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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谈男篮——

男篮低谷与八一队衰落有关
借着2024CBA全明

星周末在厦门举办的契
机，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和
CBA公司董事长徐济成
近日接受了媒体专访，谈
到了包括CBA联赛外援
政策、中国男篮、青训发
展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
话题。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问：日本 B 联赛自 2026-2027 赛
季开始将开放外援政策，可同时上四
名外援，您怎么看待这方面？

姚明：去年B联赛的主席来北京
和我们会谈，谈谈一些合作的东西，我
们带他去五棵松看了一场首钢的主场
比赛。他对我们的场馆或者气氛都是
非常的赞赏。在会议间有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话题，他说B联赛考虑增加外
援的上场人数，但日本篮协要求B联
赛压缩外援，他们希望日本球员可以
有更多的上场时间。给大家解释一
下，日本篮协和日本B联赛是两个互
相独立的组织。它并不像我们中国篮
协和CBA联赛的隶属关系，所以他们
就产生这个问题。他问我怎么看这个
问题，我说你们慢慢争，这个问题在我
们中国已经讨论了快三十年了，也没
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果。当然B联赛
主席当时说从联赛的精彩程度上来
说，我们希望可以去扩大外援的数量，
但是日本篮协和我们的态度完全相
反，最好可以让日本球员多上场。我
们不去评判，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去
年发生在北京的故事。

问：外援政策一直是个老话题。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未来会是一个什
么方向？

徐济成：从2015年到现在，我记
得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外援是
药，它不是饭》，就是你身体虚弱的时
候，你吃点补药，但你真正身体强壮，
或者说我们小朋友元气十足的时候，

你还是要吃好饭。所以他没有一个方
向说我就走这条路，一条道走到黑，我
另一条路就不走了。原来我们开放过
外援，但我们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越来
越精彩，而是越来越无趣。为什么
呢？因为球就始终在两个外援手里，
加一个亚外，国内球员根本打不上球，
根本摸不着球，长此以往他这个参与
感特别低。球迷就不断地批评，当然
球迷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互联网的环
境。

其实，现在俱乐部可以注册三到
四个外援，只能按照四节四人次去使
用，那我们能不能在已经获得的资源
中，让他们多打两节，这是可以去考虑
的。我们希望让外援成为三种动力，
一个是激励我们国内球员，你连外援
都打不过，将来怎么去打世界比赛，这
个姚明最有体会，他也当过外援。第
二希望外援带领球队整体提高，第三
希望外援真正融入中国篮球文化，像
当初的马布里一样。我们不希望去拘
泥于数据，而是要把药变成饭。

姚明：我觉得还是要集思广益去
谈这个问题，不要把所有问题都集中
在外援身上。不管是吃饭还是吃药，
哪怕就算是吃药，不可能只开一种药
盯着死吃。我们一般叫调和，那一定
是多种方法去综合治疗。即使我们调
整外援，和外援相关的其他政策是否
需要一起调整，比如国内球员的流动
性，我们需要组合起来去看这个问题，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全面一些。

“外援政策讨论 30
年，仍没有结果”

问：您所提到的球员流动性，未来
希望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

姚明：首先是统一化，第二是透明
化。如果你现在去问球员，你知不知
道自己的合同什么时候到期，他可能
不清楚。所以我们先要把清晰度搞清
楚，后续也需要多举办一些论坛，让多
方去碰撞一些意见，这样互相协商出
来的意见一定会是最好的。

徐济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合同
的概念，只是签了一个类似于约定的
东西。后来有个标准合同，大家一起
讨论出了年限，但那个阶段忽略了一
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球员工会或者
球员委员会，更多是站在投资人的立
场上做出来的，还是需要不断去完
善。现在运动员的意见也加入进来
了，原来害怕运动员和投资人的意见
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双方是惺惺相惜，
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姚明：我们不要去怕吐槽的东西，
其实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也
会互相吐槽。关键吐槽里面有没有有
用的信息，能不能想出一个大家有共
识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吐槽就是
提意见，关键能不能找不到办法，如果

问题解决不了，吐槽也就白吐了。
问：现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大学生球员在CBA联赛立足，您怎么
看待这方面？

姚明：我们的人才高度是由金字
塔的宽度堆积出来的。大学给我们提
供了一条非常广泛的人才输送的管
道。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我们失去
了一条重要的管道——八一队。实际
上中国篮球现在的低谷，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八一队的衰落而造成的。你想
当年国家队很强的时候，八一队是不
可或缺的，甚至占据了半壁江山。八
一队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它下面有沈
阳军区队、南京军区队等等。我们现
在想的是如何加快体教融合，其实可
以把整个学校体系想象成新的八一
队，每个学校就是“小军区”，这个逻辑
是相通的。

我们研究了几个联赛之后，包括

NBA，发现一个逻辑就是他们并不是
以培养优秀运动员这个逻辑去运营
联赛，而是更多考虑到运营成本。但
因为我们的历史沿革，联赛需要为国
家队服务，需要让国内球员有更大的
空间，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去考虑
的。

我们最近也在统计一个数字，就
是每个CBA球员他的培养成本到底
是多少。具体的数字就不透露了，但
计算方法是每个俱乐部在近十年内青
年队教练员、运动员和所有一切相关
费用除以十年内有多少球员输送到联
赛。我原来拥有上海队，账本还在家
里，我只要看一看就行了，现在就是要
统计整个联盟。我们把这个数字和10
年前去进行比较，成本如果上升的话，
那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去思考现阶段
的运营模式。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些俱
乐部难以为继而退出的情况。

“中国男篮的低谷，
有八一队衰落的原因”

问：您看中日男篮比赛最大的感
受是什么？

姚明：我不客气地说，我们创造力
不够。包括我在看星锐赛的时候，我
特别关注创造力。我们只会临摹不会
创造，所有的战术就像字帖一样，但上
场之后字帖没有的情况下，我们队员
是按照自己感觉在跑，还是非要记住
那个路线。

我相信这个东西会有的，每个运
动员在场上都是发明家 。其实篮球
技术很简单，归根结底就三种：运球、
传球和投篮。这三种技术不断变化
排列，就是篮球运动员运用的东西。
我们需要发掘年轻一代球员的创造
力，引导年轻运动员用自己想象力去
搭积木。我经常听到很多教练员说
投篮动作要标准，那你告诉我库里投
篮动作标准吗？投篮其实和写字是
一样的。

问：如何在青训中有意识地培养
他们的创造力？

姚明：增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省
市之间，跨国家之间的交流。只有遇
到了不同的对手，才能激发想象力，当

你见的东西足够多，才会总结出适合
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训练中只能重复
固定的东西，因此需要更多比赛，让孩
子见识到新的东西和对手。我在
1998年和刘炜一起去美国，两个月的
时间打了50场比赛，见了很多孩子，
有些人像泰森·钱德勒后来进了
NBA。这种有想象力的孩子其实会带
动你去创造。所以从中国篮协的角度
来说，特别希望创造更多比赛交流的
机会，这样队员们的想象力会越来越
丰富，自己会去想办法。

问：有没有考虑将CBA联赛的单
节比赛时间缩减到 10 分钟，和 FIBA
赛事接轨？

姚明：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目
标。就是在联赛中增加球员所面对的
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性越多，联赛才
会越精彩。经历过这样比赛的球员，
他的水平越高，应变能力也会越强。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但是也
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是国际篮
联更像NBA还是NBA更像国际篮联，
这方面我们需要先观察一下，但并不
是说不行。

问：作为老大哥，能给年轻球员什
么忠告？特别像杨瀚森这样的球员。

姚明：以中国篮协主席的身份来
说，我不希望他离开CBA联赛，这样
联赛又缺少了一个球星。当然，当年
我们去到美国的时候，对于CBA联赛
的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是起到推动作
用的。我觉得下一代年轻球员就是要
做自己，当年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当

年在球场上全力以赴奔跑、争取胜利
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其他人声音的。
不管是杨瀚森、刘瀚森、李瀚森，为什
么一定要学我？为什么要学大郅？其
他位置的球员也都有自己的道路，为
什么要求他临摹？为什么不允许他自
己去创造？一定要做自己才能有创造
力。没有创造力的话，所有东西都只
是临摹。

问：你觉得杨瀚森这样的球员是
应该早点去 NBA，还是在 CBA 证明
自己之后再去？

姚明：去 NBA 是为了什么？去
NBA提升自己是我们设计和希望的
一个目标，或许也是球员一部分的目
标。我绝对不会说为了提升自己而
早点去NBA，我不会这么说，因为我
走过这条路，我知道自己去 NBA 的
动力是什么，是挑战自己极限，外加
挣很多美元。因为我是在做自己，这
样才有可能把潜力发挥出来。我们
很多时候给这批国家队队员设定了
很多目标，但这是你想做的，而不是
他想做的。

“我们的球员只会临
摹，缺乏创造力”

“去NBA的动力是
挑战自己和挣很多美元”

▶姚明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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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在亚洲杯预选赛中不敌
日本男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