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成绩和更衣室】

毛毅军———

我从8月7日接手球队，到8月
15日一共打了三场比赛 ，我这三

场比赛和崔导当时技战术的思

路和打法是有区别的。 在崔导的

战术思路中，这两名外援达不到

他的预期， 而在我的体系下 ，可

能更适合他们的发挥，所以在后

面几场比赛坚定不移地用他们。

对国安这场球的策略和前两

场的高位压迫不同，我们是收缩

半场、稳固防守以后坚决打他们

薄弱的三个中卫。 我们也创造了

很多机会。 有时候足球就是很难

预料的， 一下子被进三个球 ，后

面就变得很困难。

我跟两位领导讲了， 我做了

大量的分析，知己知彼，我们绝对

有能力也有实力拿下这场比赛 。

作为教练来讲， 我要去赢得每一

场比赛，不会去保1分。 一个好的

教练肯定要想去赢比赛， 而且是

建立在有这方面基础的前提下。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更衣室
绝对不存在小帮派，不存在拉帮
结派、勾心斗角。球员都是非常努
力、非常尽力地去准备每一场比
赛，每一个球员都在为球队的目
标而努力。最后几场比赛，我和队
员进行了个人的交流、小组的交
流、整体的交流，他们都是以集体
的利益为重，谁先上、谁后上、谁
不上，都绝对地服从我的安排。

周军———

“打国安用五后卫防守保1
分，打长传，或摆‘大巴’防守反
击。”这是我和吴总（吴晓晖）给毛

导的建议。作为管理层不会对一
些问题放任不管，我们采取的工
作方式是沟通建议，最后决定权
一定是当时的主教练，不会去干
涉。更不要提“在申花谁（和我）关
系好就能踢上球”的说法了。

十几年来，申花只有一种原
则：谁有能力谁踢得上球。大家仔
细看一看，申花在场上踢球的人
是不是都是有能力的？我们从来
没有让主教练一定用谁，不用不
行。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即使
有想法也做不到，我们也不是这
种性格。说得不好听一点，在很多
阶段，连个球队首发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权力知道，也不想知道，更
也不想让主教练为难。

我有时候和毛指导开玩笑，
我们管理层真苦啊，大家所有的
“锅”全扣在我们头上。我跟吴总
两个人有时候通电话，吴总问我
周总啊什么情况啊？我说吴总，我
要么给你介绍对手的情况？我可
能还知道一点。自己球队的情况
我们真不知道，教练也不愿意说，
那我觉得我更不应该去干涉了。

【关于崔康熙和老将】

毛毅军———

崔导的一些战术思路、打法
确实可能让一些技术型球员觉得
踢得不顺，或者说是发挥不出自
己的特点，球员心里有一点疙瘩，
这是正常的，每个队都有。我作为
领队，和周总也做了不少工作。崔
导说这场我们要怎么怎么做，队
员说怎么又是这种打法，当时我
们还得做思想工作。在崔导技战
术要求下，我们再做球员的思想
工作，告诉他们，在这个原则
下你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发
挥，尽量能够把他们往好的
方向引导。

周军———

第一回合德比，
我们1比1踢平了海
港，上半场是人盯
人战术，（场面）非
常难看。那场比赛
打完以后，球员、领
导和球迷没有人高
兴。大家就和崔导

说：“能不能不这么打了？哪怕输
我们也要打出气势来，我们就希
望让我们开开心心上去干一场。”

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封闭
式的管理，再加上我们今年的口
号可能喊得太高了，完全把球队
放在了一个夺冠的、很高调的位
置上，造成所有队员心理负担都
很重。第一阶段后半程，我们在进
赛区的时候心气很高，上来就取
得了两连胜。但两连胜后有一个
现象，我们遇到了台风，当时我们
准备第三场全力以赴踢北京国
安，带着这股气的时候正好碰到
了台风。那个时候从主教练到队
员都不停地问我：“比赛还能踢
吗？”他们就是迫切地想踢比赛，
觉得连续比赛对那个时候的申花
是有利的。结果延期以后，大家心
气一下子下降了很多。
疫情、赛制的变化，其实对我

们赛季前的布局产生了一些影
响。2017年、2019年我们拿了两个
足协杯冠军，从管理层、教练组包
括整个大环境都觉得，申花缺的
是一个联赛冠军。去年我们一些
老将碰到了疫情的特殊情况，7月
份才开始联赛，打了两个多月的
封闭比赛，而且外援回不来的、受
伤的都出现了，我们很长时间是
全华班。这些老将展现出来的这
种状态和斗志是非常大的。
从1995年拿到联赛冠军到现

在，申花是历史最悠久的球队，其
实我们距离联赛冠军已经很远很
远了。从管理层的角度也很迫切
地想抓住现在中超改革的机会，
想去为球迷再夺取一座联赛的奖
杯。我们今年本来准备的是30轮
联赛，而且我们有五名外援。为什
么有五名外援？因为赛季前我们
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外援国家队
都没去，我们留住了他们，就是想
要冲击前三或是一个冠军。
今年我们有五个外援，大家

都觉得你五个人怎么打不过人
家，但是大家疏忽了一点，有三个
外援是需要磨合的。原本赛程是
五天一场，30轮比赛当中，有两天
是要训练的，可以在训练中去磨
合，但后来三天一场就没有任何
时间训练。崔指导有一个特点，外
援必须符合他的体系，当然外援
我们是和他沟通后一起决定引进
的。但是这些外援来了以后所表
现出来的有些东西不符合崔导的
要求。崔导很简单，你不符合我，
要么替补，要么就是打半场。他觉
得巴索戈在特殊赛制当中，作为
体能储备比较好的外援，可能在
最后进行突破反击是有用的。阿
德里安是一个好球员，但崔导觉
得他在中场对抗硬度上有点欠
缺，所以他觉得阿德里安适合替
补，当人家体能下降时派他上去。

【关于选帅和年轻化】

周军———
下一个教练是谁，现在来说

我还没有答案。我可以很明确地
说，贾指导现在不会到申花来，因
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沟通过；作
为奥运会教练回来以后，可能贾
指导他自己也没想过执教申花。
大家也诟病我们每年都换教练，
从1994年开始，申花俱乐部几乎
是一年一个教练。但是大家有没
有想过，将近30年的申花，为什么
一直走不出怪圈？我们再看这些
教练，有多少是到了年底，明明人
家干得挺好，俱乐部就是一定要
换才把他换掉的？基本上都是到
了年底得不到大家满意，成绩不
到位才被换的。
其实起用年轻球员对管理层

来讲是最方便、最容易做的一件
事情。如果到时候成绩不好，只要
你不走到2019年这个程度就没有
问题，我也可以少背一些“锅”，少
挨一些骂。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
么做？因为我们还是想利用足协
的改革之际有所作为。申花毕竟
是一个有温度的俱乐部，那么多
的好队员都愿意来，老队员也都
是冲着申花的品牌来的，都是零
转会费来的，都是放弃了大量的
工资。有一个目标我们谈清楚的，
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就两三年
了，在此期间，你们不是来养老
的，必须要拿一个冠军。如果没拿
到冠军，是有奖惩制度挂钩的，有
些钱都拿不到。其实我们就是想
冲一个冠军的。

在保级组，我们之前14轮的
积分有优势，所以我们要给年轻
人更多的机会。但这个“年轻人”
要打引号，只能是队内现有的年
轻人，外租的那些因为转会窗没
有了暂时回不来。对于这些年轻

人，在2019年底我们征求过崔指
导的意见，当时就是这样规划的，
未来2020年、2021年以老将为主，
加上外援和朱辰杰、温家宝、马镇
等少数年轻人。
申花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样

的：首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
影响到原来的规划？如果通过训
练，把体系把外援磨合好，我们是
不是应该去冲击明年的冠军。再
加上有些外租在练级的年轻球
员，他们成长了，如果把他们召回
来，那么是继续冲击联赛冠军还
是现在就开始调整战略，以年轻
球员为班底，去锻炼这些年轻人？
有一点我要肯定地回答，接下去
年轻人的机会会有很多。我们会
听取广泛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
什么冠军不冠军，不用去想了，就
该重用年轻人，那么我们希望在
确定保级的前提下可以改变思
路，这不光是用不用老队员的问
题了，甚至外援都可能不需要这
么多，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这是一
个策略，但不是现在就能决定的。
这不是一个轻易能下的决定，是
要负责任的。

再者，队员的思想工作要做
好。曾诚是冲着联赛冠军来的，他
也想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好，外界
说得也很容易，曾诚靠边站了，八
场比赛都不要他守了。李帅其实
挺冤枉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李帅，
他确实很累，也希望马镇一直守
下去。但是输给长春亚泰后，毛
导看到马镇这个情况，不太敢继
续试了。去年的亚冠和之前的
2019年联赛，刘若钒一直是有机
会的，但被骂得最多的也是他。

未来的申花要去适应一个新
时代，要做很多准备。当然，未来
发展年轻力量，培养年轻人，这是
一个趋势，是无需质疑的。只是
在这个趋势中怎么样去合理地运
作好，这是有讲究、有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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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发声：培养年轻人是趋势

本报记者 丁梦婕 整理

随着申花落入保级组，这个原本以联赛前四名甚至是联赛冠军作为目标的赛
季已被提前打上了“失败”的烙印。更衣室矛盾是否存在？管理层应该承担什么样
的责任？新教练的人选是否敲定？如何看待年龄架构失衡的质疑？如何在保证不
降级的前提下起用年轻球员。

面对一系列纷纷扰扰，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周军、申花队代理主教练
毛毅军近日接受了《五星足球》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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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衣室内绝对不存在小帮派和钩心斗角，每个球员都是

为球队努力。最后几场比赛，我们跟队员有个人交流、小组交
流，大家都表达了以集体利益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