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过去，中国足球走了太多弯
路。个中原因纷繁复杂，究其根本，无
外乎总有人想“走捷径”“抄近道”，盯
着短期目标豪赌国家队成绩，陷入从
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不惜违背
足球发展客观规律，在政策上朝令夕
改“翻烧饼”；而面对关乎足球发展的
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往往又望而却
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
起瓢，老问题没能解决，新问题又出现
一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少年，
但青训工作总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最终或流于形式，
或杯水车薪。

弯路上越走越远，悲剧一次又一

次重演——决策者在反腐风暴中身陷
囹圄，职业联赛“假球”“赌球”丑闻频
发，多家俱乐部面临欠薪和解散危机，
国家队遭遇惨痛失利，中国足球发展
陷入低潮……历史的教训不断证明，
越想追求“跨越式”发展，中国足球就
越无法得到“跨越式”结果。

今天，当选择再次摆在面前，中国
足球要走怎样的路？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足球发展之
路，注定是一项具有开创性、艰巨性、
复杂性的事业。想改变中国足球如今
面临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绝不仅仅
是走几条山路、过几道坎那么简单，更
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足球，需要开
启一场新的长征。

开启“新长征”，首先要明确正确
的前进方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颁布已八年，业内普遍认为方案
指导方向正确，内容系统全面，在很多
维度上起到积极作用。改革过程中出
现的矛盾与问题，一方面源于对改革
认识不到位，有人工作中言必称足球
改革，实际做法却与改革精神背道而
驰；另一方面源于对改革措施的机械
化落实，在协会脱钩等工作中急于求
成、搞一刀切，既缺乏相应配套措施，
也没有因时而变，使得改革无法真正
落地见效。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遥远。每
当改革遇到阻碍，就有人说中国足球
应该重回过去的“体工队”模式。这既
不符合当今中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
有悖于越来越开放的世界足球发展潮
流。中国足球界必须统一思想，保持
耐心和定力，扎实推进足球改革。

开启“新长征”，要将“久久为功”
和“只争朝夕”相结合，处理好长远目

标和短期利益的关系。中国足球既不
能再犯过去“唯成绩论”的老毛病，也
不能片面强调长远发展，而忽略亟需
改变的客观现状。

长期和短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完全能够相辅相成。我们的邻国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足球“百年
计划”，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同时，并没
有影响国家队竞技水平的提高，日本
队从 1993 年无缘世界杯的“多哈悲
剧”，到 2022 年世界杯连胜欧洲强队
上演“多哈奇迹”，这一经验值得借
鉴。中国足球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战略定力，也要积极把握现阶段能
够见效的工作——引进高水平教练员
提升青训、加强联赛竞争力、提高国家
队训练质量……

开启“新长征”，要一切从实际出
发，有攻坚克难的勇气。记者了解到，
职业联赛一些“假赌黑”乱象其实几年
前就已显现端倪，但最终都在各方的

“和稀泥”中不了了之。面对一些复杂
问题，管理机构往往选择“鸵鸟策略”，
导致矛盾愈演愈烈，进而损害中国足
协的公信力和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

现如今，中国足球面临诸多棘手
难题：如何在全行业内建立有效的反
腐败机制，杜绝“塌方式腐败”悲剧重
演？中国足协有哪些举措来重塑社会
公信力和风清气正的足球发展环境？
业内已呼吁多年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
部联合会究竟何时成立？俱乐部股权
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归化球员政策
是否沿用？引援调节费该怎样处理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决策者需要拿出智慧与决
心，把问题放到阳光下解决，回应大众
关切。

开启“新长征”，需要团结的中国

足球人。中国足协、俱乐部和球员本
该是共生关系，但三者时常互不理解，
彼此间矛盾丛生，又各有苦衷，在发展
过程中难以形成合力，各自为阵、各自
为战现象突出。

这场“新长征”，不独属于某一个
人或者某几个人，这是全体中国足球
人的长征。这就要求每项政策的制
定，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和平衡各方利
益诉求，实实在在以人为本。中国足
协也要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避免再出现“一言堂”“瞎折
腾”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
起足球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找到
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这条长征路注定是任重而道远。
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中国足
协计划先用一年左右时间，充分调研
相关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履行民主决
策程序，来逐步处理足球发展中出现
的诸多问题。中国足协的每项决策，
都要符合社会大众的预期。先守正，
再创新。”

“新一届中国足协，一定要更团
结、更努力、更开放、更纯洁、更具勇
气。”宋凯说。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中国要
实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的宏伟目
标，中国体育要在全球赢得更广泛的
影响力，足球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无论是今年球市火爆的中超联赛，还
是频频出圈的贵州“村超”，都证明了
足球在中国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最对的路也许是最难的路，最远
的路或是最近的路。但只要校准方
向，坚定地走下去，中国足球终将迎来
崛起的曙光。

（摘自 新华社）

中国足球“新长征”
只要路对不怕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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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足球价值观
足球专业人士说，中国社会的总

体足球价值观有些滞后，往往只认识
到其在国际比赛中带来的荣誉价值，
对其全面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对足球
运动的长期性、系统性、艰巨性认识不
足，从而出现一些短视行为。竞技成
绩其实是足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客观结果。通过足球的教育功能，可
以提升人的全面发展。青少年参与足
球不应是为了评定等级、升学加分，而
是享受乐趣，达到以快乐教育培养人
的目的。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构
建正确的规则体系等各种体系。

◆足协应做好体系搭建
广西足协执委贾蕾仕说，中国足

协应明确自己的定位是做好足球服
务，做好基础性工作，如完善联赛、青
训、教练、裁判等体系。他举例说，虽

然现在已有中超、中甲、中乙、中
冠等联赛，但省市县联赛体系并
不完善，足球强国有多达十几级
甚至几十级联赛，构成可持续发
展基础；同时，中国足协要更接地
气，与各级足协建立工作体系，做
好业务衔接；足协部门设置要科

学化；将权力下放，更好地发挥执委
会、会员协会的作用；各级足协事务应
透明化、公开化。

对于中冠联赛如何与业余联赛衔
接，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董事长
黄盛华说，可考虑既相互独立又有序
衔接的“双金字塔”体系，即职业联赛
和半职业联赛、业余联赛各自构建独
立的联赛金字塔体系，两套体系间通
过赛事成绩和准入规定衔接。“双金字
塔”体系一方面给了有意向职业足球
发展的城市、俱乐部、投资人、球员一
个上升通道；另一方面，拥有独立“金
字塔”体系的业余联赛通过赛事规则、
球队审核等方式，防止过多职业、半职
业球员、职业俱乐部关联队伍下沉至
业余联赛，避免影响普通足球爱好者
参与业余联赛的积极性。

◆完善各级国家队建设
专业人士称，应完善队员选拔机

制，选拔为国效力愿望强烈、意志品质
一流、能力作风好、年龄结构合理的优
秀球员进入国家队；建设国家队人才
库，强化选拔科学性；统一各级国家队
技战术打法；建立训练监控评估体系，
实现对各级国家队队员在俱乐部训
练、参赛数据的日常监控和评估等。

◆增加青少年高质量比赛
艾伦足球学院青训主管艾伦·雷

纳德建议各级足协引进第三方赛事运
营体系，鼓励地区青少年赛事分级、全
年持续举行；对社会力量参与青训给
予场地政策、资金支持。

在青训补偿方面，专业人士建议，
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第三方账户，制定相
关规则，在完成相应的培训补偿和联合
机制补偿后才能转会，以此提高青训机
构热情。现阶段加强监管，对拖欠青训
补偿款项的俱乐部予以处罚。

◆完善体教融合机制
对于体教融合，华南师范大学体

育科学学院教授李培建议：一是明确
体教部门的责权利。教育部门在义务
教育阶段做好青少年足球普及，体育
部门负责进一步提高竞技水平。二是
建立监督评估机制。教育部门需完善
校园足球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加强
内部监督评估机制建设，加强对专项
经费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配置资源，对评估不合格单位进行
督导整改或取消资格。中国足协具有
评定裁判、教练和运动员等级权力，既
要加强内部监督评估，还要引入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体育部门应建立青
少年教练员、裁判员和队员数据库，根
据竞赛表现进行监督评估，作为人才
选拔和等级晋升依据。

◆反腐应机制化
对于中国足球腐败现象，北京炜

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说，中国足
协决策机制须更加透明，同时引入外
部监督制约机制。京师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正航建议，加强事发前防范机制
和事发后迅速整治机制建设。

刘正航说，提倡各俱乐部建立内
部督查体系，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企
业合规建设中的反舞弊机制，这里的
舞弊主要指假赌事项。体系建设含俱
乐部内部举报机制、内部审查机制及
查实后的处理汇报机制。同时，建议
中国足协建立假球监督监察机制，对
投诉举报或通过仲裁委员会、纪律委
员会听证、处罚等过程中发现的可能
涉嫌假赌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与追
责，并与上述俱乐部的内部督查体系
相衔接，涉嫌违法犯罪的直接移送相
关侦查部门进一步处理。

还有法律界人士称，中国足协应
与公安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摘自 新华社）

各界热议：什么是中国足球该有的样子？

困境中的中国足
球，又一次站在命运的
十字路口。

16日，中国足协
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
会在京召开，选举产生
了新的执委会和领导
班子。中国足球是从
谷底反弹，抑或是继续
一路下滑，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新一届中国
足协今后的努力程度
和工作成效。

《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颁布八年
多来，中国足球沿着足
改方案指引的方向持
续迈进，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也存在执行不
力、出现偏差等问题。
中国足协原高层、多位
原中层和足球从业者
涉嫌腐败，使得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遭遇挫折。

中国足协第十二
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之际，数十位足球相关
从业者、专家，直指中
国足球目前存在的问
题，并给出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