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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汇文 体

场外音

体坛话题

拥有四大职能
早在2015年颁发的《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提出：“建

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

赛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职业联

赛。”所谓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指

的正是中足联。如今它的成立，可

以说是对足改方案的具体落实。

成立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

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章程》《中国足

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

则》等文件。《章程》中明确了中足联

的核心目标：推动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的发展，维护俱乐部利益、提升竞

技水平，同时促进青少年足球和国

家队建设。

新成立的中足联主要职责可以

归纳为四大类。一是联赛的运营与

管理；二是联赛的商业开发与推广；

三是维护联赛竞赛环境；四是青训体

系建设。

从2025赛季开始，中足联将负

责组织和运营中超、中甲、中乙三级

职业联赛，也拥有收益分配权。对

有着三十年历史的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

并未完全脱钩
纵观世界足坛，强如英超、德甲

这类顶级联赛，都归属于各自的足

球联盟来进行管理，足协不会参与

和干涉，其作用只是负责青训、裁

判、教练员培训管理，以及组建各自

不同年龄段的国家队。从“中足联”

的工作职责上看，中国足球这次是

真正地迈出了一大步，努力尝试跟

世界足球接轨。

不过，作为主管者，中国足协并

未彻底退出。中足联和中国足协之

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定位？《中国足协

和中足联关于职业联赛相关工作的

职责清单》对双方的责权利作出了明

确安排——中国足协拥有职业联赛

的所有权和监管权，将职业联赛

管理政策制度制定权限授予中

足联，不再参与职业联赛组织运营，

主要通过对中足联制定的相关政策

制度进行备案审核、负责职业联赛纠

纷解决等方式，实现对职业联赛的

行业监管。

中足联拥有职业联赛的经营

权、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以会员形

式加入中国足协，在中国足协授权

下，负责组织和运营中超、中甲、中

乙三级职业联赛，包括负责制定职

业联赛发展规划、拟定职业联赛规

模和升降级制度、开展职业俱乐部

注册和准入、职业球员注册和转会、

纪律处罚等职业联赛有关工作。

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为保持裁

判工作的独立性和公平性，在学习

借鉴国际经验，并充分征求职业俱

乐部意见的基础上，明确职业联赛

的裁判员选派、评议和处罚等管理

工作仍由中国足协负责。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足联而言，

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从

外部关系来看要理顺与中国足协的

关系，从内部来看则要尽快健全组

织架构，充分发挥职业俱乐部主体

作用。但不管如何，能够实现“管办

分离”已经是重大的改革。当然，它

能否成为治疗中国足球昔日顽疾的

一剂良药，恐怕还得时间来检验。

本报记者 关尹

中国足球的改革之路，如同

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    年

职业联赛的起步，到    年中超

的诞生，再到    年提出成立职

业联盟，直至    年中国足球职

业联赛联合会正式挂牌，每一步

都承载着无数的期待与挑战。中

足联的成立，无疑是改革征程中

的重要里程碑。

管办分离这四个字，喊了很

多年，外界一直翘首以盼。只不

过，当中足联真正挂牌之后，有球

迷心里却又开始犯嘀咕：它有实

权吗？它能管用吗？还是说做做

样子，换汤不换药，和以前一样，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必须承认，这么多年以来中

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一大绊脚石，

就是行政管理和联赛运营混在一

起，中国足协“管、办、督”不分，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制约监督，导致职业联赛问题

丛生，形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如

今总算分开了，理论上能提高职

业联赛管理专业性与独立性，是

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当然，中足联虽肩负推动中

国足球发展的使命，但前路漫

漫。它能否突破困境，让中国足

球迎来春天，不仅考验中足联的

能力，也需要各方齐心协力。正

如当选第一届中足联理事长的

原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所

言，对目前的中足联需要“三

心”：耐心、恒心、信心。

或许在短期内，中足联与中

国足协的关系仍然较为紧密，特

别是在经济和组织架构上。未

来，中足联能否真正实现独立运

营，还需要在经济自主性和管理

独立性上进一步突破。对于广

大球迷来说，期待看到一个更加

独立、专业、公平的联赛管理体

系，让中国足球能够在健康的环

境中茁壮成长。

中足联的成立是一个好的开

始，但中国足球积弊已久，改革之路

依然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

新生的中足联，我们不妨多给一些

鼓励支持，且观后效。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冬训即景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上午训练的时间已超时半个

钟头，不过上海青年女篮依旧没

有结束的意思。场地这头，主教

练焦岚在拉着6名队员演练着三

打三的战术，其他几名队员则在

场边认真观摩；场地另一边，队员

程雪雯自己在加练急停跳投，一

遍又一遍自投自抢……

时间踏入2025年后，上海女

篮更觉时不我待。无论是正在

参加WCBA联赛的一队，还是正

在崇明体育基地冬训的青年队，

都把重心放在了备战2025年粤

港澳全运会上。4年前的陕西全

运会，上海女篮意外遭遇滑铁

卢，成年队无论是五人制还是三

人制都没能进入决赛圈，从哪里

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四年后的她

们憋足一口气，要在全运会上证

明自己。

上海女篮是一支光荣的球

队，历史上不但培养出方凤娣、丛

学娣、杨力、叶莉、黄靖、张芷婷、

李颖韻等国手，还曾分别获得过

两次WCBA第三名、第四名，更是

拿到了首届WCBA联赛三人制篮

球冠军，那也是上海女篮历史上

首个顶级联赛冠军。

四年来，上海女篮

各支队伍一直在韬光

养晦默默蓄力，为的就

是在今年的粤港澳全

运会上打个翻身仗。

如今张芷婷、李颖

韻和潘雪梅都在随上

海女篮征战WCBA，三

人在一起打球多年，默

契自不必说。她们这

几年一直在三人和五

人联赛中轮番出战，去年10月也

代表上海三人女篮成功夺得中国

女子三人篮球联赛冠军。队员李

颖韻表示，上一届全运会上海女

篮发挥失常，这次定要弥补遗憾：

“我们肯定是想拿冠军的，不过到

时候还是要看临场发挥，因为三

人篮球比赛偶然性还是挺大的，

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最好

的成绩。”

作为球队的队长和老大姐，

已经40岁的黄靖是上海女篮的

宝藏球员，从2004年入选上海女

篮青年队算起，她的职业生涯已

经整整20年。就在上个赛季，黄

靖还率领上海女篮以第六名的成

绩挺进季后赛，攻防两端展现高

水准的她，也成为WCBA赛场上

的一位招牌人物。今年的全运

会，也将是黄靖的最后一届，她希

望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只要我

还站在球场上，就是上海女篮的

一分子，就有责任和义务为球队

贡献自己的力量。”

备战全运会，有动力，也有困

难。上海三人女篮副领队宋微表

示，由于全运会三人篮球报名要

“三大带三小”，必须有三名“03

后”队员，整体人手比较紧缺的上

海女篮还得好好琢磨一下，如何

在三人女篮和五人女篮之间做好

人员调配，“全运会预赛时还可以

兼项，决赛圈就不能兼项了，要好

好衡量一下那些兼项队员，放在

哪支队伍更合适。”

而正率队备战全运会U22五

人制女篮比赛的教练员焦岚，也

在努力克服目前冬训队伍阵容不

稳定带来的影响，“我们有两名队

员正在参加WCBA联赛，还有两

名队员在伤病恢复中，U18的队

伍也有全运会任务没法向我们补

充队员，所以现在能训练的队员

其实就10个左右，有时候全场战

术演练人都不够。”全场打不了，

那就好好磨炼半场进攻，训练时

焦岚不时走上前做示范，对每一

个动作细节都不放过，“我们的队

员比较年轻，只有把每个技术环

节都抓好了，才能让全队更有竞

争力。”

2018年，为备战陕西全运会，

上海青年女篮正式组建，几年来

这支队伍一步一个脚印，2023年

成功登顶全国青年联赛。但焦兰

介绍说，全运会上不少省市球队

会和大学球队联合，这也使得上

海青年女篮面临更大挑战：“我们

这个年龄段，江苏、广东、四川、北

京、湖北等队都挺强的，我们也不

会把目标定得遥不可及，先争取

冲击前八或前六，成绩超越上一

届，再争取创造更好成绩。”

本报记者 李元春

——上海女篮要在全运会上打个翻身仗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迈出改革一大步

新成立的中足联
会是一剂良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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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多年等待，中
国足球职业化终于有了突
破性进展。1月  日下
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
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意味
着“中足联”正式挂牌成
立，也标志着外界千呼万
唤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
办分离改革，开始落地实
施。足球发展，联赛为
本。新成立的中足联，会
给中国足球发展带来怎样
的变化值得期待。

■ 在健康、干净的足球环境中比赛，是大家共同的期盼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上海女篮的姑娘
们要在全运会上证明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