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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数据分析法,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相关理论,基于效率与公平的

视角,梳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历程。结合现行制度下足球联赛绩效现状,对联赛制度变迁的

应然环境进行剖析,继而从青木昌彦提出的制度的三种历时联动机制出发探讨联赛制度的优化路径。
发现:库兹涅茨曲线可用以解释我国职业体育领域收入分配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未来职业足球联赛

制度改革指明了可能的方向;职业足球俱乐部竞技实力有限,职业足球联赛可竞争性不足,而制度失

衡是联赛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未来应从完善市场体系和促进联赛参与主体协同方面培育中国职业足

球联赛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优化路径包括: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利用制度联动效应引导联赛市场竞

争机制不断完善;创新制度互动模式,以制度联动机制再造和制度派生效应弥补非正式制度自发运行

中的缺陷;形成更高层次制度互鉴,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孵化出我国特色职业联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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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是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而共

同富裕的本质是推动效率与公平统一。2015年,
国务院发布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从

优化顶层设计、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职业联赛体

制、完善职业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等多方面对

职业足球联赛进行改革[2]。自此之后,限薪、引

援、转会等一系列制衡俱乐部间关系的政策不断

颁布,标志着中国足球管理层对公平与效率进行

平衡的意识不断增强,促进竞争的理念得到联赛

各利益主体的普遍认同。但现有非中性化制度体

系依然无法对联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进行有效指

导和规范,制度失衡现象仍客观存在。而俱乐部

频陷欠薪风波、联赛面临崩溃危机的根源就在于

联赛制度演化失衡导致了其内部结构、体制机制

和增长方式出现问题[3],从而造成职业联赛市场

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决定着效率。

要建立足球市场发展长效机制,中国足球必须摒

弃制度 “复制”,摸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职业联

赛制度体系。学者们已就职业足球制度变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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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价值的研究。例如,黄华从法学视角对我国

职业足球转会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足

球转会中的利益分享机制是足球改革的重点[4];
杨天翼分析了欧洲足球转会制度的演进历程,认

为制度的变迁是市场需求诱导与政府强制供给之

间不断平衡的结果[5]。近年来,有些学者逐渐认

识到竞争公平与效率价值理念对于联赛制度改革

的重要意义。例如,杨献南等人基于演化博弈

论、自组织理论研究了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历

程及主要问题,认为制度改革应以公平正义为总

目标,并提出了建立制衡架构、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等建议[6]。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力求在以下方

面有所建树:第一,在以往文献主要以职业足球

转会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对

联赛整体市场制度体系进行研究,并考察其嬗变

历程;第二,引入库兹涅茨曲线以检验当前我国

职业足球联赛效率与公平关系演变所处的具体阶

段,对相关研究提出的足球制度改革中应 “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予以实证支持;第三,
主张从完善市场体系和促使联赛参与主体协同方

面培育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

出相应的推进路径。

1 联赛制度变迁和其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1.1 制度变迁的根本逻辑与价值取向

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

阶段均有体现,人们对于二者关系的认知也随

历史演进而动态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派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将效率与公平看作对立的两方

面,并由此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甚至走向了

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哈佛学派以追求完全竞

争市场为目的,主张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

的公共政策;新自由主义学派甚至主张市场应

完全自由竞争而不受政府干预。就我国而言,
党和政府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

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原则,不断探索收

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逐步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理论。
财富分化源于地理因素与初始禀赋的差异,

并在其积累与传承中得以强化。在自由市场经济

中,初始禀赋不同代表着个体间在生产要素投入

上具有差异性,从而导致其竞争机会不平等,收

入差距也就无法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影响着

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也加速了社会矛盾激化,但

计划经济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完全平均分配方式

也非正解。探寻效率与公平的真谛就是探索二者

之间适宜的 “度”。就职业联赛而言,其制度变

迁的本质就是寻找这一 “度”的过程。
缩小行业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是

实现共同富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重要内容。
职业联赛方面的研究表明,在集体项目中,收

入分配不公会对联赛成绩造成巨大的负面效

应,即使是明星球员的成绩也会受此影响。这

一结论背后的逻辑是,对于集体合作性质的职

业联赛来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势必影响低层

收入群体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力量离散加

剧;同时,因各球队收入差距造成的优质球员

在球队之间分配不均则会造成联赛失衡,进而

降低一般球队参赛的积极性。按照以上逻辑,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之所以出现前期制度供给失

准、球队实力分层态势明显、内部球员薪酬两

极分化严重等不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

为没有在收入分配中兼顾好效率与公平。

1.2 联赛制度变迁对其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机制

为厘清联赛制度影响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机

制,我们借助丁烈云建立的均衡函数进行假设分

析[7]。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将联赛总效

用设定为效率与公平的函数;在这一函数中,假

设效率与公平具有替代关系,且其边际替代率递

减,可建立如下函数:

U=F (E,J) (1)
式 (1)中,U 代表联赛总效用,E 代表联赛效

率,J 代表联赛公平性。
由于联赛总效用并不是联赛各类资源投入的

简单加总,而是各制度协调配置的结果,因此,
有别于以往较为简单的资源累加参数模型,我们

将各制度作为各类生产要素在配置过程中的系

数,并据此来解释联赛制度变迁对其总效用变化

的影响机制。相应的具体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F (E,J)=I1R1+I2R2+……+
InRn (2)

式 (2)中,I代表社会制度,I1、I2……In 代表

在社会某一生产要素配置中用以协调收入分配效

率与公平关系的各项制度;R 代表生产要素,

R1、R2……Rn 代表联赛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
基于以上模型,考虑到制度消长具有一定的

生命周期性特征,我们将阐释生命发展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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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模型进行类推和延展,用于分析制度变迁

影响联赛效率与公平的机制:职业联赛在各制度

作用下形成了一种螺旋结构,这种螺旋结构链的

客观载体是联赛产业中各种资本、技术、管理、
劳动、信息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横向

与纵向联结则有赖于相应制度的作用。该制度螺

旋模型横截面如图1所示。

图1 制度-要素-效用多螺旋制度链模型

在图1中,各曲线分别代表相互作用的资

本、技术、管理、劳动、信息等生产要素制度

链,所有生产要素都依靠各制度横向和纵向连

接,紧密围绕联赛总效用协同联动发挥作用。
由式 (2)和图1所示的联赛总效用模型可

知,联赛总效用水平提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调

整和制度演变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生产要素调整

的作用只是一时的,而制度演变的作用是持久

的,因此联赛总效用的提升,最终还是要借助制

度变迁来实现。基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根据联

赛制度改革前后的总效用变动状况分析联赛制度

变迁对其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在改革之前,我国

职业足球联赛处于平均主义的低效率公平制度之

下,联赛发展的主要矛盾为落后的联赛产品供给

能力与提高联赛总效用的强烈需求之间的巨大差

距。依据以上联赛总效用函数,其效用提升主要

体现在提高效率和增进公平两方面,而此阶段由

于联赛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公平对于效率的边际

代替效应很小,更多地增加公平并不会带来等量

的联赛效用提升。因此,联赛总效用的提升必须

依靠效率的提高,这亦是后来联赛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理念的缘起。在改革之后,联赛效率

的提高带动了其总效用的提升,但这种改善却是

以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代价的,
因而人们对于联赛公平的诉求愈发强烈。在这种

情况下,联赛中效率对于公平的边际代替效应变

小,因而未来联赛总效用的进一步提升,势必要

求在继续提高联赛效率的同时强化公平增进制度

对联赛发展的调整。

2 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导向下的职业足

球联赛制度变迁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

化的关系呈倒 U型曲线走势。我们将该曲线引

入职业体育领域,通过对比历年来反映我国整体

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与反映职业足球联赛收

入差距的竞争性平衡指数状况,分析联赛在效率

与公平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2.1 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平

衡发展趋势比对

在职业足球联赛中,收入差距与俱乐部的竞

争实力高低息息相关。为验证我国职业足球联赛

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契合性,我们将对我国的收入

差距与职业俱乐部竞技实力差距进行对比实证。
以 我 国 基 尼 系 数 和 联 赛 竞 争 性 平 衡 指 数

(HICB)分别作为反映我国收入差距和职业足

球俱乐部实力差距的具体指标,其中 HICB 反

映的是联赛的产业集中程度,是通过对联赛的赫

芬达 尔-赫 希 曼 指 数 (HHI)修 正 得 来 的。

HHI的具体计算公式为[8]:

HHI=∑
N

i=1

WinSi

G




 




 2 (3)

式(3)中的i代表某俱乐部,N 代表联赛中俱乐

部的数量,WinSi 代表某俱乐部的获胜场数,G
代表给定赛季的所有俱乐部获胜场次之和。在评

价职业体育联赛竞争性平衡时,HHI 为俱乐部

获胜场次数量占整体比重的平方;俱乐部竞争性

平衡会随着HHI的增大而减弱,当HHI值为1
时代表俱乐部间实力极度悬殊[9]。学者们在研究

实践中对 HHI进行了修正而得到HICB,其计

算公式如下:

HICB=
HHI

(1
N
)
×100 (4)

式 (4)中,如果 HICB 大于100,即表示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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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竞争不均衡。为使以上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得

到更为直观的反映,我们采用了其增长率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图2显示,改革初期我国职业足球

联赛实力差距水平与我国市场化改革下的收入分

配差距变化走向基本吻合,表明我国职业足球制

度变迁趋势与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导向下的

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趋势基本一致;但是2012
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被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而职业足球联赛实力差距变化依然呈现较大

波动。由图3和图4对比进一步看出,2012年

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稳步缩小,而职业足球俱乐

部实力差距却不断扩大,这反映出职业足球制度

变迁明显偏离或滞后于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

导向下的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
由以上分析可知,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对我

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演化规律的阐释在很大程度

上是合理的。且图4显示,近年来我国职业足球

俱乐部竞技实力差距仍处于其倒 U型曲线的左

侧上升阶段,表明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在现行制度

下的可竞争性不足问题依然严重,这也从一个侧

面为联赛整体绩效低下提供了佐证。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21)》和中国足球协

会官方网站。

图2 我国基尼系数与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

平衡指数整体走势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21)。

图3 2012年后我国基尼系数发展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足球协会官方网站。 

图4 2012年后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竞争性平衡发展趋势

2.2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

迁分析

由上可知,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社会总

体制度变迁紧密相关。联赛制度与绩效之间表现

出的鲜明因果关系,反映出当下我国职业足球联

赛制度尚存较大缺陷。下面我们将结合我国市场

化改革的背景,对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过程做

进一步梳理阐释。
第一阶段:1992—2002年。党的十四大强

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党的十 五 大 提 出 将 “效 率 优 先、兼 顾 公

平”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并长期

坚持。当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

两极分化问题也迅速凸显。在职业足球联赛方

面,1994年甲 A联赛的开幕,标志着我国足

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了实质性进

展。以转会制度为例,在市场化改革初期,球

员交易缺乏正式的制度约束,当时过度关注效

率的制度安排导致市场主体缺少更有利于联赛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意识。在不成熟的制度体系

下,球员自由交易致使联赛竞争失衡加剧。该

阶段,移植于欧洲的职业联赛制度在我国受到

计划经济意识的强烈排斥,行政干预下的强制

性制度变迁导致了联赛市场主体错位,也造成

了甲A联赛市场制度供给偏离了其市场基础。
第二阶段:2002—2012年。党的十六大在

分配制度方面进一步提出了 “初次分配注重效

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方针。这一阶段,政府

对贫富差距问题日益重视,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领域不断发挥行政干预的调节作用,使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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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差距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在职业足球联赛

方面,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正式亮相。足

球管理层对联赛竞争性平衡有了初步认识,开始

推动联赛由追求效率主义下的自由发展向重视公

平竞争下的健康成长过渡。联赛市场中的体制性

障碍被不断清理,相应的市场制度体系也初步建

立。但是,由于当时核心权力在联赛改革过程中

并未被真正下放,各项具体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仍然表现出许多缺陷。第一阶段的联赛制度供

给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制定更多的政策加以弥

补,而制度的自我强化惯性则造成行政力量对联

赛运营 “嵌入”得更深。该阶段,职业足球联赛

竞争性平衡程度在强制性制度干预下有所提升;
但联赛市场发展仍然缓慢,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

增多,造成了交易成本上升,并最终导致了联赛

整体效率持续下滑。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着重

强调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

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

第三次分配作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 “分
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

体系。”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于通过优化三

次分配多渠道促进共同富裕,彰显了我国收入分

配政策的重心已由注重效率向重视公平倾斜。正

是在以上政策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得以全面消除

绝对贫困,基尼系数也被控制在了适度范围内并

稳步降低。就职业足球联赛而言,在2015年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引领下,我国

职业足球联赛发展日渐步入正轨,运营效率不断

提升。但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难以推动职业足球联

赛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相关制度体系不

健全问题仍是重要掣肘,而价格机制失灵则导致

了俱乐部竞争失衡加剧。该阶段,职业足球联赛

制度变迁远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进程,新的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要素分配制度体

系亟待构建。在这种背景之下,必须进一步正视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更

好发挥制度引导作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对

促进职业联赛公平给予足够重视,加快推进我国

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在

协调公平与效率上做到有的放矢。

3 制度变迁的基本形态

技术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在于人类个体的

非完全理性和理性的可增长性。此规律同样适

用于阐释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命

周期,因而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提升,旧有制

度也会被替代,从而引起制度演进。实质上,
社会变迁就是多领域制度以各种形态变迁的复

合体,而社会则是由错综复杂的制度综合而成

的有机体。这意味着制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如果将抽象化的制度概念与具有实体

性质的产业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发现制度之间

也存在着产业般的前后关联和主次关系,而这

些制度之间的互动也需要 “人为机制”干预。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将基于青木昌彦提出

的三种制度历时联动机制,对职业体育制度互

动变迁的过程进行刻画[10]。

3.1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效应迭代

制度之间并非单向联结,各种制度会在相互

影响下不断迭代,且由于不同领域的制度具有异

质性,其迭代周期也大不相同。从横向维度的各

种制度来看,一些迭代较快的制度会对反应较慢

的制度产生一定带动作用。在新制度的影响下,
旧制度演化的速率得以改变,从而促进制度的整

体演变。具体到我国职业足球领域,体制改革会

对其他制度的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如2015年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发布就加快推

进了联赛人力资源管理、市场管理等制度的健全

和完善,加速了足球领域劳动人才的聚集和产业

资本的集中。

3.2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机制再造

制度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在互动中内生而成

的,这意味着制度间的联动机制是具有一定弹性

的。在特定情况下,当存在联动关系的制度无法

以原有模式与新生制度耦合时,或新生制度无法

适应原有的制度环境时,制度间的关联机制就可

能发生异化,从而引致制度间的联动关系在创新

中实现演进。例如,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

的相关制度引领下,国内足球队在20世纪90年

代实现了由省市体工队形式向职业俱乐部形式的

蜕变,其资源配置方式也由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

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

3.3 职业体育制度的联动制度派生

除以上两种途径外,当新旧制度或两种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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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遭遇突变或冲击以致不能继续维持既有关系

时,不同制度之间的互动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

度———派生制度来进行弥合。派生制度可以理解

为两种原有联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

态,当 “母制度”之间恢复有效联动之时,派生

制度 (子制度)就会或淡出或以其固有形态遗存

下来。这一规律从与职业足球联赛演化进程相伴

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消长中可以得到印证:联赛利

益共同体的建立扩大了联赛市场,也缩小了各竞

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而竞争造成的矛盾激化则需

要更多的制度去规范;日益增加的制度难免在各

领域发生交叉和冲突,致使联赛制度重叠、矛盾

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制度之间难以有效协调的

状况下,一些派生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在联赛

改革初期实施的 “政企不分”管理体制,便是由

制度互动失序催生的一种派生制度,而这种体制

也成了后来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路上的一大障碍。
由以上分析可知,联赛领域内各项制度间的有序

互动,是联赛实现内部均衡的先决条件;而竞争

性平衡格局的形成,则是制度互动有序的最终

反映。

4 制度失衡下职业足球联赛绩效现状

在分析了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过程及

其与联赛绩效的关系后,进一步对联赛制度失衡

下存在的缺位、越位和异化问题影响其绩效的现

实状况进行剖析,以对制度变迁影响联赛绩效的

内在机制进行检视。

4.1 制度失衡致使联赛 “伪职” “先衰”,整体

竞争力低下

企业竞争力是市场竞争力的根基。根据市场

生命周期理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尚未达到

成熟及衰退阶段,却呈现出西方职业联赛发展中

后期的竞争失衡态势,而其 “伪职” “先衰”状

况折射出的则是联赛整体竞争力不足。例如,在

2021年联赛的8场比赛中出现了3场0比0的

比分,且其涉及的3支队伍均是夺冠热门球队;
而在同年的欧洲杯51场比赛中,仅出现了2场

0比0的比分,其激烈程度的差距可见一斑。广

州队原归化球星埃尔克森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相比于他之前参加过的巴西联赛,我国职业足球

联赛水平明显偏低。在巴西联赛的20支球队中

有17支具备争冠实力,因而几乎每场比赛都进

行得特别激烈,每个赛季都不知道冠军花落谁

家[11];而中超冠军仅有几支球队有实力去争夺,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竞争水平低下的客观

现实。

4.2 制度缺位致使联赛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效

益持续偏低

囿于足球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失衡,我国职业

足球联赛的投入规模增速与其制度供给水平并不

匹配。从资本投入来看,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

的持续提高,包括职业足球联赛固定资产投资在

内的我国体育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如图5所示,2004—2020年我国体育类固定资

产投 资 年 均 增 速 为 22.3%,远 高 于 同 期 为

17.3%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侧面反映出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资本投入规模扩张迅猛。从

劳动投入来看,2019年中超球员薪资水平相当

于日本J联赛球员平均工资水平的5.8倍和韩国

K联赛球员平均工资水平的11.67倍;我国职业

足球联赛的总投入分别是日本J联赛和韩国 K
联赛的3倍多和10倍多[12]。从中可以看出,我

国在职业足球联赛方面的劳动投入规模增长

迅速。
然而,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我们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市场体系不完备和供给机制缺陷还是

在我国职业足球联赛中客观存在的,“投资热但

消费凉”、职业俱乐部频繁易主、各生产环节及

利益主体间矛盾激化、资本无序扩张失范等问题

在我国足球市场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13]。可以

说,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这种高速增长的投入,实

质上是资本非理性行为造成严重 “内卷”的集中

表现。资本的逐利特征注定了其偏离帕累托法则

的必然走向。正因如此,职业足球联赛中资本相

关利益主体博弈的非中性会破坏帕累托最优格局

的演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联赛规模效益的

过度 “饱和”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以上弊端愈发凸显,多家中超足球俱

乐部被爆欠薪、多家顶级球队因财政危机解散、
外援持续出走等现象就是明证。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足协出台了 “限薪令”“俱乐部名称中性化”
等一系列政策,旨在以宏观调控手段引导联赛的

投入规模合理化,并试图以断腕之阵痛换取职业

足球联赛的长远利益,但收效甚微。基于以上背

景,在缺乏有效制度供给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

提高与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的萎靡形成了鲜明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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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图5 2004—2020年我国体育类固定资产投资

4.3 制度越位致使联赛投入冗余、产出不足,
综合效率状况不佳

  由于存在制度越位情况,我国职业足球联赛

的投入和产出分别存在严重的冗余与不足问题,
从而影响了其综合效率表现。在投入方面,相对

于冬窗转会支出,俱乐部的球员薪资和总赞助投

入冗余较多: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职业足球

球员薪资水平过高,与其自身实力和竞技能力的

匹配度较低;另一方面,市场对职业足球联赛估

评过高,过多赞助涌入足球市场,但又难以达到

预期效果。在产出方面,从版权收入来看,由于

互联网迅速发展和产权保护体系的缺失,赛事信

息复制成本较低,致使我国职业足球领域的侵权

行为普遍存在;而侵权行为难以界定又导致版权

保护困难,赞助商获利空间一再被压缩[14]。例

如,2021年的欧洲杯就成为了当时国内足球赛事

领域侵权的重灾区,在首场比赛当天监测发现84
家网站、47个App和4家 OTT进行违规直播,
并发现IPTV侵权省份28个,但事实上当时国内

仅3家平台拥有欧洲杯赛事版权;事发之后,拥

有版权的三大平台虽然迅速展开维权行动,但最

终却徒劳无功[15]。与此同时,现阶段行政权力对

职业足球联赛 “嵌入”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联赛的正常市场化运作,拉高了市场准入门槛,
导致俱乐部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和版权开发内生

动力严重不足,最终造成足球行业先期改革所获

得的资源与优势被内耗殆尽,职业足球联赛竞技

水平和市场效率也出现了全方位倒退[16]。

4.4 制度异化致使联赛改革放缓,产权关系亟

待重组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至今,在其由 “公共

产品”到 “准公共产品”再到市场化的演变过程

中,一直由政府来主导推进。在进行市场化改革

之前,行政手段在足球赛事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

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在随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

主导我国足球赛事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却在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参与主体目标的异质性,难免招

致相关主体的非议。正因如此,随着我国职业足

球联赛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化,相关市场主体利益

分化不断加剧,极有可能造成改革异化与利益扭

曲。例如,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职业赛事

的政策导向,在职业足球联赛领域却演化为俱乐

部之间的 “军备竞赛”,以至于催生了严重的

“金元泡沫”,完全背离政策初衷。而制度的异化

和曲行又倒逼政府颁布更多的政策措施加以矫

治,这很有可能诱发更不利的后果。改革开放

40余年的经验表明,行政权力渗入过深、范围

过大,必然会导致改革僵化、市场发育迟缓无

序[17]。我国足球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由集权走向

分权的过程,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改革的关

键就是在合理摆脱庞大的公有产权体系严格控制

的过程中塑造出新的利益体[18]。

5 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的应然环境与

优化路径

  由上可知,若要改善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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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状况,必须秉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优化

其制度变迁路径。以下我们将从职业联赛制度机

制的应然环境出发,立足于竞争性平衡的根本逻

辑与价值取向,对联赛制度结构的优化提出对策

建议。

5.1 应然环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度的运行

要以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为载体、与环境发生

交互作用,且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因而良好

的制度运行机制得益于其存在的应然环境。具体

到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的变迁与优化,也是

如此。

5.1.1 市场体系完善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是跨越当下发展紧

要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对于我国职业足

球联赛而言,高水平联赛的打造有赖于竞争平衡

机制作用的发挥,而相应平衡的实现则要以完善

的市场体系为支撑;高质量的职业体育市场体系

有利于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高效运

行,也能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合理配

置[19]。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界定了现代市场

体系,例如,李刚等人就将体育市场体系概括为

“由市场内容体系与市场监管等治理环境组成的

有机整体”[20],等等。综合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

成果,笔者认为,除市场内容体系与市场监管体

系之外,现代化职业体育市场体系还包含了价格

机制、竞争机制、投资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

市场运行机制要素,从而涵盖了如图6所示的

内容。
目前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市场体系远未完

善。从市场内容体系来看,联赛市场中存在的政

绩导向、条块分割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劳动、资

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资源浪

费、产业链传导不畅等问题,致使职业足球联赛

要素市场流通机制受阻,制约了联赛各种要素的

有效配置,也影响了联赛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和

联赛产品的有效供给。从市场运行机制来看,在

联赛市场主体非合作博弈的条件下,职业足球联

赛市场结构失衡与垄断交织而生,制度载体产生

的外生垄断与市场体系不完备本身共同造就的

“二元市场垄断”造成了联赛市场中价格机制难

以正常发挥作用,也使得联赛市场主体无法像在

公平竞争环境中形成的市场均衡条件下那样根据

图6 现代化职业体育市场体系

市场价格反映出的产品和要素稀缺程度与价值信

息进行理性决策,从而出现诸如球员转会市场中

因卖方对转会球员标以天价、买方借助财务实力

垄断稀缺球员资源而导致的球员薪资急剧膨胀的

扭曲现象。从市场监管体系来看,传统的 “科层

制度”造成了职业体育管理组织的复杂结构,也

导致了冗余的管理架构之间职权交叉不清;政府

越位和缺位致使职业足球联赛劳动力市场存在大

量 “阴阳合同”“欠薪”等失范行为,严重扰乱

了市场秩序;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监管仍以自上而

下的单向规制为主,造成了监管权力过度集中,
也助长了市场垄断者的寻租意识。

职业足球联赛具有投资周期长、运转资金体

量大、专用性强、资本沉淀性高的行业特点[21],
这不仅要求投资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储备与抗

风险能力,还要能够借助有效的市场信息来理性

选择行为策略。以上职业足球联赛市场体系的问

题导致价格机制失灵,并引发了信息传导机制扭

曲。在这种情况之下,基于被迫 “出圈”的压力

和投资回报机制的诱惑,投资者对俱乐部采取了

“疯狂投资”行为。由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盈利性

差、市场化水平低,银行信贷、商业信用等融资

路径被封闭,企业直接投资就成了其融资的主要

渠道[22],从而造成股权结构单一问题。从俱乐

部的股东性质来看,主要包括国有和民营投资

者。国有投资者基于政府支持对中国足球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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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形成了巨额沉没成本暂且不论;就民营投资者

而言,联赛权利错配以及亏损常态化致使其对俱

乐部缺乏责任感,自然催生了其变相牟利行为,
这在削弱俱乐部变革的内源性动力的同时也会造

成国家巨大的财政损失[23]。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价格调节有效

是形成市场均衡的先决条件,而价格的有效调

节又有赖于市场竞争的公平开展,即必须能够

促使参与主体通过博弈形成 “旗鼓相当”或权

责对等的利益格局[24]。为了充分发挥价格机制

的调节作用,必须在继续加强联赛市场内容体

系建设的同时,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

监管和执法体系,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25],
从而为联赛制度的变迁与优化营造良好的市场

氛围。

5.1.2 参与主体协同

贝朗塔菲在阐述系统论时指出,系统不仅仅

是子单元简单叠加的总和,而是显示出超越整体

的协同效应[26]。基于该原理审视我国的职业体

育联赛,这种协同效应就是以联赛产品的生产为

目标,通过系统中组织或个体单元的协同工作,
实现要素在系统中的充分整合与吸收,以最终完

成联赛系统的周期性运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如何进行有效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设计,培育联

赛参与主体 “人为为人”的价值观,以协作降低

因利益 “趋异性”造成的摩擦成本,从而促进联

赛市场协作性竞争格局的形成及存续,是一个值

得深入思考的问题[27]。
目前,我国职业体育协同治理面临着相当

大的困境,其中参与主体的角色认知问题表现

尤为突出。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越位问题在

职业足球联赛中仍然存在,职业足球管理体制

亟待 “脱 虚 向 实”。例 如,中 国 足 协 与 联 赛

“脱钩”后,与其进行业务衔接的单位为中国

足球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而联席会议制

度设计却需要17个行政部门和单位参与[28]。
从社会层面而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职业足球

联赛的主体意识仍然相当淡薄,原因有二:一

方面,体育联赛社会组织发育尚不成熟,自治

效能低;另一方面,立法不明、无法可依等状

况的存在削弱了其主体身份认知[29],亦为行政

垄断提供了介入空间。
职业足球联赛利益链上的各参与主体有着极

高的依存度,职业体育协同机制通过各方主体以

共生关系参与联赛运转,因而其效率水平提高的

首要前提是各方利益的均衡。在联赛利益链中,
每一层级的参与主体都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

身份,他们以赛事为轴心紧密联结、分工协作,
共同推动联赛发展。而体育产品生产和消费同时

进行的特殊性,要求联赛各参与主体的协同机制

要更为谨密完善。正因如此,为了实现我国职业

足球联赛制度的优化,不但要进一步促进联赛产

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实现全流程、
全过程协同,还要在联赛内容上加强要素协同、
制度协同,并在联赛宏观发展阶段上着力实现时

间和空间协同。

5.2 优化路径

在具备了以上应然环境的条件下,我国职业

足球联赛还应该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引领

下,以竞争性平衡为基本目标,优化联赛制度。

5.2.1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利用制度联动效应

引导联赛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

从政府层面看,职业足球联赛效率低下的根

源在于其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存在问题。因

此,应加快推进中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化

改革,充分发挥制度联动效应,引导与联赛产品

需求相适应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30]。首先,进

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制度优化为抓

手,打破行政垄断与计划经济体制路径依赖造成

的束缚,使参与主体的角色地位得以回归本真

位,从而构建起一种参与主体之间协调共享的利

益机制[31],以最终实现联赛产权的重构与参与

主体的协同。其次,通过健全职业体育市场监管

体系,营造公平竞争氛围;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

要素流通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联赛市场中合理

有序流动;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

度,对联赛市场行为予以必要规范。最后,加快

推进职业足球联赛市场自监管格局的形成,进一

步对市场主体放权赋能,以激发其更大的竞争活

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从而促进联赛有效竞争市场

的形成。

5.2.2 创新制度互动模式,以制度联动机制再

造和制度派生效应弥补非正式制度自发

运行中的缺陷

从联赛自身层面看,联赛作为赛事经济的杠

杆,是一切相关经济活动展开的核心[32]。目前,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质量不高是其商业价值难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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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开发的根本原因;而联赛在市场制度失衡下

出现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投资机制不完善、融

资机制不畅、俱乐部造血能力不强等问题是限制

联赛向更高质量跃升的巨大障碍。破除这些束缚

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针对传统产权制度

无法发挥激励功能的现状,利用制度联动机制再

造效应创新产权关系,充分发挥产权明晰的显著

激励作用;其次,加快建设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利用金融科技多级信用手段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提高俱乐部间接融资的比重,并进一

步促进其股权合理化和分散化;再次,要利用制

度派生效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俱乐部联盟等体育

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制度托底作用,以促进联

赛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的有效衔接;最后,要通

过创新开发多元化盈利模式[33]、打造拥有自身

造血能力的品牌赛事等途径,锻造职业足球稳固

的市场基础,以有效解决职业足球联赛产出不足

问题。

5.2.3 形成更高层次制度互鉴,在技术溢出效

应中孵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足球联

赛制度

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国际职业赛事

大量涌入,由此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国内

体育竞赛表演业市场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

本土职业赛事产生强烈冲击[34]。伴随着体育竞

赛表演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国内联赛市场

面临的消费外流问题更加严重。现阶段我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居民消费升级,消费升级

又主要体现在多元化、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增加

方面。在此背景之下,国内职业体育市场却尚

未形成有效供给机制;在国外市场因拥有优质

赛事产品供给能力而强力吸引国内消费群体和

资本的情况下,本土职业体育赛事的市场份额

被严重挤压;而消费外流则又引致竞争主体为

赢得生存空间而采取短期行为,如高薪引入大

牌球员、阴阳合同等。久而久之,国内消费群

体对本土赛事仅有的激情将被逐步磨灭,赛事

消费外流进一步加剧,其结果必然是职业联赛

社会关注度下降、资本撤退、运营绩效低下与

联赛崩盘[35]。针对以上情况,必须采取以下措

施:首先,在参与全球分工合作背景下,应在

一定的规范标准下稳步推进更高水平的职业赛

事开放,通过建设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提

高对国际职业赛事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从而

发挥 “母市场效应”带来的资源优势,以有效

拉动职业赛事消费的回流。其次,在借鉴国际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孵化和培育出具有自身特

色的现代化职业联赛制度体系,从而为促进职

业联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

前提。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推进市场化改革,并非要

摒弃政府的作用,“放管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

发挥双轮驱动作用,让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在动

态博弈中达到协调,以促进联赛资源配置不断优

化。基于对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诉求,球员

“限薪”、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等政策实施业已初见

成效,但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削弱部分 “天赋

异禀”球员和大牌投资商的积极性,导致外援

“跑路”和投资商撤资[36]。然而实践表明,完全

靠自由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行不通

的,两极分化等 公 平 性 问 题 依 然 要 依 靠 政 府

调节。

6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一直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

问题[37]。社会是动态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关

系也呈现出螺旋式交织重叠。未来,应更多关注

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功

能,以消除市场壁垒、多次分配等措施为手段,
以促进可竞争市场形成为根本逻辑,以协调效率

与公平为价值取向,通过实现竞争公平、资源要

素配置公平、过程公平来削弱两极分化,实现共

同富裕[38]。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对我国职

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优化进行的研究,或可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 “诺斯悖论”提供一个注解,
并为未来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

一定参考。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我国职业足球发展

目标并非是在简单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是要承载更多的国家责任和社会担当[39];多

重角色属性决定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回应的不

但是单维的体育领域的现实问题,更是人们对于

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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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data
 

analysis,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
tional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is
 

paper
 

comb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tball
 

league
 

performance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ught-to-be
 

environment
 

of
 

league
 

system
 

change,
 

and
 

then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league
 

system
 

from
 

the
 

three
 

diachronic
 

linkage
 

mechanisms
 

of
 

the
 

system
 

proposed
 

by
 

Aoki
 

Masahiko.
 

It
 

is
 

found
 

that
 

the
 

Kuznets
 

curve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which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
 

system;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professional
 

foot-
ball

 

clubs
 

is
 

limite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insti-
tutional

 

imbalance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low
 

performance
 

of
 

the
 

leagu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ultivate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marke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league
 

participants.
 

The
 

specific
 

opti-
mization

 

paths
 

include: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ystem
 

reform,
 

use
 

the
 

system
 

linkage
 

effect
 

to
 

guide
 

the
 

leagu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to
 

improve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the
 

system,
 

and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in
 

the
 

spontaneous
 

operation
 

of
 

the
 

informal
 

system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linkage
 

mechanism
 

and
 

the
 

derivative
 

effect
 

of
 

the
 

system;
 

form
 

a
 

higher
 

level
 

of
 

institutional
 

mutual
 

learning,
 

and
 

incubate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Key

 

words:foot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institutional
 

chang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ystem
 

reform;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
 

mutual
 

learning
 

of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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