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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经纪人邢健解读《山东省校园足球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

山山东东校校园园足足球球，，纲纲举举更更需需目目张张

邢健认为，“山东省三年计划”做好了
未来三年的顶层设计，但是对于各县市区
的基层教体局而言，目前还缺少实施的步
骤与具体的行动方案，他感觉“是不是应
该召集足球界的基层职业教练或青训教
练，包括正规的职业足球经纪人，来做一
个更细化的青训方案”。

在邢健具体走访的一些县市，不少基
层教体局在实施的过程中感觉困难重重，
而场地和师资是基层教体局反映最大的

两个问题。
首先是场地问题，目前来说，一些学

校虽然有想法搞校园足球，但苦于没有场
地。同样一块土地，一些学校难以和地产
商进行竞争。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学校受资
金的影响，虽然有一些足够大的场地，但
场地条件难以保证正常训练。“不说人工
草坪了，我去过的几个学校甚至还是黄土
地呢，而且学校里的足球、球门等基本器
材都难以保证。”在文件下达后，有场地的

可以马上执行，没有场地的那些学校，怎
么办？这就要求有关上级主管部门，主动
摸排一下，统一协调规划场地的问题。

至于师资，现在的校园足球主要是普
及，基本技术打得扎不扎实，将对孩子未
来的踢球之路产生直接甚至可以说是决
定性的影响。“毫不讳言地讲，踢足球就像
建大楼，小时候练习的基本技术比如颠
球、停球是必须打好的地基。”邢健这么
说，基本技术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但

具体怎么教、怎么练，这是老师从目前掌
握的现有体育教材里难以学到的，自然更
无从谈起更好地教授给学生。目前中超、
中甲一些现役球员，尤其是中后卫这个位
置，经常出现停球停到对方前锋脚下造成
直接失球的情况，这就是小时候基础没有
打牢的恶果。

如果无法解决场地和师资，“校园足
球”再红火，也只能是表面现象，无助于中
国足球水平的真正提高。

“中国足球的春天来了，山东足球的春天来了。”谈起新近出台的《山东省校园足球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国际足联持
证注册经纪人、山东人邢健感到欢欣鼓舞，结合国际足球的发展状况与青训，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职业足球发达的欧美地区，足球经纪人的作用已经成为俱乐部和球员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和枢纽。在中国，经纪人，，尤其是
“持证”经纪人的重要性，也正在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邢健运作成功了多桩生意，被被大家所熟知的
包括先后帮助意大利著名球员托马西、巴西球员路易斯加盟天津泰达，操作尼日利亚球星阿加利加盟江苏舜天等。

场地和师资最奇缺

邢健曾经走访过世界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青少年足球培训，对于校园足球拥有
一定的发言权，在他看来，日本的校园足
球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日本自上个世
纪90年代开始推广校园足球，目前活跃在
国际足坛的日本球员基本都是出自日本
校园足球培养体系，日本校园足球的成功
可见一斑。

举例来说，日本目前校园足球最大的
合作方是德国一家体育公司，双方共同合
作运行校园足球。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以
前著名的德国国脚布赫瓦尔德。布赫瓦尔
德曾经给邢健介绍过他们与日本足球的
合作模式，那就是通过与日本教育、体育
部门的合作，把日本退役的和半退役的球
员送到各学校教授学生足球。同时根据孩
子的自身情况，将有潜力的球员随时随地
送到欧洲进一步培训，让球员进入到欧洲
的氛围之中，这也是日本足球海外球员众
多、特别是遍布德甲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有三种培养球员的模式都
非常好：第一，“万达模式”，全国每年挑选
30名有潜力的孩子送到西班牙马竞等著
名俱乐部进行培养，由万达集团每年为每
个孩子投资60万，在西班牙的贵族学校学
习文化课知识，这是当年梅西成才之路；
第二，“鲁能模式”，在国外建立自己的训
练基地，寻找国外著名的青训专家进行培
训，既为球队保障了自己的后备力量，又
保证了球队的经营；第三，“绿城模式”，踢
出来的球员送到职业队，踢不出来的球员
送到国内的一流大学。

在这三条模式之外，正规的持证足球
经纪人，也可以把校园足球培养的潜力球
员送到国外一流的俱乐部，就像日本校园
足球培养一样，让孩子在更高的平台得到
更好的培养。更重要的一点，经过足球经
纪人送出去，对于孩子家长来说有着专业
的保障，因为持证经纪人有着国际足联与
中国足协的严格监管，对于家庭和孩子不

会造成损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
部门应充分发挥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
的大好时机，适时适当、准确及时
地让国际足联、中国足协认可
的持证足球经纪人，到学校
帮助甄选有潜力的青少
年球员，送到国外进行
培养。

校园足球也应有经纪公司

1997、1998国少队在挑选队员时，全
国只有46名可供挑选的人选，这让时任国
少队主教练张海涛头疼不已。在日本同一
年龄段注册球员竟有三万人。“13亿人找
不出来一个梅西”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
法，但实质上46人与3万人的对比更值得
我们反思。

一说到足球，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认为足球“培养周期长，成才概率
低”，邢健认为这是一个误读，他特别谈到
了内蒙古包头市的校园足球培养体系。该
市并非传统的足球发达地区，没有出过专
业的足球人才，跟山东大部分地区相比，
都有差距。近年来，当地教育部门将校园
足球培训承包给专业运动员成立的正规
青少年培训俱乐部，通过俱乐部方面的专
业训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迅速显现了
效果，通过校园足球举办的四级联赛，该
市已经向区、市球队与中超、中甲俱乐部
输送了十个孩子。“从这一例子体现出，我
们并不是缺少人才，更多的是缺少培养与
发现人才的专业人员与机制。”邢健说道。

邢健认为，三年内山东各市应该有
“准确详细的目标指向与成绩要求”，不然
的话，一些基层的部门容易把校园足球当

成“应付”工程。比如说培养多少名球员，
应根据各地区与各学校的具体实际情况
下达要求。邢健认为，文件中不同年龄四
个阶段的划分很好，与欧洲先进的足球培
养系统接轨，是按照足球规律在办事，可
以避免“拔苗助长”情况的出现。“对于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进行训练，是
我们下一步应该关注的重点。可以根
据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学习足球发达
地区的先进经验，对于每个年龄段的
孩子，具体怎么练习，制
定详细的山东版本的
足球教材。”

“不仅仅对于
传统的足球大市青
岛、济南、烟台，对
于像济宁、枣庄、菏
泽等足球基础相对薄弱、青少
年足球并不发达的地区而言，更
是实现足球人才突破的绝佳机
会。”邢健最后表示山东不仅要关注
足球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补上“木
桶的最后一块木板”，让薄弱地区同
样得到发展的机会，从而在全国创立

“山东模式”，领足球风气之先。

立足实际，寻找“山东模式”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邢健曾运作了多
名球星的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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