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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耐得得住住寂寂寞寞
花花得得起起本本钱钱
耍耍得得出出手手腕腕
——— 联赛如何才能促进国字号球队进步

本报记者 李志刚

经历了太多挫折之后，中
国足球生态圈变得不大健康，
部分媒体、球迷极为焦虑，总是
幻想着一步登天。10月15日，
中国队在亚洲杯预选赛客场
1：1战平印尼，这一结果虽让
人失望，却也反映出国家队目
前的真实地位及处境。但有些
舆论却将矛头指向俱乐部，尤

其是指向杀入亚冠决赛的广
州恒大。并集中批判中超各俱
乐部，普遍不重视青训、大量使
用外籍前锋耽误国内年轻球员
的成长等等，甚至有人呼吁中
国足球应该“暂停”职业联赛，
学习朝鲜模式，重新回到“专
业体制足球”的框架之中。

但事实上，并非是联赛、俱
乐部的发展制约了国家队水平
的提高。恰恰相反，中国各级国

字号球队近年来成绩惨淡，正
是因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足协
没有尊重足球发展规律，数次
严重破坏联赛的完整性，甚至
暂停升降级所造成的恶果。中
国足协不拿联赛当回事，部分
具体的从业人员胆子越来越
大，视联赛如玩偶，假、赌、黑盛
行，中国足坛一片乌烟瘴气，让
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是很多足
校陷入瘫痪，足球人口急剧减

现实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
的，历史早已多次证明，想办好一
件事情，单有良好的初衷、扎实的
框架是远远不够的，在很多时候，
还需要“拉得下脸面，耍得出手
腕”。几个月之前的欧冠决赛，德
甲双雄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会
师决赛，两队大名单(包括伤停)
一共40人，其中33人有德国青训
背景(21岁前在德国受训)，比例
高达82 . 5%，纯德国青训产品(18
岁 以 下 ) 有 2 6 人 ，比 例 高 达
65%——— 尽管近些年来，德国国
家队还没有获得过世界杯、欧洲
杯的冠军，但其竞争力之强大举
世公认，“德甲强大之后，才有了
德国队的复苏”，这一点在德国足
坛早已达成共识。更有借鉴意义
的是，德国足球联盟(其作用类似
于“中国足协”)在十余年前便高
瞻远瞩，在各俱乐部球队之中强
制性推行了“青训计划”。

德国足球联盟从资格审查
入手硬性要求各队开展青训建
设：德甲、德乙俱乐部必须有符
合专业标准的青训学院，青训
配套建设必须标准化：每支德
甲青年队必须有 3 块专业场地
( 德 乙 2 块 ) 、3 名 教 练 ( 德 乙 2
名 )，门将教练、队医和医疗室
必须有。若哪家俱乐部不遵守
上述条例，马上会被取消参赛
资格。此外还有明文规定，职业
俱 乐 部 必 须 具 备 自 营 足 球 学

校，才能领到运营执照，目前德
甲俱乐部大概每个赛季会在足
球学校上投入 7500万欧元。一
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人
口为 8000万的德国拥有 630万
注册球员，平均每 13 个人中就
有一位注册球员。而德甲联赛
青训体系的成熟为各球队带来
无法估量的价值，2006年德国
足球联盟总负债达到7亿欧元，
但到了 2008年，德甲不仅扭亏
为盈，还成为五大联赛中最能
赚取利润的联赛——— 英西德意
法五大联赛那年总利润额4 . 02
亿欧元，而德甲 18 队的利润额
就高达2 . 5亿欧元，占五大联赛
总利润的 6 2% ，德甲青训体系
的成熟和产出品的成长在这其
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职业联赛，只有能创造出实
实在在的利润，才会健康、积极地
成长；日积月累，强大的联赛便能
孕育出强大的国家队；如何才能
防止“投机资本”伤害联赛甚至一
个国家足球的根本？这便需要“两
手都要硬”：一方面，为资本的进
入，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
要有明确、有力的制度，引导、规
范资本的运作。很多人担心广州
恒大等俱乐部，在达到自己的目
的之后，转身就会离开，“不带走
一片云彩”，德甲强制性的青训投
入，在此便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
指导意义了。

有投入，才会有产出，一个国
家职业联赛的发展、成熟、壮大，
都离不开资本的培育，“资本”从
哪里来？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除了国家的投入之外，更需要引
进外部资本。职业足球，原本就是
一门“生意”，而“资本”，不仅具有
逐利的天性，还天生具有敏锐的
嗅觉，换句话说，只要中超的框架
是健康的、联赛是完整的、前途是
光明的，便不愁没有投资者源源
不断地进入足球市场。

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初
期，激情四溢的联赛不仅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球员，还培养了大
量忠实球迷，招商引资赚得了大
笔的财富，同时吸引了大批孩子
投身到足球运动中。但随后，中国
足球一直处于“破坏性开采”之
中，面对伴随着联赛深入开展滋
生出来的问题，中国足协不仅没
有起到真正的维护、引导作用，反

倒为了政绩片面地追求国家队的
成绩，数度采取“暂停升降级”的

“休克疗法”。丧失秩序的联赛开
始腐烂，失去了球迷，失去了市
场，联赛找不到冠名商、球队找不
到赞助商，接踵而来的恶果是，个
别俱乐部放弃联赛解散球队、球
员无心踢球沉迷赌球、家长不让
自己的孩子踢足球，直至高层领
导下了决心，掀起了震惊中外的
中国足坛“反赌风暴”。

最近两三年来，中超联赛刚
有复苏的迹象，但是中国足球欠
了十余年的债显然不是短时间
之内便能偿还的。怎么样才能提
升中超联赛的档次和竞争力、怎
么样才能维护联赛的尊严和完
整、怎么样才能切实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怎么样才能实现可持续
性发展？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
局必须认清形势，舍得了利益，
花得起本钱。

“英超联赛独步天下，号称世
界第一联赛，但英格兰国家队不
仅没有从中受益，其竞争力反倒
呈下降趋势。”有些舆论，在论证
其“职业联赛强盛，不仅无益国字
号球队建设，反倒会起到负面作
用”观点时，总喜欢拿英超之于英
格兰“说事儿”。事实上，英超的真
正强盛，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联
赛强盛之后，国家队受益会出现

“滞后”效应。基本上要晚上数年，
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早
就在足球圈内达成共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意大
利甲级联赛行风气之先，1988年
意甲每队外援限制由原来的2人
扩为3人，至1993年扩为5人(但
仅限 3 人同时上场 )，那不勒斯

“南美三杰”、AC米兰“荷兰三剑
客”、国际米兰“德国三驾马车”正
是在这一时期名震欧洲乃至世界

足坛。此后，意甲球队先后两度在
同一赛季囊括“欧洲三大杯”(冠
军杯、优胜者杯、联盟杯)，从此开
创“小世界杯”盛世。同一时期，意
大利国家队除了在1994年美国
世界杯上凭借巴乔的一己之力跌
跌撞撞杀进决赛之后，并没有特
别出众的成绩，但强盛一时的意
甲联赛，培育出上世纪70年代中
后期出生的托蒂、皮耶罗等意大
利巨星，为意大利国家队2006年
登顶世界杯，埋下了伏笔。

同样的“滞后”效应，在西甲联
赛、西班牙国家队身上也体现得非
常明显。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
纪最初几年，西甲“人品”大爆发，
除皇马、巴萨之外，瓦伦西亚、拉科
鲁尼亚、比利亚雷亚尔等球队在欧
冠比赛中均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
唯因如此，才有了西班牙国家队近
些年来的所向披靡。

发展步子别着急

联赛培养需健康

对待资本要有招儿

少。如今，中国国字号球员基础太
差、球队屡屡受“虐”，便是在为当
年足协的错误决策“还债”。

论起职业足球的严谨与规
范，欧洲足球处于领先位置。比较
一下欧冠豪强与欧洲强队之间的
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一旦拥有超
强的联赛，该国的国家足球队实
力也会上升。这一点在亚洲同样
适用，过去十年间，日、韩俱乐部
夺取了绝大多数的亚冠冠军，这

与这两国国家队在亚洲足坛的地
位是相匹配的。

职业联赛是培育一支强大国
家队的基础，没有强大联赛，国家
队不可能强大。但是联赛和国家
队之间，有着微妙且复杂的竞争
关系，不妥善处理好，国家队未必
完全受益，尤其未必马上受益。具
体说来，国家队要想从自己的职
业联赛中受益，就要耐得住寂寞，
花得起本钱，耍得出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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