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9卷 第3期

2021年5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ofHenan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Vol.49 No.3
 May2021

  文章编号:1000-2367(2021)03-0094-08 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1.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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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既是俱乐部自身良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我国足球改革方

案的具体要求.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对于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现

象、形成原因、改革思路等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以企业化名称为主体,俱乐部更名

前、后名称都体现出企业化特点;行业协会的管理不当、俱乐部的历史承载与延续和股权集中、跨界企业的绝对控

股、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等为主因;分化职业俱乐部的性质是前提、对名称去企业化的统一认识是关键、

“三步走”全面“软着陆”为战略、引导与推动俱乐部具备条件是方法、相关配套政策是保障为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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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8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

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随后表示,2016年着重推动

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和名称非企业化.
名称的中性化是国外百年俱乐部的特点之一.英超联赛160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其中40个俱乐部的历

史在100年以上[1],俱乐部名称多以地名或以特定意义命名.在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中,俱乐部名称也具有

相似的特征[2].百余年的职业联赛发展让俱乐部对自己的品牌持续经营和塑造形成了规范,不至于因为主投

资人或者赞助商的变化而改变名称.
反观我国,过多跨地区转让和球队更名造成我国足球资源的浪费和足球联赛的动荡,降低俱乐部的市场

效益,甚至造成职业足球联赛市场混乱,不利于俱乐部长远发展[3-4].基于此,对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

名称现状、企业名称形成原因进行梳理与分析,最终找出相关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不仅是俱乐部自身良性

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足改方案”的必要之举.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4-2019年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企业化名称的现状、成因以及改进策略.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通过中国知网以篇名“职业俱乐部”为检索词,对文献进行初步筛选,在其范围内进行篇名为“名称”“品
牌”二次检索,对于相关研究再进行整理与分析;通过走访与网络获得足球协会内部材料和相关文件资料;通
过网络获取英国职业俱乐部及其相关各级公司的股权与变更材料,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思路借鉴.其次,
运用专家访谈法,对于中国足协、职业足球俱乐部管理领域、其他相关学术领域专家,获取目前职业足球俱乐

部名称、投资人等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的路径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最后,使用逻辑

分析法,对文献研究、访谈所获得的资料、事实进行逻辑思辨,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俱乐部企业化名称

成因、改革思路等部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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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企业化名称特点

2.1.1 俱乐部的企业化名称形成特点

依据《关于中超俱乐部产权转让的规定》中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是“不含股东企业名称、商品名称或品牌

等”的标准,对2014-2019年所有职业俱乐部的名称进行统计(见表1),发现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以企业化

名称为主,非企业化即中性化的名称占少数.现阶段,中超俱乐部的企业化名称数量趋势上升,中甲则与之

相反.
表1 职业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与非企业化统计(2014-2019)

Tab.1 TheresultinProfessionalFootballClubsaboutnon-enterpriseorenterpriseName(2014-2019)

名称性质
超级联赛俱乐部个数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甲级联赛俱乐部个数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企业化名称 14 14 15 15 16 14 13 12 10 10 10 8

非企业化名称 2 2 1 1 0 2 3 4 6 6 6 8

  通过调查与统计俱乐部投资商(企业)关系,以2019年为例,10家中性化名称的俱乐部背后显示出全部

为个人或自然人控股企业特点;而另22家俱乐部企业化名称与主投资商一致,且其实际被控制的企业体现

出法人与国有控股的特点.因此,现阶段资合性高的股份公司所控制的俱乐部更易形成企业化名称,而个人

或人合性偏高的控股企业下的俱乐部更易形成中性化名称.
2.1.2 俱乐部更名的企业化特点

2014-2019的6年期间,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共发生了21起更名事件,如果加上中甲升降级俱乐部,
更名的俱乐部数量将会更多.其中的16次易名都属于以新主投资商企业或是关联企业名称来命名,其中4家

俱乐部在这期间发生了2次易名.
由表2可以看出,除了少数的中性化易名外,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更名事件频发,更名的主因是

由于主投资商的更换.
2.2 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成因分析

2.2.1 行业协会方面的原因

2.2.1.1 行业协会制度管理原因分析

在职业化初期,由于改革的紧迫性以及认识的局限性,中国足球协会并未对俱乐部的名称做出相关要

求.随着1992年版《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职业化改革进入快车道.在几份相关的文件中,足
协未对俱乐部名称做出相关规定,致使企业参与到俱乐部建设之后,基于企业利益需求,使用企业化名称来

命名俱乐部.
2003年,足协制订了《关于中超俱乐部产权转让的规定》,对于俱乐部名称构成、转让等做出相关要求,

但最终并没有贯彻执行.
随着新足改方案的颁布,2016年10月中国足协指出了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目标;2017年2月,中国足

协将制定《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规范》,推动实现“俱乐部名称中性化”;2018年2月中国足协

列出4年计划,最终到2021年,俱乐部达到“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要求.
从行业协会的管理角度来看,职业化初期管理制度的空白,给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提供了可乘之机;后

期虽然拟出台一些制度与规定,但至今尚未落实.行业协会的管理失策与滞后,是导致俱乐部企业化名称的

原因之一.
2.2.1.2 行业协会对俱乐部性质认定分析

在工商注册方面,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性质都为普通公司.在《公司法》《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中,只对特定命名的条件做出了要求.因此,俱乐部的

企业化命名,在法律层面是一种正当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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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俱乐部名称变化与投资商、股权变化统计(2014-2019)

Tab.2 TherelationbetweenClubs’renamingandchangeofshareownership(2014-2019)

前俱乐部名称/后俱乐部名称 前主投资商(有限公司)/股权比例 后主投资商(有限公司)/股权比例

上海申花联盛/上海绿地 上海联城足球俱乐部/28.57% 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100%

上海东亚/上海上港 上海东亚(集团)/4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100%

上海绿地/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100% 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100%

深圳红钻/深圳 深圳市南金投资顾问/90% 深圳兆能源酒店供应股份/55%

广州恒大/广州恒大淘宝 恒大地产集团/100% 恒大地产集团/50%;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50%

河北中基/河北华夏幸福 河北中基房地产开发/46.67%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100%

北京八喜联合竞技/北京控股 北京东方龙威国际体育文化发展/100% 北京北控文化体育/80%

太原中优嘉怡/内蒙古中优 山西嘉怡房地产开发/100% 山西嘉怡房地产开发/100%

大连阿尔滨/大连一方 大连阿尔滨集团/99.67% 大连一方集团/100%

天津松江/天津权健 天津松江股份/100%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100%

贵州智诚/贵州恒丰智诚 贵州智诚企业集团投资/82.42%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66%

青岛海牛/青岛黄海 青岛海牛锦灏投资/66.67% 青岛黄海制药公司/67.03%

延边长白山/延边富德 延边体育运动管理中心/100%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70%

江苏舜天/江苏苏宁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100% 苏宁电器集团/100%

北京国安/北京中赫国安 中国中信股份/100% 中赫置地/64%

重庆力帆/重庆当代力帆 重庆力帆控股/100%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90%

贵州恒丰智诚/贵州恒丰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66%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95%

杭州绿城/浙江绿城 绿城集团/100% 绿城集团/100%

天津权健/天津天海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100%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100%

梅州市梅县区铁汉/广东华南虎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100% 梅州市集一建设/100%(终极母公司未变)

北京控股/北京北体大 北京北控文化体育/80% 北京北体大体育培训中心/55.33%

  注:依据国家工商管理系统统计.

  在行业协会的管理方面,足协对于职业俱乐部的性质给予了“中超俱乐部为企业法人”的规定,同时要求

“制定俱乐部章程,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组织机构”.因此,行业协会也是把职业俱乐部归属于普通企

业,并无其他的相关要求与规定.
作为行业管理者,单纯把俱乐部认定为企业或者公司,只是强调了俱乐部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其所具有

的教育、政治、文化等功能的特殊性.俱乐部名称承载着地域“利益、价值、文化、共赢”等内涵,其命名不能简

单视为企业个体行为,应加以规范与引导.因此,在认识层面上,行业协会未对俱乐部的特殊性进行分化,为
俱乐部的企业化命名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2.2.2 俱乐部方面的原因

2.2.2.1 俱乐部运营历史分析

职业化之前,体育各项目不存在俱乐部的形式.“企业在参与投资的过程中完全是出于公益的活动或者

是迫于某种关系和压力使然,但并非企业的自愿和有目的的经济投资或开发活动.”[5]

在职业化的初期,大多数俱乐部由于长期依靠“无偿”资助,仅有的变革也只是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等、
靠、要”的对象由政府转化为企业老板,职业俱乐部几乎只是出钱者的附庸[6].2010年至2012年,中国足协对

18家职业俱乐部进行财务运营状况调查发现,俱乐部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不具备独立盈利能力.至2017年,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存在过度依赖冠名企业、收入模式单一,大部分俱乐部赤字化经营等问题[7].

职业足球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但至今俱乐部经营现状仍不容乐观,多数俱乐部属于大集团、大公

司旗下的子公司,俱乐部经营管理缺乏其独立性且大多处在亏损状态.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收入达到

70.82亿人民币,投入则是110.14亿元,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2.5亿.次级的中甲联赛的收入为10.92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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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达到19.15亿,亏损程度超过中超[8].俱乐部缺乏自负盈亏、自我造血机能,俱乐部依然属于企业的私人财

产.现阶段,职业俱乐部形成了鲜明的企业化名称特点,是20余年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历史承载与延续.
2.2.2.2 俱乐部股权分析

2016年是足改方案颁布的第二年,以当年俱乐部股权为例进行统计,中超俱乐部股东主要集中在1~
2股东,占到81%强;中甲俱乐部集中在1~3股东,比例约94%(见表3).对于股权分布情况分析,我国职业

俱乐部则全为绝对控股.其中独资控股占到37.5%、控股超过70%的俱乐部占到68.8%,以大比例股权结构

的为主体.由于同一俱乐部股东之间还存在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当把这种关联因素考虑进去的话,股权

将会显示更加集中.
表3 2016年职业俱乐部股东数量与大股东股权比例

Tab.3 NumbersofshareholdersandratioofcontrollingshareholdersinProfessionalFootballClubs(2016)

俱乐部级别
股东数量

1股东 2股东 3股东 4股东 5股东及以上

大股东股权比例

100% 90%以上 80%以上 70%以上 60%以上 50%以上

中超 6 7 1 1 1 6 9 10 11 15 16

中甲 6 5 4 1 0 6 8 11 11 13 19

  股东数量少与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大造成了股权集中.股权集中结果是:控股大股东没有公司内部相互制

约,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左右俱乐部的名称;同时,当控股大股东缺乏外界的约束时,以自己的企业来命名俱

乐部,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是他们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因此,俱乐部的股权集中,间接

造就了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
2.2.3 企业方面的原因

2.2.3.1 企业参与控股分析

从2016年统计来看,我国职业俱乐部控股股东以企业为主体,中超以独资居多,中甲以自然人投资居

多,企业控股的占到88%强.中超俱乐部控股股东全部为企业,即每一个俱乐部幕后都由另外一个企业来掌

控(见表4).
表4 2016年职业俱乐部控股股东性质情况

Tab.4 NatureofcontrollingshareholdersinProfessionalFootballClubs(2016)

职业俱乐部级别
绝对控股的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 法人独资 自然人独资或控股 多股东法人
个人

中超 3 6 5(含1中性) 2 0

中甲 0 1 10(含3中性) 2 3(中性)

  对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进行分析,个人股东没有公司背景,所以不存在企业化名称倾向;当控股股东为

企业时,企业的逐利性特点要求以企业命名俱乐部,以弥补自己的经济投入.总之,在俱乐部还不能完全盈利

的背景下,当主投资人以企业尤其是非自然人控股的企业出现时,往往会导致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
2.2.3.2 企业的从事行业分析

从现阶段来看,我国职业足球的控股股东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与商业服务2个行业,总体占到50%,中超

俱乐部尤为明显.其他行业分布的较为分散,体育类的只有1家.排除1家体育类企业与4家个人控股俱乐

部,我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跨界企业占到了84.38%,其中中超俱乐部达到了93.75%.
俱乐部老板的跨界投资与经营,容易引发出短期行为与非专业化管理问题,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是其表

现形式之一.那些热衷于投资足球的企业家,多半是看到足球运动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能够给企业带来良好

的广告效应,又或是政府能够给予“足球企业”在当地一定的优惠政策,他们才投资足球,没有将足球作为

一种长期的社会文化来经营[9].
2.2.4 外部宏观环境原因

政治环境方面,在职业足球的发展初期,足球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足球作为城市的名片受到各地方政

府的高度重视,各俱乐部不可避免被戴上了“展现城市发展”的帽子[10].一些民营乃至国有企业出于政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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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动机,开始涉足足球俱乐部.同时,行政化管理方式,严重束缚了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以及足球市场的灵活

性,抑制我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
在经济环境方面,职业化初期,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实施职业足球的市场化微

观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足球采用了由非市场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这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

业来发展足球俱乐部提供可能.职业足球产业发展还不够强大,无法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只能靠实力雄厚

的企业来投资,成为企业的附庸.
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我国大部分足球俱乐部是由原省市体工队足球队改制成立,在俱乐部经营与运作

方面存在先天性的不足,企业的直接管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再者,在职业化前期甚至现阶段,俱乐部缺乏

深入城市发展的足球社会文化建设,尚未形成当地配套支撑的地域足球文化系统.这也为企业垄断足球俱乐

部名称提供了机会.
2.3 对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的改革策略

2.3.1 认清职业俱乐部具有公益性是前提

职业足球俱乐部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或公司有所不同,具有许多非营利性组织的特点,同时具有企业和

公益的双重性.
首先一般的企业或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职业俱乐部获得盈利只是生存的基础.俱乐部应该考虑职业

足球的社会效益,不断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11].再者,职业俱乐部具有社会服务属性.以英超

俱乐部为例,足球俱乐部社区属性的核心内涵有三点:起源和扎根于社区;代表社区与阶层;服务社区并互相

支持.2011年,伦敦大学Birkbeclk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职业足球俱乐部具有高度的社区性和公共性[12].
在我国行业协会的管理文件中,虽然明确职业俱乐部为公司,但也同时指出职业足球俱乐部积极参与社

会公共、公益事业,承担中国足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责任.因此,不能简单把职业足球俱乐部认作单纯的企

业,更不能把俱乐部按照控股股东的企业命名视为私事,应在行业内部加以引导与约束.
2.3.2 对名称去企业化的统一认识是关键

企业化名称的俱乐部,其名称是伴随母公司的存在而存在.如早期的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后被大连实

德集团收购,随即更名为大连实德俱乐部;至2012年,这个曾取得过8次顶级联赛冠军的俱乐部名称消失.
又如有25年历史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在2016年底转让64%股权给中赫置地有限公司,名称立即更换

为“中赫国安”.更有甚者,2019年初原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更名为北京北体大足球俱乐部,更是凸显出国家

体育管理部门对于俱乐部名称逐步去企业化改革认识的偏差.
日本足球职业化过程也经历了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的改革,也遇到了日本职棒届泰斗级人物的对抗,但

J联盟首任主席川源三郎提出足球队必须以“地域名+爱称”的形式出现才能注册参加联赛,从而解决了足

球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问题[4].
总之,无论老牌与新秀,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势在必行,统一认识是改革的关键.

2.3.3 “三步走”全面“软着陆”为战略

根据新足改方案中“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三步走’战略”,也应把职业俱乐部名

称的去企业化融入至足球发展近、中、远期战略目标之中.在平稳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软着陆”,不必过

分强调2021年实现俱乐部名称的全部去企业化.具体操作层面,可考虑根据不同俱乐部的具体情况,设置不

同时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中,企业名称的俱乐部在字号(或者商号)采用“中性名+现企业名”的形式,包括

合理的使用俱乐部球队名称,使在前的中性名称逐步得到推广,同时也兼顾了原企业的商业品牌的延续性.
过渡期后,则完全落实俱乐部非企业化名称的政策.

首先,根据近期至2020年目标要求与“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任务,制定出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去企

业化规划,同时应大力发展俱乐部相关产业,提升其自我盈利能力,促进其成为独立经济实体.其次,在实现

至2030年中期目标阶段,根据“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任务,职业联赛足球俱乐部应大部分实现

名称的去企业化,从而实现职业联赛组织水平达到亚洲一流的阶段性目标.最后,在2050年的远期目标结束

阶段,职业俱乐部名称全面达到中性化的要求,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向着打造“百年

俱乐部”最终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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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引导与推动俱乐部具备条件是方法

2.3.4.1 创造俱乐部运营盈利条件

俱乐部盈利是其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与保证,作为公司化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永远都应该把挣钱养活自

己才是硬道理摆在首位.据统计,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2010年至2012年,每年利润增长率为-464.7%[13],
俱乐部收入来源严重依赖投资主体投入和赞助商赞助.虽然中国足球俱乐部已经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因其

独立经营能力弱,使得在经营过程中过于依赖赞助主体,没有实现独立经营[5].
反观英超足球俱乐部,早期的俱乐部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足球成为商业助推剂,俱乐部因此获得丰

厚利润,使“足球确实是一个印钞机器”[14];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对吉祥物的开发,赞助制的引入,足球俱乐

部不仅没有成为企业的附属,而且成为企业竞相合作的伙伴.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先天性脱离了企业的

限制,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得益于足球产业的开发,俱乐部依靠品牌赚钱效应明显,为保持其名称的非企业

化提供了保证.
应认识到俱乐部频繁更名的实质是经营状况的下降、资金困难以及俱乐部成绩不佳等内部生态破坏的

结果.因此,应从足球项目管理体制、联赛产业链、俱乐部结构以及国家体育体制等相关因素入手.首先使俱

乐部实现盈利,为摆脱企业实际控制,继而为名称去企业化全面创造条件.
2.3.4.2 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

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具体要求.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以提高俱乐部

财务绩效,职业足球俱乐部股权集中度与财务绩效呈左高右低的 U型关系,表明俱乐部财务绩效在股权分

散时达到最优[15].
股权结构包含着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构成两个方面.目前我国俱乐部所呈现的股权集中、控股股东企业化

等股权结构问题,是企业化名称的重要原因.从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日本的职业足球多元化投资经验分析,
避免单一集团掌控、避免单一领域企业投资、扩大投资主体、拓展股份种类、建立俱乐部会员制度等,是优化

股权结构的具体方法与手段.
现阶段,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与优化股权结构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解决好任何一方面,都

有利于另一问题解决.首先,俱乐部的名称中性化后,俱乐部名称资源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财产,会吸引新的

投资者介入;其次,优化股权结构后,俱乐部的投资商会相互制约,可以有效避免俱乐部的企业化名称.因此,
遵循“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改革原则,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进行俱乐部股

权优化,也是解决名称企业化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2.3.4.3 推动俱乐部建立专业运营公司

通过对英超知名百年俱乐部的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发现:英超俱乐部的终极母公司,都有着丰富的体

育领域投资与运营经验;其次,直接控股公司的设置、运作都体现极强的专业性;再者,每家俱乐部上级控股

公司都形成了以职业俱乐部为核心的庞大的产业群,业务涵盖了商业、体育场馆、金融、女子足球、资产管理、
国外相关产业开发等等,已经形成了裙带式的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对于足球俱乐部的内部管理结构,实质上都是由控股股东企业直接进行管理,与英超相比,缺
乏中间过渡的专业控股公司的设置.成立专业的中间公司,可摆脱企业的直接控制,提升了管理质量;另一方

面在控股股东更换的情况下,缓冲了其对俱乐部的影响;再者通过扩大产业规模,间接促进了俱乐部名称的

稳定性.因此,成立专业运营公司,也是保持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的手段之一.
2.3.5 相关配套政策为保障

由于职业俱乐部具有部分非营利性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国家层面的保障政策可以对中性名称的俱

乐部从税收、场馆租用、安保费用等方面进行减免与提供便利.而对于企业化名称的俱乐部,则认为是普通企

业.对两者的“待遇”进行分化,针对中性名称的俱乐部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促进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
行业协会层面的保障政策层面,首先应尽快出台《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规范》,并体现出

“三步走”全面“软着陆”发展战略.其次,对原有的俱乐部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整合,根据改革需要,对俱乐部相

关文件进行修订与补充,指出俱乐部的特殊性,为中性名称俱乐部在准入、转会等方面适当放宽要求与提供

便利,为名称去企业化进一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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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与世界诸多百年职业俱乐部比较,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存在盈利功能不强、企业直接参与等

“先天不足”.为其能够摆脱企业的直接控制,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是现阶段重要措施.

3 结 论

现阶段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以企业化名称为主体,资合性高的公司所控制的俱乐部更易形成企业化名

称;俱乐部更名事件频发,前、后名称都体现出企业化特点.
多种原因导致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行业协会方面主要原因是管理失策、对俱乐部性质认识的片面性;

俱乐部方面主要为运营亏损导致依附于企业、股权集中;控股股东的企业化、企业的跨界投资与管理是企业

方面的主因;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也间接造成了俱乐部名称的企业化.
对于俱乐部名称企业化改革的策略为:分化职业俱乐部公司的特殊性,对名称去企业化统一认识,制订

“三步走”与“中性名+现企业名”的“软着陆”战略,采用创造俱乐部盈利条件、优化股权结构、推动建立专业

运营公司等方法,并辅以相关的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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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enterprizationmamingofprofessionalfootballclubs
andtheimprovementstrategiesinChina

ChenYazhong1,YaoYuan2

(1.InstitateofPhysicalEducationandTraining,CapitalUniversityofPhysicalEducationandSports,Beijing100191,China;

2.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hede-enterprizationofthenameofprofessionalfootballclubinourcountryisnotonlytherealisticneedof
thehealthydevelopmentoftheclubitself,butalsotheconcreterequirementofimplementingthefootballreformplanofour
country.Inthepaperthroughthemethodsofliterature,expertinterviewandlogicalanalysis,thecharacteristics,thecauses
andthereformwayofprofessionalfootballclubnameenterprizationarestudiedatpresentstageinChina.Theconclusionsare
asfollows:China'sprofessionalfootballclubsaremainlycalledbytheenterprisenames,andnamechangealsoreflectsthechar-
acteristicsofenterprise.Impropermanagementofthethefootballassociation,thehistoricalbearingandcontinuation,equity
concentration,cross-borderandabsoluteholdingenterprisesoftheclubs,specific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andenviron-
mentalinfluencesarethemaincauses.Clarifyingthespecialnatureoftheprofessionalclubs,unifyingtherecognitionofneces-
sityofnamede-enterprization,makingtheplanof"threesteps"and"softlanding",guidingandpromotingtheclubtomeetthe
requirement,andencouragingsupportingpoliciesarespecificreform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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