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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赛面向全体青少年，让每一
个孩子都有参加比赛和展示自己的机
会，”中青赛赛事办公室主任、中国足
协主席宋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我国足球事业发展也是不平衡不
充分的，还需要久久为功，但一年看着
比一年更好，踢球的孩子一年比一年
多，这就是希望。”

联赛体系正在夯实
港澳球队首次参与

中青赛的举办，为球员提供了成长
平台，也体现了主办方希望推动全国各
地青少年赛事体系建设，从而普及相关
人口和培养精英的深层次考虑。

以国际足联、欧足联举办青少年
阶段的世界杯、欧锦赛为例，主要目的

是激励各国和地区会员协会在适龄球
员年龄段，形成稳定的联赛架构，畅通
从人口普及到精英培养的上升通道，
使后备力量源源不断，球星和强队代
代传承。

与之相似的是，中青赛如想实现
可持续发展，也需地方赛事体系构建
完善，因为人才根基在地方。而为了
登上中青赛这个舞台，一些年龄段的
参赛队先要通过地方预选赛考验。两
大赛事体系“挂钩”，正是主办方希望
看到的。

据介绍，本届中青赛共有24个地
方赛事办公室组织了小学年龄段赛
事；共有30个地方赛事办公室组织了
初中年龄段U13组预选赛，共280支
参赛球队，参赛球员 5816 人……重
庆、上海等地都已进行多轮次、长周期
的地方联赛，取得了良好效果。

主办方则在男子U13和U15全国
总决赛名额分配上，考虑将把标准从

“地方赛事有没有”向“地方赛事好不
好”转化，希望通过政策引导地方在初
中年龄段设置周期长、赛制稳定的主
客场赛事，缓解“12岁退役”现象，让更
多青少年在中学有球可踢。

随着参赛规模扩大，港澳球队今
年首次参与赛事。香港东方足球俱乐
部U13和澳门U15代表队分别在沈阳
和平赛区、河北香河赛区参加全国总
决赛，与内地球员同场竞技，切磋技
艺，增进友谊。

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关注“12岁退役”现象

中青赛一项宗旨是打通体、教、社
会之间的壁垒。那么，职业俱乐部梯
队及体校专业队、校园足球队、社会培
训机构球队之间，同场竞技时，有怎样
的特点和趋势？好苗子能否在三者间
顺势发展？

记者从中青赛赛事办公室了解
到，主办方今年通过对各年龄段参赛

类别统计后发现，在男子U13年龄段，
12强球队只有三家职业俱乐部，占12
强的25%，学校、青训机构、体校等占
比达75%。男子U15年龄段，12强球
队仅有两支学校代表队，俱乐部占比
达75%，而男子U17年龄段16强俱乐
部和学校的占比约为一半一半。

分析来看，在U13年龄段，由八人
制转至十一人制比赛，学校和社会青
训机构竞争力强，职业俱乐部没体现
明显竞争力。但到了初二、初三，受升
学考试、训练时间等影响，学校球队竞
争力明显下降。到高中年龄段，随着
青少年身体发育和对足球运动理解认
识加深，部分聘请高水平教练员的学
校代表队展现出不错的竞技水平，职
业俱乐部在高中年龄段没有把学校队
伍甩开。这反映出体教融合、坚持文
化教育和专业训练并重的积极成效。

“我们也思考，如果初二、初三年
龄段，学校球员也能有高水平的训练
和比赛，是否能够在15岁时有更多可
以选择的优秀青少年人才？这也是下
一步值得去研究和梳理的问题。”中
青赛赛事办公室执行秘书乔岱虎说。

中青赛平台搭建后，球员可以展
现天赋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从足协
到俱乐部、校园、青训机构，都在通过
赛事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不断建立
和完善人才库。一些球队的亮眼成绩
也引来关注。比如，第一届中青赛女
子U17组冠军济南历城二中女足获得
2023 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冠
军。以中青赛U15组冠亚军为班底组
建的国字号集训队在2023年 9月的
东亚杯青少年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球员培养方面，在校园足球与职
业俱乐部梯队间建立起平台和通道，
让好苗子能够进入梯队接受更专业的
训练和提升，是一个发展思路。比如，
双方可以通过设立定期选秀平台等，
合作共建训练营和青训中心，使俱乐
部球探、教练员能发现和愿意培养在
校园足球中表现优秀的孩子。

主办方也希望通过赛事杠杆促进
体教融合。中青赛赛事办公室执行副
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永
清表示：“我们希望俱乐部和学校加强
合作，前者提供更专业的教练资源，后
者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保障，让
青少年能在成长中文化教育和专业训
练并重，这是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
标。”重庆青训八中、大连理工附中龙
卷风队等都是不错的案例，俱乐部、协
会为学校提供高水平教练资源，学校
为孩子们提供教育保障，促进全面发
展。

谈到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12岁
退役”现象，他说，这需要教育、体育部
门和足协进行系统性解决，通过制度
设计打消球员、家长的后顾之忧。“我
们希望能通过中青赛长期、稳定、可持
续地举办，不断夯实青少年足球文化，
不断获得社会认可，尤其是球员和家
长的认可，能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足
球运动，那便会有更多孩子能在初中
继续足球生涯，甚至向高中和大学延
伸。这样的金字塔型人才结构值得期
待。”

保持对足球的热爱
比赢比赛拿冠军重要

两届赛事举办以来，比赛质量逐
步提升。但在球迷们更关注的成年
国家队里，怕逼抢、节奏慢、无效回
传+开大脚等技术顽疾，依然存在。
因此，球员们在青少年阶段学会识别
战术场景和理解比赛原则很重要，有
助于在未来更高强度对抗下做出正
确决策。

在中青赛，一些青训教练也在有
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不少
球队坚持从后场组织进攻，尝试保持
控球权，注重快节奏转换（山东泰山、
郑州九中等），而这些球队成绩也都不
错。

主办方则通过教练员座谈会、青

训大纲宣讲、调查问卷等形式，向教练
们传递中国足球的青训理念，比如球
员培养的“五环”模型（技术、战术、身
体、心智和社交能力），青少年比赛、训
练和执教理念等。不少教练员通过赛
事期间的知识传递，对球员培养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希望每名青训教练员都能
意识到，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是带领
孩子们在十几岁赢下某一场比赛，或
拿到某一个比赛冠军——而在于帮助
这些孩子保持对足球的热爱，在未来
也能借助今天学到的东西不断前进，”
中国足协A级教练员培训班主讲师戴
振澎说。

随着办赛经验积累，主办方也看
到了不足和问题。比如，地方赛事办
公室工作合力还不够，普遍反映成员
单位间沟通不顺畅、配合度较低；适用
于青少年赛事组织的时间不充裕，教
育和体育部门以及足协各自举办的赛
事较多，需要拿成绩的队伍，在不同赛
事间“换马甲”参赛；地方赛事参赛球
队少、参与积极性低；经费支持不足，
缺少场地租赁、医疗安保等专项经费
支持，难建立长期、稳定、多层级的周
末主客场联赛体系等。

展望第三届赛事，主办方表示，将
通过凝聚共识、完善沟通机制，统筹各
项赛事安排，加强裁判员培训、规范教
练员行为，打造品牌等措施，逐步解决
影响赛事运行的困难。

据了解，赛事经费主要由中国足
球发展基金会资助和中国足协自筹等
两部分组成。下一步，主办方希望在
政府和市场两条路进一步探索。比
如，教育部门、体育部门、足球协会共
同筹措赛事经费，对各自系统参赛队、
办赛单位提供一定的财政引导资金，
确保地方赛事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此
外，三方也需借助各自优势，不断扩大
赛事关注度和影响力，吸引市场加入
赛事活动，分担资金压力。

（新华社）

足协主席宋凯会面因凡蒂诺时表态——

继20天前在卡塔尔多哈分别与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国际足联秘书长
马蒂亚斯会面后，中国足协主席宋凯
于当地时间20日下午3点在世俱杯
及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举办地沙特吉
达，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会面。
会面期间，宋凯代表中国足协感谢因
凡蒂诺及国际足联及给予中国足球发
展的支持。宋凯同时向因凡蒂诺表达
了中国足协希望未来承办国际重大足
球赛事的愿望，并邀请因凡蒂诺于明
年访问中国。

北京时间12月19日深夜，宋凯启
程经阿联酋迪拜飞往沙特吉达，并于
当地时间20日上午抵达目的地。据
了解，宋凯是受国际足联邀请赴吉达

参加国际足联会议的。他随后还将在
现场观看于当地时间22日晚（北京时
间23日凌晨）进行的世俱杯决赛曼城
对弗鲁米嫩塞的比赛。这也是宋凯首
次以中国足协主席身份参加国际足联
举办的官方正式活动。

事实上，宋凯原打算在多哈与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会面。但后者因
其它重要公务在身，未能参加亚足联
颁奖活动。利用此次国际足联在吉达
开会并举办世俱杯之机，宋凯终于与
因凡蒂诺见面。这也是双方的首次会
面。会面期间，宋凯首先对因凡蒂诺表
达了感谢，感谢后者及国际足联对中国
足球发展的支持。宋凯随后向因凡蒂
诺介绍，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足球

运动发展。中超联赛是今年内亚洲范
围内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职业联赛，赛
事的市场前景被各界普遍看好。

目前，中国足协已与国际足联就
后者向中国足协提供技术支持建立了
深入合作关系。为此，宋凯向因凡蒂
诺表达了续签双方合作约定的意愿。
会面期间，宋凯还向因凡蒂诺表达愿
望，希望中国足协未来能够承办国际
足球重大赛事。最后，宋凯邀请因凡
蒂诺于明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通
过现场所闻所见，切身感受中国足球
最近几年的发展变化。

据了解，与上次在多哈短暂停留
相似，宋凯这次在吉达的逗留时间不
会超过72小时。

希望未来承办足球重大赛事
鉴于当地热带沙漠气候，2023卡塔尔亚洲杯赛定于 2024年 1月 12日至 2月 10日举

行。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这是一届意义极为特殊的亚洲杯赛：本届亚洲杯原定于2023年6
月在中国举行，早在2019年12月亚足联宣布2023亚洲杯赛在中国举办，包括北京、天津、
上海在内的10座城市承办这项赛事，但临近开赛的5月上旬，2023亚洲杯组委会突然宣布
本届赛事易地举办，最终2022年刚刚举办过世界杯赛的卡塔尔在投票表决中胜出获得本
届亚洲杯赛举办权——自此，中国各级、各组球队便在亚洲赛场甚至主场赛事亦屡屡遭遇
裁判“严判”，因而此番西亚作战，国足需要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应对赛场内外各种难题。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久久为功，看到希望本月，第二届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简称“中
青赛”）各项赛事顺利完
成。这项由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中国足协主办
的赛事，正朝着覆盖面最
广、参与人数最多、竞技
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
大的目标靠近，打通了体
育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层
面参赛队之间的壁垒。

从 3月开赛到 12月
落幕，本届中青赛共设
18个年龄段，从小学男
女子组U8开始，到男子
U19和女子U18及女乙
联赛。第二届中青赛共
进行 2101场比赛（初中
年龄段及以上全国总决
赛），较 第 一 届 增 长
45.6%。全国赛事阶段
共 有 484 支 参 赛 队 、
10584名球员，球队和球
员数均有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