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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足球改革系列述评①

中中国国足足球球，，活活出出个个样样来来给给自自己己看看
本报记者 李志刚

足球那些事儿

兴亡只在数载间
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

当时神州大地就掀起了一股“足球热”，有
数据统计显示，1995、1996年，在中国足协
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多达60余万。如果您对
这个数字没有太清楚的概念，只需对比一
下如今足协注册青少年球员仅有1万人便
明白了。

民众对足球的狂热，到2001年中国国
家队“十强赛”闯关成功，历史性地获得
2002韩日世界杯决赛圈参赛资格达到高
峰。此后，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丛生，形
象急剧恶化，这一阶段，除了对“假赌黑”
现象深恶痛绝之外，中国普通民众还越来
越多地看到了足球的负面、消极意义，比
如踢足球成才率不高、会影响学习成绩、
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等等，别说不愿意再
送孩子去踢球，甚至都不想让孩子看球
了。综合各方面因素，在前几年足坛“反赌
风暴”前后，中国足球真正陷入了低谷、绝
境之中，在某种程度、某些层面上被“妖魔
化”了。

这些年，足球其实没有真正离开我
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意地或者
无意地疏远了它。近两年来，中超发展的
形势越来越好，随着广州恒大问鼎亚冠，
又把人们对于足球的热情调动起来了。在
这个时刻深化足球改革，时机恰到好处。

中国足球

其实还能做更多
足球，真的如此黑暗，以至于让人无

法看到光明与前途吗？当然不是，号称“世
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
魅力。现代足球，早已不是以“蹴鞠”形式
而存在的原始形态，它已经超出运动范
畴，可以培养人的品格，可以用来搞外交，
还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甚至成为
国家的名片。

足球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通用的
语言，得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地方
的人们的喜爱，关键在于其为人类提供了
一个既无暴力又可以淋漓尽致抒发感情
的绿色模式。

本质上的足球非常阳光，而且内涵丰
富。除了竞技、健身功能之外，足球的内涵
还有很多：由于足球比赛对抗激烈、攻守
转换频繁、局面复杂多变，对运动员注意
力、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和时间、空
间感知等心理品质的形成有较好影响，长
期参加足球运动可以培养勇敢顽强、坚韧
不拔、拼搏进取的意志品质，以及团结协
作、遵守纪律、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道德
品质。

此外，足球运动具有深刻的文化和
思想内涵，其影响已远远超过本身的竞
技运动范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地区或国家
的形象，更是促进人们相互交往、加深
了解的纽带和桥梁。作为世界上影响最
大的单项体育项目，高度的国际化、职
业化和产业化发展趋势，使足球具备了

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商业价值。目前在欧
洲，足球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
业之一。

足球改革

依然需要闯“头阵”
《 中 国 足 球 改 革 总 体 方 案 》通 过

后，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
体育？为什么是足球？对此，中国体育
界元老魏纪中认为，足球改革将推动
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化，选择足球这样
一个“难点”作为突破口，对于体育改
革有着不可比拟的示范效应。足球名
宿金志扬谈到，中央把足球改革提升
到战略高度，是要把它作为中国体育
改革的“头阵”。

很多人解读，“体育强国梦”应该是
“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球深
化改革，对于“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有
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足球运动发达的
欧洲国家，如英国，足球已经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一个很小的
社区也有自己的球队，社区球队业余球
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对足球和社
区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给他们带
来了快乐和鼓舞，使他们感受一种凝聚
力和归属感，赋予了他们精神力量，使
他们更加热爱自己所在的社区、城市和
国家。

现在的中国足球，虽然“国字号”球
队成绩不理想，但从各级联赛来看，经
历了二十年的锤炼，其关注度、成熟度
依然独占中国职业体育产业的鳌头。改
好了足球，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产业化才
有更大的希望。深化改革的方针已定，
接下来，就要看改什么、如何改、改到哪
了。

3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威廉王子。
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向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强队学习。

在此之前的2月27日，中国足球已经迎来企盼已久的福音，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审
议通过。

正如二十年前甲A联赛引领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浪潮一
样，中国足球又一次被推上了最前线。足球在这个时候被推到体
育改革浪潮的最前端，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过程。作为“世界第一
运动”的足球，其改革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收益与红利同样极
其可观。

足球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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