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坛的扫赌风暴进入尾声阶
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已经划上句
号。高度关注此事件进展的亚洲足
联，在8月1日至14日期间，由铃木德
昭率领的亚足联7人考察团，借造访中
超16家俱乐部之机，提出了亚足联最
为担心的问题。在亚冠联赛中，中超
联赛球队是否操纵比赛？而中国足协
人士面对这一捕风捉影的责问，坚决
的选择了否定回答。

亚足联质疑
中超球队操纵亚冠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媒体报道关于足坛打假扫

赌的进展，其中提到最多的是至少8家俱乐部接受过

警方的调查。据可靠消息透露，到目前为止接受过警

方询问的远不止8家足球俱乐部，即使涉案已经被处

理的俱乐部也仍在继续接受调查，而现在调查的重点

不再是涉假，而是一直以来中国足球圈的另一个毒瘤

——行贿裁判。

据查，多数俱乐部行贿裁判员并非直接与裁判员

交易，而是通过前足协高官，这让许多曾经收钱的裁

判员因此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已经退役

的裁判在接受警方询问和调查时，很爽快地承认曾经

在时任足协高官的“指示”和“暗示”下吹过“黑哨”，这

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将南勇等人的涉案定义为“足球腐

败窝案”的原因。

反赌被查球队
远超八家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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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铁岭检察院传来消息，南勇和

杨一民的案件，性质基本明确：属于国家公

职人员受贿。此前，外界曾经认为南勇的

“双重身份”（足协为民间行业协会组织，足

管中心为政府行政机构），会帮助他减轻刑

责。现在，案件性质已经明了——南勇作为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属于正厅级干部，是名副其实的“国家

公职人员”。

5月份以来，辽宁铁岭检察院反贪局的

工作人员，频繁到北京公干。很多人都以

为，铁岭检察院是在为公诉做准备，但实际

上，按照职责范围，检察院反贪局专门负责

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案件。据悉，铁岭检察

院多次到中国足协相关部门调查取证，具体

对象为南勇和杨一民。

近日，辽宁司法界人士明确表示，如果

铁岭检察院到足协调查取证不是为了公诉，

而是侦办具体案件，则涉及对象必定是“国

家公职人员受贿”。因此，混沌了数月的“南

杨案”性质基本明了，今后被提起公诉的时

候，他们涉嫌的罪名将是“国家公职人员

受贿罪”。据悉，北京、上海、辽宁等

多个省市的法律界人士，此前都

听到了相关信息——南勇等人属于国家体

育总局的厅局级干部，案件归属最高人民检

察院，最高检指定辽宁省高检办理，辽宁省

高检指定铁岭市检察院负责具体案件。

中国足球依然在黑夜中摸索着前进的方向。作为球迷的我们一直在苦苦等待，一

方面等待中国足球的重生崛起，另一方面等待南勇这批将中国足球打入深渊的领路

人，能受到应有的、合适的惩罚。终于，无论最终的审判如何，南勇、杨一民已被基本定

性为“国家公职人员受贿”，这显然比非公职人员受贿严重了许多，也起码对得起这些

“不正的上梁”曾经坐过的位置、捞到的油水！ 星报综合

南勇案定性为公职人员受贿罪

从2008年以来的司法实践看，涉及

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被判死刑的几率很

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10万元

人民币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数

额。涉及贪污受贿的案件，比南勇数额大

得多的不在少数，但是在涉及到死刑时，

却是非常慎重，况且还要考虑到涉案人员

的复杂情况。在现实中，很多案件可以作

为参考依据，南勇受贿金额如果仅为100

万或者几百万元的话，预计很难被判“死

刑”——除非这个案子被定性为“贪污受

贿情节特别严重”。

知情人士透露，南勇被抓之后，和其

他人一样也有“立功”的表现。国家体育

总局相关领导曾经公开表示：“‘里面’的

人交代了很多。”据了解，南勇也是交代问

题较多的人员之一。倘若结果确实如此，

加上其他因素，南勇肯定会远离“死刑”。

目前，法律界人士普遍推测，南勇可能

会被判10年以上。至于最终量刑，因为没

有明确的法律细则，只能等待正式的审判

结果。

情况复杂南勇可能逃过极刑

是耶，非耶
南爷定性为官爷

足协推出裁判分级方案
星报讯 经过半个赛季的实践和考察，中国足协正式推出了联赛裁判分级的初步方案，按裁判评

分进行分级，分数靠前的保留执法中超资格，争议大、得分低的裁判降到中甲、中乙，直至被淘汰。

案件性质明确之后，另一个焦点，便是

涉嫌受贿罪的严重性。根据我国新刑法中

的相关规定，受贿罪没有独立的刑罚方式，

其刑罚种类和量刑幅度，比照贪污罪处置，

个人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

适用死刑。

在《刑法》规定中，关于贪污罪的量刑标

准，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以下几个等级：贪污

不满5000元、贪污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

贪污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贪污10万元以

上。其中，10万元以上就属于金额特别巨

大。《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

十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据了解，在司法实践中，贪污10万元以

上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1991年，原铁道部

运输局局长徐俊，因受贿、贪污13.3万元被

判处死缓；1994年，原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

政民，受贿17万元一审判处其死刑……据了

解，南勇经过查实的受贿金额，已经超过100

万元，早就超越10万元“特别巨大”的界限。

数额特别巨大南勇可判死刑

尤可为招供造成“洛阳纸贵”最近，众多俱乐部的前负责人频繁进出“8·25
专案组”。据悉，大部分都和尤可为、陆俊、黄俊杰等
人有关。作为操纵比赛的“高手”，尤可为掌握了大
量的一手资料。知情人士透露，尤可为在“里面”交
代问题时，执法人员多次因为事先备好的纸张不够，
尤可为第二次、第三次要求增加纸张，审讯室内一时

“洛阳纸贵”。
尤可为是操纵比赛的行家里手，无论是中超还

是中甲，一些疑似假球中，都有他的身影。在他的传
奇历史中，除了帮助本队打假球，尤可为还帮助和自
己不相干的球队“做球”。后来，他发明了“50万+50
万”的制衡规则，确保假球的成功。因为“涉水”太
深，掌握的情况确实太多，在交代问题时，也比别人
有着更大的优势。

反赌查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