会员协会及青训中心、 职业俱

乐部的教练员等 500 余人参会。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俄罗斯世界杯

及青训发展”， 主要围绕 “通过分析俄

罗斯世界杯和欧洲足球强国成功之路探

讨当前世界足球发展趋势 ”、 “法国 、

英格兰、 比利时的足球精英青训体系与

青少年足球培养”、 “中国足球青训体

系建设的现状、 方向与未来， 以及中国

足球教练员体系建设与精英教练员培

养” 三个方向展开， 旨在了解和学习当

前世界足球技术发展最新趋势， 借鉴世

界足球强国成功经验， 进一步提高我国

足球执教人员技术水平。

会议中， 国际足联培训总监尤杰维

奇、国际足联比赛分析专家洛克斯顿、法

国国家队助理教练斯蒂芬、 中国足协技

术总监（原比利时足协技术总监）普维尔

德等专家进行了演讲， 与参会人员共同

探讨足球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谷苗

四顶“帽子”虽好，执行监管却难
U23 新政渐失声音，中国足球财务新政又箭在弦上

一是限定俱乐部投资人注资的 “注

资帽”， 二是限定球员薪酬收入的 “工

资帽”， 三是限定单场比赛奖金的 “奖

金帽”， 再加上限定单笔转会最高费用

的 “转会帽” ———当中国足协即将施行

中国足球财务新规的消息于上周见诸媒

体后， 这四顶 “帽子” 立即掀起了舆论

热议。

“工资帽”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并不

陌生。 早在 1999 年， 中国足协便曾作

出球员月薪不得超过 1.2 万元、 单场赢

球奖金不得超过 40 万元的 “限薪令”，

但收获的效果几乎为零， 甚至由此诞生

了大量的 “阴阳合同”。 新 “帽子” 的

限额应如何确定， 以往盛行的 “阴阳合

同” 该如何监管， 出现违规情况后该如

何处罚？ 在大部分人看来， 财务新政与

此前的 U23 新政都有一个正面的出发

点， 但如何合理制定细节， 如何进行有

效监管， 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何监管始终是一个难题

中国足坛不乏恒大、 上港和苏宁这

样敢于一掷千金的豪门俱乐部， 这种简

单粗暴的方式可以取得一定的短期效

果， 但很难符合长期发展规律， 尤其在

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收入仍相当有限的

情况下。 也正因为此， 这一新规获得了

大部分俱乐部的肯定。 《信息时报》 在

报道中援引某俱乐部投资人的话写道：

“金元足球本来就不符合足球的规律 ，

这几年中超的投入已经偏离正常的发展

轨道， 希望足协的系列综合治理措施能

帮中超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 此外，

不少有天赋的球员收入过高， 导致上进

心缺失， 高收入也成了阻碍中国球员向

更高水平联赛发展的重要原因。”

虽然大多数俱乐部表示欢迎， 但大

家的担忧也是一致的， 那就是如何进行

监管， 防止 “军备竞赛” 暗中上演。 新

华社在报道中表示： “包括 ‘工资帽’

在内的一系列财务政策即将推出， 将让

中国职业足球进入新阶段。 一方面， 这

是有效维护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抓手，

如 ‘一只有线的风筝’， 另一方面则要

面临做好监管 ， 警惕那些下有对策的

‘花招 ’。 不久前的 U23 新政 ， 不少场

次成为了年轻球员踢个 15 分钟的走过

场， 或多或少影响了新政的实施。 而在

财务方面， 手段可能会更加复杂。”

《足球报 》 同样在报道中提出 ：

“中国足协不断强调出台俱乐部财务监

管规程， 加大对俱乐部财务审查和监管

力度， 严格规范管理球员劳动合同， 严

厉打击签字费、 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等

行为。 但实际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类似的现象层出不穷， 中国足协到目前

为止都难以做好有效的监管 ， 如何监

管， 决不能仅仅放在口头上、 文件上，

而是要做到实处。”

与以往相比， 这一次足协似乎在监

管方面下了更大的决心 。 《北京青年

报》 在报道中援引足协相关负责人的话

写道： “足协已经研究和完善了相关政

策和措施， 例如采取加强对俱乐部和球

员的教育宣传， 签署诚信承诺书； 与税

务部门配合， 要求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税

前工作合同， 并按时足额缴税； 公开俱

乐部财务情况， 统一球员薪酬发放的银

行账户 ， 加强俱乐部合同的备案审查

等 。 同时 ， 在下一步的财务监管工作

中， 中国足协将进行多部门跨行业联合

督查， 坚决整治职业联赛中俱乐部与球

员签订 ‘阴阳合同’ 逃避监管的顽疾。”

重签合同成为最大争议

除了四顶 “帽子” 之外， 媒体披露

的足协财务新规中的另一条规定引发了

极大争议———“2019 赛季所有国内球员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薪酬待遇按税前金

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

“澎湃新闻” 在报道中明确表态，

“中国足协作为行业协会， 并没有权力

中止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已经成立的劳动

关系。 如此一来， 俱乐部和球员如何协

商 ， 也将是新政后续的最大疑问 。 ”

《西安晚报》 在采访律师后写道， “球

员跟俱乐部之间是劳动关系， 合法有效

的合同应该继续履行， 如果因为政策的

改变而需要重签 ， 首先违背了契约精

神， 更重要的是违反了 《劳动法》。 认

定一个合同无效， 首先是这个合同本身

是违法的， 解除原有合同必须要根据合

同规定及 《劳动法》 规定进行， 如果强

制球员重签合同 ， 当事球员有权根据

《劳动法》 进行上诉。”

除此之外， 关于下赛季重新签订合

同还存在着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如何对

待外援的有效工作合同。 “腾讯体育”

认为， “只与中国球员重签合同， 而外

援却不用重签 ， 这种操作是否存在歧

视？ 如果规定外援重签合同， 外援恐怕

要把中国足协告上国际足联。 因此， 重

签合同这个操作是否违规， 恐怕并不需

要讨论了。”

同时， 由于中超的超级外援们都身

背着天价合同， 如果下赛季就开始执行

新规中的 “注资帽” 和 “工资帽”， 恐

怕拥有这些外援的俱乐部要避免违规，

只能低价出售麾下明星 ， 或与他们解

约， 这同样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损失， 甚

至可能击穿 “注资帽” 的限额。 部分海

外媒体正是从这个角度关注有关中国足

球财务新政的话题， 《罗马体育报》 就

断言， “佩莱、 奥斯卡、 保利尼奥、 胡

尔克等大牌球员就该准备收拾回家的行

李了。”

11 月 27 日至 29 日 ， 中国足协将

举行职业联赛会议， 与中超、 中甲和中

乙俱乐部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一起讨论球

员转会费、 球员薪资及奖金等问题， 并

正式下发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

务监管规程》， 推出 2019-2021 年职业

足球俱乐部财务监管配套标准。 可以想

见， 届时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争议绝

不会随之消失。

■本报记者 陈海翔

2021年跆拳道世锦赛落户无锡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近年来成功

举办了击剑世锦赛、 斯诺克世界杯等国

际赛事的无锡市， 又将迎来另一项重量

级国际单项赛事的落地。 在上周于阿联

酋召开的世界跆拳道联盟全球执委会会

议上 ， 无锡从四座候选城市中脱颖而

出 ， 以全票通过的绝对优势获得 2021

年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举办权， 成为继北

京和香港后， 第三座举办这一代表着跆

拳道项目世界最高水平赛事的中国城

市。 届时， 将有来自近 200 个国家和地

区的逾 2000 位运动员参赛。

自去年起， 无锡市就与世界跆拳道

联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除举

办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 世界

跆拳道团体世界杯锦标赛等高规格重点

赛事， 无锡市还在设立世界跆拳道 （无

锡） 中心的同时， 建立了中国跆拳道国

家队无锡训练基地。 此外， 目前正在规

划中的还有世界跆拳道大学等重点项

目。 其中， 作为世界跆联改革的重要举

措， 全新创立并永久落户无锡的世界跆

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极大地挖掘了跆

拳道赛事的商业价值。 赛事为提高观赏

性和普及性试行的一系列新规， 部分已

成为世界跆联旗下赛事的正式规则。

这段密切合作， 为无锡市全面筹备

2021 年跆拳道世锦赛提供了宝贵经验。

据计划， 无锡市还将筹划建设一座全球

领先的搏击场馆作为 2021 年跆拳道世

锦赛的场馆， 这也将成为无锡太湖新城

大力发展体育健康产业的一个亮点。

体彩大乐透奖池首次突破68亿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体彩大乐透第

18138 期上周六开奖， 全国开出一注头

奖， 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 当期开奖

结束后， 68.20 亿元滚存至今天开奖的

第 18139 期， 这是大乐透奖池首次突破

68 亿元大关， 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体彩大乐透第 18138 期全国共销售

2.35 亿元 ，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8479 万元 。 前区开出号码 “01、 23、

24、 28、 33” ， 后区开出号码 “ 04、

05” 。 前区号码分布范围较广 ， 其中

“23、 24” 以连号形式搭档开出， “23”

复制上期 （第 18137 期） 奖号， 该号于

最近七期之内开出四次， 大热； “24”

为之前前区冷号， 曾有 29 期没有露面。

后区的 “04、 05” 为一对小号、 连号组

合， 其中 “05” 为隔期开出号码。

当期唯一一注千万大奖出自江苏苏

州， 中奖彩票为一张五注 10 元投入的

单式票， 其中一注号码击中头奖。 因中

奖彩民未采用追加投注 ， 无缘单注

1600 万元追加封顶头奖。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市民足球节明星赛开踢

本报讯 作为上海市民足球节的压

轴大戏，由成耀东、朱琪、刘军、卞军等沪

上足坛名宿组成的上海全明星队昨天来

到张江哇咔足球公园， 接受世纪联盟明

星队的挑战， 比赛在拉近足球明星与普

通市民距离的同时， 也为现场观战的球

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绿茵对决。

上海全明星队主帅成耀东表示， 如

今中国足球发展的大环境很好， 大家有

义务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来进一步烘托

草根足球氛围， “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

水平有多高， 取决于民间的群众基础有

多深厚， 我们都很希望走入这样的草根

赛事， 与业余足球爱好者们进行交流，

也相信这样的活动一定能够吸引更多人

走进球场， 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

（陈海翔）

奔驰王朝的统治依然无人可撼
2018赛季F1收官战汉密尔顿夺冠

又一次， 汉密尔顿与奔驰车队早

早锁定了年度最佳车手与车队总冠军

的位置， 留给 2018 赛季 F1 收官战阿

布扎比站的悬念， 只剩下了车手积分

年度第三的归属。 比赛的结果仿佛这

一整个赛季的写照， 汉密尔顿一骑绝

尘夺冠， 法拉利车手维特尔紧随其后，

而因赛车故障退赛的莱库宁则惊险保

住了年度第三的位置。 只不过， 这一

切或许根本就不重要。

未来， 回想起这一年的亚斯码头

赛道 ， 值得被记住的唯有故人的告

别———这一站后， 莱库宁与法拉利车

队间的恩怨情仇就此划下句点， 早已

不在车队计划中的 “冰人” 将在车手

生涯的起点索伯车队度过在 F1 的最

后时光；阿隆索的离别更为彻底，已有

足足四年未能站上领奖台的“头哥”，将

在 WEC（世界耐力锦标赛）与印地 500

的世界里去追寻久违的胜利。

有人离去， 亦有人到来。 即将到

来的 2019 赛季， 熟悉的战袍下终将出

现陌生的面孔， 但在新时代到来之际，

奔驰车队建立的统治却依然没有被打

破的迹象。 德国车队有着睥睨围场的

赛车性能， 也有着全世界最佳的车手

组合。

失去悬念， 是可怕的事情。 在 F1

的世界里， 从来没有不可撼动的王朝，

2013 赛季实现四连冠霸业时， 红牛车

队也曾如同今日的 “银箭” 般不可战

胜， 却在一年后迅速走下神坛。 只不

过， 时代的更替需要契机。 “好” 消

息是， “银箭” 已连续五年夺得车队

总冠军了 ， 追溯过往历史 ， “王朝 ”

差不多该到落幕时刻 。 至于坏消息 ，

对于急需重新洗牌找回悬念的 F1 车

坛， 技术改革是最好的契机， 但到下

一场涉及赛车机械性能的技术改革 ，

还有两个完整的赛季需要度过。

在标志着一级方程式运动新转折

点的 2021 赛季到来前 ， F1 决策层不

会无动于衷。 根据德国媒体 《汽车运

动》 披露的细节， F1 策略小组一直在

研究全新的积分制度。 通过让所有完

赛车手全部获得积分的方式， 缩小各

车队间实力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的现象，

并试图通过让制造最快圈速车手获得

额外积分的方式， 弥补小车队在赛车

稳定性方面的不足。 然而， 从另一角

度来看， 这一改革却也意味着第一集

团车队将拥有更高的容错率， 少数分

站赛的失利并不会使其蒙受太多的

积分损失 。 要撼动这些车队的地位 ，

只会更难。 更何况， 在奔驰车队的赛

车性能不可撼动、 汉密尔顿与博塔斯

又尚处巅峰的情况下， 想要终结 “银

箭” 的独舞， 仅仅依靠改变规则， 难

有质变。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汉密尔顿和奔驰车队毫无悬念地再夺总冠军， 阿布扎比的夕阳也许只是预示着故人们的离去。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