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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历史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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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德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历史进程，包括“萌芽期”由产业工人自由结社组建会员制足球俱乐部；“发展期”受到代表中产
阶级利益的德国足协掣肘；“反哺期”德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坚持“球迷非顾客”理念。研究认为：德国职业足球“从球迷中
来，到球迷中去”，球迷文化在德国成为一种可传承的社会文化；德国足协通过颁布相关政策企图限制工人阶级足球俱乐部
发展壮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工人阶级的球迷身份认同，与俱乐部抱团取暖；在足球商业化发展大趋势下，德国职业足球俱
乐部依旧秉承“一切为了球迷，一切依靠球迷”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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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德国职业足球发展是一个基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动态

调整过程，迫切需要对德国职业足球发展的历史演进和现存

发展方式展开准确梳理和系统归纳。与此同时，����年 ��

月 ��日，中德双方政府高层代表正式签订足球发展合作协议，

标志着中国足球迈出了以德为师的第一步 >��。基于此，本研

究旨在以德国职业足球为研究对象，梳理归纳德国职业足球

历史发展进程，并结合中国职业足球自身发展特点，提出现

阶段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职业足球健康、

稳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萌芽期——从球迷中来

在德国足球业余化发展初期，由产业工人组成的会员制

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组织结构。足球俱乐部最初实质

上就是一群产业工人聚在一起踢球的小型组织。����年 �月

��日，本着有序组织足球比赛的目的，德国足球协会在莱比

锡成立 >��。随后 ����年，德国第一届跨区域全国性比赛在汉

堡举办。在 ����年，随着德国产业主对产业工人“八小时

工作制”采取越来越妥协的态度，鲁尔区爆发了产业工人成

立足球俱乐部的高潮。值得指出的是，具备俱乐部踢球经验

的产业工人，成为产业主之间竞相争抢的员工。就产业主而

言，那些具备足球比赛经验的产业工人懂得如何面对失败，

懂得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意义，因此理应成为工厂珍贵的人

力资源。德国社会普遍形成了对产业工人球员较高的认同度，

产业工人球员的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彰显与所在社区的绑带关系，这一时期成立的足球俱乐

部除少数外均以所在社区命名。例如，%D�HUQ、:HVWIDOLD、

%RUXVVLD等。����年，纽伦堡足球俱乐部与福尔达足球俱乐

部在法兰克福展开较量，这场比赛吸引了 �����名观众到场

观看，当地交管部门甚至额外提供火车接送。综上所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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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于萌芽期的主流足球俱乐部均由产业工人自由结社而

成，同时大批产业工人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忠实拥簇，表现出

了态度以及行为上的忠诚度，即德国足球俱乐部从球迷中来，

夯实了产业工人阶级基础，使得足球球迷在德国成为一种可

传承的文化，为德国日后职业足球联赛的健康稳定发展铺平�

道路。

3�发展期——受到足协掣肘

早于 ��世纪初，德国国内便已开始有少量足球俱乐部

向前来观看比赛的球迷收取门票费用。尽管如此，现场看球

依旧是德国民众特别是产业工人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俱乐部层面而言，大部分产业工人出身的球员表达出希望从

门票收入中提成的意愿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逐渐地，在德

国足球俱乐部特别是产业工人足球俱乐部中，支付球员工资

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作为“足球业余化”发展原则的捍

卫者，德国足协明确规定球员禁止接受任何形式的报酬。作

为足球协会的会员，各级别德国足球俱乐部均被勒令禁止招

入非业余球员。����年，德国足协发现沙尔克 ��足球俱乐

部非法支付球员工资，由此沙尔克 ��足球俱乐部被禁止参加

由德国足协组织的所有比赛。队内所有工人阶级出身球员均

被开除，俱乐部管理层被劝退 >��。面对这一处罚，该俱乐部

财务专员自杀，这一事件将德国足协与产业工人足球俱乐部

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值得指出的是，在受到代表中产阶

级的德国足协政策压制的过程中，产业工人与其所支持的俱

乐部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呈现一种惺惺相惜、抱团取暖的

态势。即球员与球迷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舍弃生活背景以

及社会角色差异时，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交融感。当

球迷在为所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时，他们感受到了与球员、

与其他球迷之间可以产生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足球比赛

之外是无法体会到的。

4�反哺期——到球迷中去�

职业足球俱乐部管理层面，现阶段德国足球从俱乐部决

策机制以及俱乐部日常经营两方面进一步保障球迷利益。正

如上文所言，德国足球俱乐部在业余化发展时期采取的是会

员制组织架构，均属于注册协会（HLQJHWUDJHQHU�9HUHLQ）>��。�

即便在商业化发展中后期，会员制组织架构依旧得以保

留。)ULFN 和 3ULQ]>�� 针对德国职业足球治理展开的研究结

果显示，德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每年召开会员年会（JHQHUDO�

DVVHPEO�），即俱乐部遵循“会员参与逻辑”（SDUWLFLSDWLYH�

ORJLF），坚持由下到上的决策机制（ERWWRP�XS）。俱乐

部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将成立监督委员会（VXSHUYLVRU��

ERDUG）。监督委员会成员不能受雇于该俱乐部，一般均为从

事其他行业球迷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负责对由会员选举产生

的俱乐部经营者的日常决策进行监督。德国注册协会的非盈

利属性决定了每年该俱乐部针对会员和选举出的代表没有任

何分红，每赛季俱乐部所获得的毛利润只能继续用于球队建

设。就德国足球俱乐部而言，通常是俱乐部球迷，即内部足

球治理的声音永远来自于球迷而非资本金钱的投资者。随着

足球职业化、商业化的迅猛发展，大部分职业足球俱乐部无

法承担球员日益增长的工资水平、跨国比赛的差旅费用以及

球场翻新等要求。基于此，德国足协在 ����年宣布允许德甲

和德乙球队改组成股份制公司，但是俱乐部仍然是会员制不

动摇

5�启示

5.1�职业联赛发展以球迷为中心，提升俱乐部自我造

血能力

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出足球产业的落后现状，中超俱乐

部支付高昂转会费以及球员工资的主要途径依旧是来自于母

公司的无息借款。鉴于中超 ��支俱乐部母公司房地产行业背

景，现如今存在着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严重依附于房地产行业

的现状。针对上述窘境，中超联赛保证健康稳定发展的唯一

途径在于将球迷文化建设提上日程，认清球迷在职业足球产

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为球迷提供高品质服务等方

式，以获得比赛日收入、电视转播费用以及赞助商金额的显

著提升，逐步实现俱乐部自给自足稳定健康发展。

5.2�支持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反哺中国职业足球发展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体育产业存在着消费者从“简单参与”

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发展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为这些潜

在的球迷提供深度体验足球运动的有效途径。在如今商业化

的发展趋势下，进一步考虑将中国城市足球联赛打造成一个

商品、一个品牌。仅仅存在中超这么一个金牌赛事是远远不

够的，理应围绕中国城市足球联赛开展商业开发，对参与该

金牌赛事的运动员个人 ,3进行开发，全媒体打造地区足球

英雄。最终使得中国城市足球联赛成为一个兼具对抗性、悬

念十足以及适合电视转播的金牌赛事。深耕基层足球文化，

逐步刺激消费者也就是球迷观赛高品质化诉求，追求更好的

足球产品以及服务体验，从而达到反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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