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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寻求资金、聘请名帅、经营
市场，中国足协在2011年没有
功劳也有苦劳。但想要走过真
正的“拐点”，还得看中国在体
育方面的改革。此前，很多有识
之士明确指出，中国足球要想
真正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就必
须抛弃“奥运战略”、实现“管办
分离”。让人颇感欣慰的是，近
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副
局长蔡振华、足管中心主任韦
迪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

“管办分离”不仅是势在必行，
而且肯定会加快改革步伐尽快
实现这一目标。

2011年11月19日，该年度足
协杯决赛在安徽合肥进行，央
视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这不
但是恢复直播国内足球后的首
场比赛，也是2012年全方位转
播中国足球的开始。

近期频频“正面造势”的原
因。有外界解读称，高层希望

“关注老百姓关注的”，把中国
足球真正搞上去。

足球要想搞上去，自然需要
管足球的人出更多的力。但这种

“出力”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得学着在某些领域放权。2011

年11月中旬，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鹏公开表示，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的管办分离，按照循序渐进、
分步实施的原则，“2012年联赛
前一定要跨出第一步”。

在谈及中国足球关键的
“管办分离”时，蔡振华表示，将
从职业俱乐部建设上动脑筋。

“无论是投资人也好、从业人员
也好、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
也好，发挥他们的自律能力。要
改变原来足协单一的管理方
式，管办分离是必须走的。”

中国足球已经行动起来，
“岁末大审判”将会使今后的足
球大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中国
足球因此迎来了拐点。而一位
足坛元老在展望未来时这样
说，“至于拐点，是一个质变的
转折，现在是不是拐点，我不清
楚，但是肯定是最关键的时刻，
能否成为拐点就要看现在我们
做什么了。从现在开始，每一个
足球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考虑
自己能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做点
什么。” （李志刚）

既要积极有为

还得管办分离

屡败屡战
血仍未冷
2011年，中国足球开始卧薪尝胆

图强

2001年，中国男足首次打进世
界杯决赛圈。“中国男足从此站起
来了”，阎世铎的豪言壮语犹在耳
边。但十年来中国足球仍旧是一个
失败者的形象。

2011年，跌至谷底的中国足
球，似乎也将在悄悄涌动的“暖流”
中，迎来一个上升的拐点——— 万
达、恒大等集团加大对足球的投
资，证明“资方”对中国足球有信
心；中超球市相当不错，证明中国
足球“有人看”；中国足协加快“管
办分离”的进程，足球的未来有希
望——— 我们不知道中国足球哪一
年能够真正雄起，但我们知道那一
天早晚会来的，而且，应该不会太
遥远。

广州恒大花费巨资打造豪华军团，并取
得了巨大成功，升超首个赛季便一举夺冠；
大连万达集团拿出数亿元人民币投资中国
足球，其青少年留洋计划相当引人关注；到
了年底，向来“说话很敢说，花钱尽量省”的
老板朱骏拿下了法国巨星阿内尔卡……资
本为何会在逆境中流向中国足坛？很显然，

“资方”之所以热情高涨，根本原因在于看好
中国足球的未来。

2011年7月，大连万达集团与中国足
协正式签约，在此后的三年中，万达集团
将至少投入5亿元人民币赞助中国足球，
包括冠名中超联赛、送青少年球员去海外
培训、为国家队聘请外籍教练、赞助中国
女足等。这一合作，被认为是与当年开创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红山口会议一样重要
的中国足球的拐点。

此次合作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对青少
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当2012奥运会和2014
世界杯双双在2011年“抛弃”中国足球的时
候，青少年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犹如一记警
钟敲响在中国足球人的耳畔。青少年是未
来，是希望，但中国足球在历史上恰恰忽略
了青少年的培养，才落到了今天的地步。以
青少年足球注册人数来看，中国仅有45524
名，而邻国日本已经达到50万名。也正是这
样的差距，导致了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之
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万达的介入，将给予中
国足协的未来之星留洋计划以有力的支
撑，如果中国今后每年能派出百名孩子到
足球强国学习并充分融入到当地的足球氛
围中，同时搞好国内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
养，那中国足球的崛起将不再是南柯一梦。

中国足协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赛季中
超每场比赛的现场观众人数创下新高，达到
场均1 .85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观众买票到
现场观看中超？一方面的原因是球迷对于中
国足球痴心不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的
中超比赛比原来的好看了。

中国足协职业发展与监管部主任刘殿
秋在接受采访时总结，五大原因造就火爆
球市。首先，比赛是真实、可信的。他所说的

“真实”其实是基于足坛扫黑打假之后中国
足球环境得到了改善。“此前有些比赛打完
之后多少留给人们一些猜疑，但现在各个
阶层都认为比赛是真实、可信的。”他认为，
正是这种足球大环境的改变，为火爆球市
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球队打法观念的转变，
“现在我们还不敢这么定位，但是已经向这
方面发展，也就是说有了所谓的全攻全守的
倾向。目前中超有大约70%的球队打法不保
守，这引起了球迷的共鸣，毕竟中超赛场既
是一个竞技舞台，也是一个表演舞台，”他说，

“但是在过去赢了球就守，甚至有拖延比赛
的行为。目前来看比赛净时间增加了，垃圾
时间在减少。”

第三点原因是俱乐部对市场和生存环
境的重视。“俱乐部在一个城市里，如果没有
人关注你喜欢你，那你的生存将会很困难。
2011年俱乐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拉近与球
迷之间的关系，比如举行各种联谊活动，进
行球票优惠，与球迷、球迷组织座谈等等。”

各个俱乐部加大投入是第四个原因。
以广州恒大为首的各家俱乐部在引援、俱
乐部建设等各方面投入明显高于往年，虽
然有人认为中超的“军备竞赛”加剧，但不
可否认的是联赛的观赏性提高了。

在面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二十强赛
的紧要关口，中国足协和万达集团花大价
钱引入了名帅卡马乔。卡马乔及其团队的
年薪合计约税后450万欧元，其中卡马乔的
个人年薪为税后280万欧元，这一数字使
得卡马乔成为世界第三高薪的国家队主
帅。但如此短暂的磨合期，令中国队在比赛
中并没有展示出应有的实力，小组赛之后
便打道回府。很多人认为，国足换帅的时机
有问题。但从长远角度出发，国足聘请高水
平外教的方向是正确的。用水平不高、风格
保守的“土帅”带队，想要尽快赶上差距，实
在有些勉为其难。

在联赛层面，随着投资的加大，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球星进入了中国球队的帐
下。贵为巴西联赛MVP的孔卡，以高额的
薪水加入恒大，迅速在国际足球界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2011年年底，各支中超球队
纷纷开始加大投入，认真备战2012赛季。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法国球星阿内
尔卡加盟上海申花的消息。以阿内尔卡为
首，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球星和中超传出

“绯闻”。德罗巴、劳尔、古蒂、罗纳尔迪尼
奥……曾经凋零的中超，俨然绽放出了火
热的“第二春”。

但不容回避的是，一些在国外效力的
球员在这个赛季掀起了“返乡潮”。一直不
得志的蒿俊闵返回山东鲁能，曾经颇有成
就的邵佳一以及流浪过多支球队的董方卓
也即将回国征战。的确，他们的潜力基本已
经被挖掘殆尽，代表中国足球征战海外的
重任，将落到年轻一代的肩上。

本报记者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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