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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来“李”去 更须厘清头绪
中国足球风雨飘摇，但愿只是一次阵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季禹

危机四伏的中超

12月1日，中超官方公布，联
赛第二阶段将于12月12日正式开
打。据复赛开赛不足半个月才发
布赛程表，当然不是因为足协故
意要卖关子。休赛期间，包括河北
队、重庆队、广州队在内的多数中
超球队面临运营问题，甚至部分
球队险些告别中超赛场。

赛程正式公布，意味着这些
球队的问题暂时性地得到了解
决，至少这些球队能够保证参加
第二阶段的赛事。但如何参加，能
否保证比赛质量，却没有人能给
出一个积极的答案。

由于难以为继，河北队全体
工作人员自发请求无偿为俱乐部
工作，直到俱乐部走出困境，以延
续河北足球的火种。与此同时，球
员、教练员也做出了很大程度的
牺牲。在被欠薪的情况下，河北队
全员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机票问
题，才得以赶赴广州赛区。

昔日“金元足球”的代表广州
队，日子同样不好过。据了解，目
前球队管理层并没有给予球队明
确的指导方向。球队的日常训练
都是在郑智带领下，球员自发进
行的。除此之外，传闻洛国富、蒋
光太、费南多等归化球员，将不会
参加第二阶段比赛，广州队将以
无归化阵容的真正全华班出战接
下来的赛事。

可以看出，很多球队都是在
“凑合”着参加剩余赛事，下赛季
他们还能否出现在中超赛场，目
前还很难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球队面临困境甚至解散，在中超
并不是稀奇事。不过，像今年这样
危机辐射大半个中超的情况，恐
怕尚属首次。

不对症状的改革

投资人的热情锐减，是
中超危机四伏的重要原因。
导致投资热情锐减的，既有
疫情影响以及企业自身经
营问题的“外因”，也有中国
足协政策制定不合时宜的

“内因”。梳理时间线，矛头指向了
2019年底：足协在那时确认，各俱
乐部需要在2021年赛季前完成名
称中性化改革。

当一切如足协所愿进行，中
超虚假繁荣的泡沫也被无情戳
破。疫情来临后，各俱乐部的股东
本就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冲击。而在
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之后，本就不赚
钱甚至赔钱的足球投资，也失去了
宣传品牌这一最重要的意义。砸钱
而听不到回响，不少股东早在上赛
季末就有了退出的打算。

“金元足球”消退后，中超终
于脱下了“皇帝的新衣”。大牌外
援流失、大牌教练出走……昔日
扬言要成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
中超，只剩一地鸡毛。今年年初，

刚刚荣获上赛季联赛冠军的江苏
队解散，甚至引发了世界足坛的
一次不小的讨论。

诚然，限薪令与队名中性化
改革的确能够促使俱乐部摆脱母
公司“输血”，开发新产业收益方
式，是中超职业化的重要推动力。
但近两年来，各企业的投资热情
本就随着联赛与企业自身的困境
而锐减，此时贸然的改革，让中超
的发展更加艰难。

如今，中超吸引力和品牌价
值已经跌入谷底。这究竟是改革
后的阵痛，还是低迷的开始？或许
前者才是正确的答案。不过，中超
究竟需要多久，才能重塑自己的

形象，重新得到投资人的信任，则
是一个很难预估的问题。

纠结至极的选帅

半个月内，两大国字号队伍
宣布新帅上任。11月18日，足协宣
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
12月3日，李铁在一片质疑声中黯
然下课，李霄鹏成为中国男足新
一任主教练。

目前看来，技战术和成绩并
不是李铁下课的主要原因。虽然
李铁执教国家队时的选人用人屡
遭质疑，但考虑到足协对本土教
练的重点培养，同时李铁的执教

成绩其实符合国足实力，李铁本
不会因执教因素而下课。

战平澳大利亚后，李铁长达
32分钟的大吐苦水，以及之后在
微博中发布广告，则直接引起了

“众怒”。外界对李铁的批判，也在
那时从单纯的技战术问题上升到
各个方面。可以说，李铁的性格，
成为促成他下课的关键因素。

球员时期的李铁以“跑不死”
闻名。但李铁身上的倔强和坚韧，
却在转变身份后，成为偏执和自
负。在32分钟发布会之前，李铁其
实不止一次地“怼”媒体和球迷，
他在赛场上吹头发等小动作，也
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在此期间，是否有人提醒过李
铁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李铁是否真
的认真听取过身边人的建议？

虽然有传闻称李铁此番是
“主动请辞”，但足协还是暴露出
了在面对问题时做出处理的滞后
性。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国足主
帅职务共经历了16任人选，但足
协方面的换帅，更多是想“甩锅”，
意图通过换帅来掩饰国家队建设
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即使只将问题聚焦在国足主
帅层面，那么足协是否真正有一
套完善的选拔、管理流程，目前还
要打上一个问号。水庆霞出任女
足主帅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10月8日，足协正式启动女足
选帅工作，水庆霞并没有参与竞
选。而11月13日就有消息称，女足主
帅竞聘工作被叫停，足协官宣水庆
霞成为女足主帅。为何明明制定了
一套选帅流程，最后主帅却并非按
照流程选择？在国字号球队的工作
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职业、不
规范的操作？

前路未卜的归化

归化球员，在本次12强赛中
的地位有些尴尬。作为国家队重
要组成部分的他们，在技战术水
平、职业素养等诸多方面都要优
于部分本土球员，但却始终难以
得到李铁的重用。直至次战澳大
利亚，李铁才起用了4名归化球员
齐发的首发阵容。更多时候，李铁
仅派出2名归化球员同时上场。

其实，国足打平阿曼的比赛
之后，球队就几乎丧失了出线可
能。而在对阵澳大利亚时才想起
全主力齐发，已然错过了追分的
最好机会。在出线无望的情况下，
国足的归化之路又该怎么走？

目前，阿兰与艾克森已经回
到巴西与家人团聚，洛国富和
蒋光太也有很大概率不会参
加12月的中超。据了解，广州
队将在联赛结束后开放球员
转会，不管合同是否到期，只
要找到下家，广州队都会允

许他们以自由身转会。这意味
着，归化球员很有可能重返巴西
联赛。

在中超大环境普遍低迷的情
况下，恐怕很难有中超球队愿意
支付归化球员较高的薪资。而这
些归化球员回归巴西后，一批年
龄偏大、铁定无缘下届世预赛的
球员，很可能将彻底与中超联赛
告别。

此外，在失去广州等豪门球
队的情况下，也很难有球队愿意
承担高额的归化费用。同时，中超
现有环境也会让球员被归化的意
愿降低。始于里皮的国足归化之
路，究竟能否继续走下去？

国足出线无望，中超问题频发。作为中国足球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国足和中超双双风雨飘摇。12
月3日，国足火线更换主帅，但是已经无法更改难以出线的结果。中超虽然最终得以“原班人马”重启，但
也只是临时性解决了部分球队的问题。种种缺陷，暴露出足协等方面在日常管理、政策公布等方面专业
化不足和精细化不够的问题。

中超危机四伏，国足的归化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Osport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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