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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1 月 24 日，历

时三个多月精心筹备的篮
管中心正式挂牌，时任国
家体委综合司副司长、篮
管中心筹备组组长的信兰
成出任篮管中心主任，当
时刚满 40 岁的他就此晋升
为正司级干部。

2017 年 1 月，姚明被高
层直接钦定为中国篮协新
任主席的唯一候选人，随
后还被安排出任第九届中
国篮协换届选举筹备组组
长，一场自上而下、备受期
待的篮球改革风暴即将呼
啸而至。与此同时，年届 60
岁的信兰成在仕途原地踏
步走 20 年后到龄退休。在
其身后除了漫天的舆论争
议声外，20 年前他亲手筹
建的篮管中心也陷入了随
时可能被裁撤的流言中。 信兰成真实档案

和他背后 20 年改革

这些年，因为信兰成生
性内敛，不愿多与媒体交流，
这也导致不少媒体对其印象
分更差。比如在宫鲁鸣薪水
待遇问题上，很多人指责信
兰成出尔反尔，但如今来看，
这确实是受国家政策所限，
非信兰成甚至国家体育总局
层面所能控制。事实上，信兰
成一直都很赏识宫鲁鸣，他
对宫鲁鸣的训练方法和篮球
理念颇为认同，两人甚至私
交不错。不过，信兰成很少会
公开回应质疑，媒体涉及到
信兰成的报道大多靠猜测，
这几年，就有很多网友称，信
兰成任内成绩这么差而稳坐
篮管中心主任宝座，主要是
其妻子是中组部大员。据体
育大生意记者核实，这个说
法不属实。

信兰成的妻子系信兰成
在北体大时期的同学，两人
感情极好，对方也是运动员
出身，后进入中组部工作。两
人婚后生活比较艰苦，房屋
居住面积也不大，信兰成的
一件衣服都能穿好多年，两
人直到儿子要上中学还只能
挤单人床。其妻工作认真，在
同事中颇受人尊重，后来确
实也逐步升职，但绝非什么
部级大员，而且其妻后来已
经转到香港中联办工作，显
然无法对国家体育总局的人
事安排产生影响。反倒是一
位信兰成早年的领导直言，
信兰成仕途原地踏步走二十
年殊为可惜。

“大信可是当年最被看
好的年轻干部之一，他勤勉
认真，为人正派，对训练竞技
的规律把握得很到位，如果
不是去了篮管中心而是更强
调专业竞技的中心，也许他
会进一步晋升，和他同批次
很多人后来都升了，他原地
踏步走二十年实在可惜，还
背了诸多骂名。我不能多说，
但我觉得是性格决定命运，
大信有时候也需要检讨自己
的那种过于正派、一丝不苟
的性格。而且他如果放在一
位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的领
导下面，他就是模范官员，但
现在动辄就大谈改革大鸣大
放，但又不给改革划好具体
的指示，没有像样的规矩只
是让大家盲人摸象。”

二十年前，信兰成在国
家体委改革自身职能、改组
成为体育总局时，为人正派、
竞训理论熟稔的他最终获得
重用，成为体委改革的先遣
队之一。二十年后，国家体委
需要再度深化改革时，出身
国家体委时代的他却被很多
人视为改革的绊脚石。从某
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是国家
体育总局进一步推动职能改
革、进一步推动体育管办分
离的折射。信兰成是旧有体
系培养出的优秀官员，但他
和他的国家体育总局这二十
年的体系显然都需要退休
了，接下来，国家体育总局和
中国篮协将加快速度大踏步
向前改革，一个崭新的体育
运行体系即将在接下来这 5-
8 年逐步形成。

据体育大生意

前后掌权 14 年

但功过难辨

从 1997 年到 2017 年，20 年
来，信兰成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
思议的异类：论仕途，20 年来他
在正司级层面一直原地踏步走，
而当初和他同级别的杨树安、冯
建中、肖天(2015 年已落马)、高志
丹均先后晋升为副部级干部；论
任内成绩，中国男、女篮屡遭滑
铁卢，在联赛方面信兰成更是被
指责开倒车；论官声，他屡遭舆
论指责甚至谩骂，相对应的是，
曾担任过他副手、后在 2003 年-
2008 年主政篮管中心的李元伟
却备受赞誉；论卸任后的遗产，
媒体指责其留下一堆烂摊子，篮
管中心甚至可能会被裁撤。

当面临来自外界舆论和熟
人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
时，到底应该如何客观评价信兰
成其人？或许应将信兰成的个人
经历置于过去二十年国家体委
探索自身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之
下方才更合理。特别是当如今姚
明出任篮协换届筹备组组长并
注定带领篮协分走篮管中心大
把职权时，再回首看看 20 年前信
兰成作为篮管中心筹备组组长
促成篮管中心和篮协“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时的情形，这似乎
是种宿命的轮回，而信兰成本人
的宦海沉浮只是折射这 20 年来
国家体委职能改革的一面镜子。

科班出身素质强

受命组建篮管中心

信兰成出身于北京体育大
学，是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大
学毕业后进入国家体委工作，长
期供职于当时的综合司。在当时
的领导看来，信兰成不仅体育专
业能力强，而且理论素养颇高，
他在综合司期间关于竞技训练
方面的不少理论成果都让同事
很佩服。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在 1986 年刊登在《体育科
学》会刊上的《工效学与运动环
境》一文因为观点新颖、论证充
分，获得了不少好评，该文后来
在 1991 年入选《体育科学》十年
(1981-1991)最佳学术报告全辑。

国家体委在 1993 年推出《国
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
见》，其中的重点就是裁撤掉一
些司，转而按照项目设立单一项
目的管理中心，就此完成了大多
数项目从行政单位管理到事业

单位指导的转变(虽然改革并不
彻底)。在 1998 年，国家体委也正
式改组成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这改组转型过程中，杨树
安、肖天、信兰成等一大批 1957
年前后出生的年轻干部均被安
排去筹建各个项目中心，其中信
兰成和时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
长的李元伟、政法司政策研究处
处长的续川在 1997 年 8 月受命
一起筹建篮管中心。在当时，篮
球的主管部门就是训练竞技二
司(俗称球类司)，司长主抓国家
队训练竞技，而 1995 年已经起步
的甲级篮球联赛(CBA 联赛前身)
则具体由二司的篮球处负责，而
中国篮协则是球类司的附属和
影子，谁是二司司长谁是篮协常
务副主席。当时球类司的司长是
钟添发，而篮球处处长则是前女
篮国家队名将、被誉为“CBA 主
要创始人之一”的刘玉民女士。

桃花山庄会议

困扰篮坛 20 年

当时为了平息疑虑，理顺篮
管中心和篮协老人们的关系，最
重要的是，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商
篮球发展大计，于是篮管中心在
转过年的1998年力邀各路篮坛名
宿、CBA球队高层、资深记者前
往北京郊区的桃花山庄开会。据
一位当时的与会人士透露，当时
与会众人提了很多很多意见，也
有不少意见分歧，但从大层面来
看，会上留下两个大的议题没有
得到答案，而这最终困扰了整个
中国篮球长达20年。第一，究竟该
如何为国家队培养人才；第二，
CBA联赛产业问题。

第一个问题乍一看不算个
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是联赛为
国家队培养人才嘛，但事实却
是，联赛至今发展已有 22 年，也
没有培养出多少顶级国手。最近
几年大家怪 CBA 的外援挤占本
土球员比赛时间，而当时不少参
会者却认定联赛的训练管理水
平太低，国手一回到地方队就猛
吃猛喝打麻将泡空姐。到底是进
一步完善联赛的管理和加强梯
队建设，还是加强国家队和国青
队的集训频次，这是桃花山庄会
议没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时至今

日也没能完全解决，宫鲁鸣就不
止一次批评长沙亚锦赛夺冠的
这批球员中一些人一回到地方
队就丢了国家队时的训练强度。

至于 CBA 产权不明晰的问
题，同样也困扰了篮管中心和信
兰成 20 年。虽然随着 2016 年 9
月 CBA 公司的成立、各队获得
明确股权而初步获得解决，但在
这之前，CBA 各队曾多次向篮管
中心发起挑战。最早于 1998 年 12
月 17-18 日，以上海东方为首的
七家俱乐部齐聚上海建国宾馆
竹轩厅并发起“职业篮球俱乐部
联盟筹建委员会”，这和 2016 年 1
月姚明带领 CBA 十八家俱乐部
在东莞宏远酒店成立中职联公
司十分相似。只不过，一个发生
在信兰成刚上任满一年时，一个
发生时距离信兰成退休仅剩不
到一年。再度有种宿命的味道。

重建青少部

组国青四级梯队

说到信兰成，几乎每个受访
对象都很称赞其对篮球人才培
养的那种热情，尤其是对于青
训。他两次出任篮管中心主任期
间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第一次
出任篮管中心主任时延续球类
司时期搞特体队的模式，花了很
多心思也出了一批好苗子，2009
年重回篮管中心后则力推国青
的四级梯队建设。

资深篮球记者孙保生老师
谈到了一个细节。“大信这个人
喜欢下青训基地，也很支持宫鲁
鸣搞青少年培养这些工作。2009
年大信重回篮管中心后发现青
少部被取消了，于是他提议重建
青少部，此后又推出《篮球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那个计划很系
统，对青少年培训、教练培训、业
余篮球推广、与高校篮球接轨都
有相应的规划。”

另一位 CBA 老总也提到信
兰成对青训的热爱，但他的措辞
是，信兰成太迷信国青梯队建
设。“本来李元伟搞的 CBA 准入
制对俱乐部在青年梯队方面有
明确规定，理想情况下人才培养
靠联赛就行，但我感觉大信就是
不信任我们这些俱乐部。他 09 年
回来后调研了一圈，然后开始力

推国青四级梯队建设，把国青的
集训时间拖长了好几个月，各队
的好苗子天天关在国青训练、打
比赛。他很迷信他的那套青训模
式，对我们俱乐部的梯队建设能
力明显不信任。”

任期内惨败不断

中国篮球入低谷

在信兰成 1997 年 11 月 24
日第一次出任篮管中心主任的
任期内，中国女篮 1999 年亚锦赛
仅获第四名，直接无缘 2000 年奥
运会，而中国男篮同样也不走
运。坐拥王治郅、姚明、巴特尔三
大“移动长城”外加胡卫东、刘玉
栋、孙军这批 94 黄金一代老将辅
佐，阵容空前奢华的中国男篮赛
前被视为能进前八甚至前四，结
果小组赛被法国一个不知名的
外线投手安托万·里卡多用挡拆
三分球生生投死，最终仅列第
十。随后在 2002 年，缺少王治郅
的中国男篮在世锦赛一场未赢，
2002 年亚运会决赛更是最后时
刻被东道主韩国逆转。中国男篮
的连续惨败让信兰成这个篮球
掌门人惨遭口诛笔伐，就连时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都
对信兰成窝了一肚子火。

成王败寇！国家体育总局终
究是要靠竞技成绩说话的。于是
在 2002 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经过研究，认为信兰成同志领导
的篮管中心能力不足以完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任务，随后在
2003 年 6 月，信兰成被调往北京
奥组委，而 2000 年 5 月离开篮管
中心的李元伟则重新归来。

2009 年 1 月，李元伟到龄退
休，信兰成重掌大权。但这次，他
任内的国家队成绩更是惨不忍
睹：中国男篮连续在伦敦、里约
两届奥运会一场不胜，在亚洲范
围内更是连续刷新耻辱纪录。
2009 年天津亚锦赛决赛，中国男
篮在家门口惨遭伊朗狂屠；2013
年亚锦赛，在八进四的比赛中，
中国男篮在一度领先中华台北
17 分的情况下最终被对方狂胜
18 分之多，中国男篮最终仅列亚
洲第五；随后的 2014 年亚运会，
中国男篮同样被日本逆袭，再度
沦为亚洲第五。

仕途原地踏步
二十年青春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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