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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奥会 2月 9日开幕。目
前，中国队拿满了短道速滑全部项
目冬奥会的满额参赛席位，这也是
中国短道队连续三届拿到满额席
位，短道速滑依然是中国在冬奥会
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除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速
度滑冰作为我国冬季运动的优势项
目，同样肩负着在平昌冬奥赛场争金
夺银的重任。近几年，隋文静、韩聪、
于小雨、张昊、金博洋等花样滑冰新
锐涌现，隋文静、韩聪更是拿到了
2017年世锦赛双人滑冠军。中国花
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之前介绍说，
中国队已取得了冬奥会双人滑3个、
男子单人滑2个、女子单人滑和冰上

舞蹈各1个，总共7个参赛名额，将有
11名运动员参赛。速度滑冰队中最
有实力的依然是于静和张虹。但受
伤病影响，索契冬奥会冠军张虹在近
期的世界杯赛事中表现并不理想，进
行康复性训练是她当前的首要任务。

虽然我国雪上项目整体与世界强
队有较大差距，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一直是我国雪上项目的排头兵。徐
梦桃、齐广璞、贾宗洋等名将已日渐成
熟，平昌冬奥会上颇有冲金希望。

中国另一支雪上重点队伍当属
单板滑雪U型场地国家队。女队的
刘佳宇、蔡雪桐，男队的张义威多次
获得世锦赛、世界杯冠军，平昌冬奥
会也有望站上领奖台。

新华社电 NBA常规
赛9日进行了四场比赛，达
拉斯独行侠队以 114∶99
顶翻奥兰多魔术队，结
束三连败颓势；迈阿密
热火队凭借埃灵顿终场
前 0.3 秒的上篮绝杀，以

90∶89 险 胜 多 伦 多 猛
龙队。

另外两场比赛中，波
特兰开拓者队 117∶106战
胜俄克拉荷马雷霆队，洛
杉矶湖人队 99∶86击败萨
克拉门托国王队。

进入2018年之后，“转
会”似乎成为足坛最抢眼
的名词。有关恒大和国安
两支中超豪门有意斥巨资
将上赛季的德甲金靴奥巴
梅扬带到中超赛场的传闻
更是引发了一阵热议。

9日，中国足协在官网
上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
“已向两家俱乐部发出问
询函，要求其说明具体情
况。若有违规行为出现，
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很
显然，足协口中的“严肃处
理”，指的就是那一笔与引
入外援支出等额的“引援
调节费”。那么，这一悬在
各家俱乐部头上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究竟能否抑
制住越来越“疯狂”的中国
足球市场呢？
并非“灵丹妙药”

去年5月，中国足协发
布公告，宣布从当赛季的
夏季转会窗口开始征收
“引援调节费”，具体规定
为：“凡俱乐部单笔外援引
进费用超过4500万元人民
币、内援超过 2000万元人
民币的，中国足协将收取
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作
为调节费，并将其纳入中
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以
培养青少年及足球公益等
活动。”今年 1月 4日，足协
又宣布这一政策在新赛季
将继续实行。

很显然，这一从去年
夏天开始实行的政策的确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引援
调节费”的出炉意味着俱
乐部若是超出相关标准就
等同于需要在一位球员身
上花费双倍的钱，这显然
是绝大多数投资者所不能
接受的。因此从去年夏窗
到今年冬窗，基本没有出
现当年胡尔克和拉维奇那
样的天价引援。而此次被
足协“点名”的广州恒大也
在收到问询函之后迅速发
布公告，表示“引进奥巴梅

扬纯属子虚乌有”。可见
已经有不少俱乐部面对高
额的“引援调节费”都选择
了敬而远之。

然而“引援调节费”也
并非“灵丹妙药”。尽管它
的出现的确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但却也催生出了不少
变相的“非理性投入”，比如
去年夏天用“先租后买”成
功得到了德甲银靴莫德斯
特的天津权健，又比如不久
之前用刘健加上部分转会
费得到年轻国脚邓涵文的
广州恒大，再比如先与前俱
乐部解约再以自由身加盟
北京国安的韦世豪等。这
些转会看上去的确没有踩
到“引援调节费”的红线，但
其实质和之前的天价引援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说到
底，目前的中国足球市场能
否真正回归理性，各家俱乐
部的选择和态度依然是最
关键的因素。
还需“自身造血”

其实足协制定“引援调
节费”的初衷，除了让目前
呈现出过热状态的足球市
场降温之外，也希望让各家
俱乐部能够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本土球员的培养中。

不久之前，中国足协
出台了“加强版”的U23球
员政策，这让 U23球员变
成了各家俱乐部在新赛季
的“刚需”。而在国内的足
球人才普遍缺乏的情况
下，适龄球员们的身价自
然水涨船高，“破亿”更是
成为家常便饭。尽管通
过种种“巧妙”的规避手
段，至今还没有俱乐部突
破过那道 2000万人民币
的“红线”，但谁都明白，
表面的理性不过只是一
件“皇帝的新衣”。毫不
夸张地说，只要后备人才
缺失的问题没有得到有
效的解决，中国的足球市
场就很难实现回归理性
的目标。 扬城

足协关注各俱乐部天价引援

调节费能遏制“虚火”吗？

独行侠击败魔术 热火绝杀猛龙

平昌冬奥会

中国冰雪竞技
即将迎来“中考”

新华社电 再过1个月，平
昌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北京
冬奥会的脚步也悄然临近。如
果说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冬奥
会是“大考”，平昌冬奥会对中
国冰雪竞技就是秣马厉兵、检
验成色、查漏补缺的“中考”。
力拼当下、剑指未来，中国冬奥
军团在平昌冬奥会上将交出怎
样的“答卷”令人期待。

辉煌冬奥征程路
从 1980年中国代表团首

次参加冬奥会，到 1992年冬
奥会叶乔波实现我国冬奥会
奖牌“零的突破”，到 2002年
盐湖城冬奥会杨扬为中国夺
得首枚冬奥会金牌，再到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30
多年冬奥征程见证了冬季运
动在我国普及和提高日渐加
速的脚步。

回顾中国冬奥起步之
初，可谓创业维艰、筚路蓝
缕。连续 3届冬奥会中国队
未能获得奖牌之后，中国健
儿终于在 1992年的法国阿尔
贝维尔冬奥会实现了奖牌
“零的突破”。叶乔波夺得两
枚速度滑冰银牌。

从奖牌“零的突破”到
金牌“零的突破”，中国代
表团又等待了 10 年时间。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杨扬连摘女子短道速滑 500
米和 1000 米金牌，为中国
捅破冬奥会夺金的那张“窗
户纸”。

之后的 2006 年意大利
都灵冬奥会上，韩晓鹏在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中
为中国实现了雪上项目金
牌“零的突破”。 2010 年温
哥华冬奥会，中国队取得历
史最好成绩，共收获 5 金 2
银 4 铜。 2014 年索契冬奥
会，张虹为中国首夺速度滑
冰金牌。

受冰雪资源南北不均、冬季项目
普及化和职业化有限等诸多因素影
响，我国冬季运动水平与夏季运动相
比有较大差距。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
申办2022年冬奥会，为我国冬季运动
的开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冰雪运动的加快普及需要冰雪竞
技水平的引领，能否在家门口举办的
北京冬奥会中取得突破十分关键。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兼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高志丹表示，中国冰雪界人士
正在全力以赴“抓重点、强弱项、补短
板”，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

此前，中国冬季运动的备战重点
在少数优势和潜优势项目上，在2014
年索契冬奥会周期，中国开展的冬季
项目只有冬奥会全部小项的三分之
二。如今，平昌冬奥会的102个小项
的国家队全部组建完成，包括跳台滑
雪、高山滑雪等以前中国没有开展或

水平较低的小项，各运动队都在积极
争取冬奥会参赛资格、积累大赛经验。

同时，随着大众性滑雪场地在
我国南北方日渐增多，专业性的冬
季项目训练场地也在加强，如国家
体育总局和首钢合作，在首钢建了
一个综合性滑冰训练基地；吉林市
利用原来的人防设施正在建设一个
四季雪场，将大大改善越野滑雪、冬
季两项的训练条件。

此外，聘请外教、跨项跨界选
材、走出去训练等方式，也大大加快
了像雪橇雪车、越野滑雪等“冷门”
项目的发展。在协会改革方面，中
国滑冰协会和中国冰球协会已经在
独立运转，发挥协会在机制和人才
方面更为灵活的优势。在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强劲东风”下，中国冬
季运动健儿在平昌的表现无疑将备
受瞩目。

力拼平昌冬奥

全力以赴蓄力北京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