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预见的是， 在结束最后两场

12强赛任务之后，外界、包括中

国足协内部等各方，都会对此次世预

赛的过程有一番总结。但我们要说的

是，这样的总结，并不应该仅仅针对

世预赛本身，而是应该更广泛、更完

整地去看待问题。

从结果来说，各方对于国足又一

次失去世界杯决赛圈资格，已经有了

心理准备，大家更关注的是，未来的

每一步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在这之

前，有几件事需要清晰，首先是职业

联赛、国字号队伍与人才培养之间的

关系。 以往我们的每一次目标制定，

都更像是着眼于一届或者几届大赛，

而非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平衡

好职业联赛与青训培养之间的带动

关系，设计符合我们自身特色的竞赛

体系，是行业决策者与规则制定方需

要学习和考量的。

世预赛结束之后， 新赛季的中

超联赛就要开始， 考虑到大部分国

脚过去两年积累的疲劳， 以及联赛

整体投入的锐减等因素， 纵使恢复

主客场，比赛的氛围、质量都可想而

知。 就国字号层面而言，近两年的主

要任务莫过于今年的亚运会和明年

的亚洲杯， 再往后就是2024巴黎奥

运会的预选赛……不过， 从已知的

几个方面信息来看， 情况都不太乐

观，扬科维奇的球队自去年退出U23

亚洲杯后， 一直都没有太多磨合以

及正式比赛锻炼的机会； 成年国家

队出征亚洲杯的阵容建设、 教练组

构成、归化球员的管理等都是问题；

而冲击奥运预选赛的U21国青在参

加了两年职业联赛后， 今年又面临

戛然而止的情况……

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即使最终

这些比赛的结果都不如人意，我们也

应该更多从最重要的青训层面去抓

好基础，更坚定地做更多符合规律的

小事，而不只是针对眼前的各种“任

务”。中国足球的失利不是一场、一天

构成的，而它可能的回暖更不会是一

朝一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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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战，国足命运四重奏
昨天下午，中国男足抵达海口，正式开启出征西亚迎接世预赛12强赛

最后两战前的集训。 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已经无望，那么剩下两场比赛中，国

足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完成？ 事实上，恰恰因为结果已经出现，使得李霄鹏率

领的这支球队才有了更多调整的可能，大到建队架构，如主帅位置是否稳

固的悬念，小到未来球员的组成，以及下一阶段的目标等，通过这两场比赛

之后，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首席记者 刘闻超 述评
尽管只是带队打了两场比赛， 但是大年初一输给

越南一战的负面影响不小， 球队在比赛中表现

出的精神面貌一般，这当中当然也有球队本身比较劳

累、球员身心俱疲等因素。但客观来讲，从客场面对日

本，到客场对阵越南，中国队在技战术层面的设计上

都没有局部区域的亮点，是让人最为担忧的一点。

不妨把记忆倒退至李霄鹏上任前，理论上来说，

如果不是李铁在个人言论和对外处事方式上的一些

“不当”，单从成绩本身而言，中国足协乃至相关方面

要调整主教练的决心可能还不会那么坚决。 这其实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李霄鹏带来不小压力， 仅从上任

之后的多次言论及对内管理方式来看， 李霄鹏一如

既往的“高情商”，并给大众留下了一定好感，可长此

以往， 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会逐渐转移至更重要的业

务层面。

征战中超期间，李霄鹏曾连夺赛季最佳教

练，不过2018赛季那次，海港是联赛冠军，如

果不是佩雷拉曾经遭受过处罚，最后

奖项归属可能还有悬念 ； 而在2019

年 ， 李铁执教武汉队拿到联赛第

六， 当时对于二李之间的争夺，外

界也是猜测不一，直到颁奖前一

天，山东泰山在足协杯上饮恨而

归， 才有了后来的 “三闷棍”一

说。 李霄鹏成为国足主帅，更

多给人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

以国足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本

土教练无论谁来都不会容易，

这点上李霄鹏体现了勇气和

担当 ，可问题是 ，光靠这些肯

定是不够的。

12强赛小组赛最后两战，

中国队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沙特仍然需要抢分， 从而为自

己争取一个出线机会。 倒是阿

曼已经没有晋级希望， 看上去

战意不会太足。 对于最后两场

比赛， 中国队方面的预期是不

能崩盘， 换句话说就是各方都

不希望看到球队以两连败收

场，一旦极端情况出现，国足新

教练组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脚们的未来，分两种。 一种是，

在国家队的未来， 另一种则是

各自接下去职业生涯的未来。

李霄鹏上任后， 曾经在上海举行

过一次超大规模的集训， 目的被认为

是整合各年龄段人员， 从中为剩

余比赛乃至之后的建队方向做

考虑。仅从国家队的历史来看，

新人很难顶上一直是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了。 一方面是

由于原有的球员更加成

熟， 在联赛中普遍证明

过自己；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真正冒尖的

“接班人”不多，无法

撼动那些“老人”。

在这支被带

到海口的队伍

中，其实有许多

人的未来都不

算明朗。有多达

10名来自广州

队的球员被召

入，但几乎可以

肯定的是，等到

新赛季开始后，

真正剩下的广

州队国脚只有

寥寥几人 。 目

前， 甚至包括年轻的吴少聪等人，也

不乏转会传闻。 除了职业生涯的未

来， 不少国脚也都面临着欠薪的问

题，国足在上海集训时的两位队长吴

曦和蒿俊闵，就是其中的典型。 广州

队的情况更是无需赘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名归化球

员的未来。艾克森与海港之间的传闻

沸沸扬扬，只是目前看来，更像是经

纪人层面的推动。 艾克森是一个缩

影，包括他在内，几名非血缘归化球

员都与广州队完成了解约，并且到目

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位敲定新赛季

的下家。的确有几家俱乐部对他们中

的不少人感兴趣，可前提是，现在大

环境变了，所有俱乐部都不想花太多

“冤枉钱”。而费南多上一次的中途离

开， 也为此次集训和后续比赛期间，

归化球员能否真正到齐打上了一个

问号。 重庆队时的费南多，与中国国

脚“小摩托”，似乎始终是两个人。

如果，在最后两场比赛中，对于

归化球员的管理、约束都不能达到足

够的效果，又或者几人的状态以及新

赛季的去向迟迟不明朗，那么相关方

面就有必要考虑一下几人的未来了。

毕竟，要想做到预期中的年轻化建队

模式的话，这几人的年龄其实也都不

太符合要求。

负于越南之后，中国足协在国足

隔离期间宣布了一份国脚补招

名单，其中包括了总共10名球员。 从

年龄上看，除了1993届的廖力生外，

七人为“95后”球员，吴少聪和蒋圣

龙则是“00后”球员。 一时间，国足考

虑“年轻化”的呼声开始出现。

然而，呼声是一方面，球队真正

要年轻化，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在本

届国足之前， 无论是佩兰时期还是

之后的里皮时期， 重用中生代乃至

老将的主要原因，还是实力。 与此同

时，中国各级U系列队伍在洲际赛场

不是成绩不佳， 就是得不到像样的

锻炼， 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成年国家

队教练组很难放开手脚让年轻球员

直接锻炼， 何况他们自己也背负着

巨大的压力。

在这份10人名单中， 只有廖力

生、高准翼和杨立瑜有过国家队A级

出场记录，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本就

是国足的储备人选。 其他几人中，童

磊、段刘愚、高天意、严鼎皓都是国

内1997-1998届的佼佼者，但他们其

实也已经24-25岁了，本身就应该是

逐渐走向成熟的年纪。 过去一年的

联赛中， 在这个年龄段涌现了不少

好苗子，比如海港队的魏震、李申圆

等，只能说，目前国足的所谓年轻化

战略， 只不过是一种符合国足历史

轨迹的正常调整尝试。 相比之下，韩

佳奇、吴少聪、蒋圣龙为首的1999-

2000年龄段球员中， 除韩佳奇基本

是俱乐部主力外， 吴少聪上赛季得

到了不少比赛的机会， 蒋圣龙在租

借离开申花前，整体机会也不算多，

这个年龄段的代表还是已经打上首

发的朱辰杰。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也

已经22岁。

此次前往西亚的过程中， 扬科

维奇率领的U23国足将与国足同进

同出。中国足坛缺少年轻球员吗？从

选材的基数角度来说，的确不多。 而

目前中国队缺少可供选择的年轻人

吗？ 倒也不完全是，关键在于，这批

年轻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历练、

是否可以得到符合现代化足球思路

的指导， 以及他们自身的职业素养

是否足够。

在最后两场12强赛比赛中 ，教

练组极有可能会派出更多的年轻面

孔，此前像朱辰杰、戴伟浚等已经有

过亮相，可能称得上是好消息的是，

在没有了成绩压力的大背景下，这

些新面孔有理由以更加享受比赛的

方式投入其中。

◆国脚的未来

广州球员出路在哪？

◆李霄鹏的未来

不崩盘是前提

◆中国足球的未来

12强赛后何去何从

◆新人的未来

最后两场谁有机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