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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年前，当一位名叫三浦知良的
日本球员在亚洲赛场上风光无限的时候，
中国足球界才蓦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日本，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自费前
往巴西各个俱乐部踢球。

在意识到“留学”的重要性之后，1992
年便出现了一支整体前往巴西的球队：健
力宝队。这些孩子在巴西被“圈养”了好几
年之后，好多人都成了中国国家队的中
坚。但这并不能说明这种留学模式的成功
——他们原本就是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同年
龄组的尖子，即便不去巴西，日后成为中坚
也是题中之义，由中国足协官方推动的留
洋潮也自此无疾而终。

在过了十多年之后，历史再度回到原
点：在国字号接连遭遇惨败，中超联赛举步
维艰的时候，青少年培养的话题又一次成
了重点。有意思的是，当中国足协还在为
是否教体结合，是否重回专业时代，是否实
行“双轨制”而论证的时候，一股来自民间
的留洋潮已经在悄然兴起。

相比 20 多年前就在日本兴起的留洋
潮，眼前国内的留洋潮还远远不成规模，但
可喜的是人们的观念已经开始改变，这是
一个很好的开端，虽然换一个角度看，这股
潮流完全可以被称为“出逃”。

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出现在欧洲大小
俱乐部的青训营中，于中国足球而言总是
一件好事。如果乐观一点儿地想象，若干
年后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清一色的

“海外军团”组成的中国队在亚洲的比赛中
取得不俗战绩，再度杀入世界杯决赛圈。
渴望已久的政绩终于出现，中国足协为此
扬眉吐气喜形于色。但他们全然不会提
起，这样的“政绩”不过是缘于当初自己的
不作为。

每每看到中国国家队惨败的时候，人们
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10多亿人中怎么就找
不到 11 个能踢球的？而现在一系列的数据
也在说明着一个冰冷的事实：在中国，踢球的
孩子越来越少。然而张家祺签约勒芒俱乐部
的事实表明：其实中国并不缺乏好的足球苗
子，也不缺少热爱足球的人。

多年前，李玮峰和李铁曾经借助深圳科
健的赞助登陆英超，而中国球员本身能力上
的差距，也每每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与中国
球员签约的俱乐部其实都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他们其实真正看上的是中国球员背后的
巨大市场。

而现在越来越多欧洲俱乐部将目光投向
中国的青少年球员的举动，已经全然没有了
这种投机色彩，而是一种成熟的青少年培养
和运作模式。在世界各地网罗优秀苗子，将
其纳入自己的培养体系下，成名后再转卖给
豪门俱乐部，这正是欧洲许多中小俱乐部的
生存之道。当他们愿意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
投入到中国的青少年身上时，其实对中国足
球而言是一大幸事。另一方面，在国内足球

环境日益恶化的同时，对国外俱乐部的运作
手段却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信任，更多的小球
员和他们的家长留洋的愿望也就更强烈，而
在目标选择上也改变了以往单纯追求豪门的
做法。

当目标一致的双方碰在一起时，自然而然
会产生“化学反应”，也就促成了目前这种留
洋潮的形成。这种留洋潮，可以视为欧洲俱
乐部将自己网罗苗子的目光投向中国的必然
结果，更可以视为渴望成才，却又受制于国内
足球环境之下的一种来自民间的自发革命。

1月14日，法甲勒芒俱乐部在沈阳召开新
闻发布会，高调宣布正式引进 17岁的中国少
年张家祺。该俱乐部主席勒加达在发布会上
对张家祺倾尽溢美之词。称张家祺虽然很年
轻，但在场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大局观，仰着
头踢球。随时可以掌控场上的局面，同队友
协调也非常好，对成功有着非同寻常的渴望，
也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很庆幸能找到一个
这么出色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可以在勒芒青
年队成为主力球员。

而张家祺不过是这个冬天诸多前往
欧洲俱乐部踢球的中国小球员中比较醒
目的一员，在此之前，和他年龄相仿的王
刚已经加盟葡萄牙乙级球会查韦斯队；

来自成都的小球员张池明前往奥地利甲级队
林茨队试训；意甲球队切沃也已经向两名中
国小球员发出试训邀请；令河南球迷关心的
前建业队主帅门文峰的儿子门阳，也将
于近日启程前往匈牙利甲级队费伦克瓦
罗斯队……

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明目前共有多
少青少年球员与欧洲俱乐部签约或者试训，
但多年来类似的消息如此集中地见诸报端还
是第一次。相比国内成名球员出国踢球时引
起的轰动效应，这些小球员可以说是悄无声
息，但这样的留洋潮却足以引起人们对目前
中国足球环境的反思，在未来更会对中国足
球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就在勒芒宣布引进张家祺的当天，几经
周折，中国国家队前队长李玮峰也终于实现
了自己的转会愿望，前往韩国水原三星队报
到。

关于李玮峰的这次转会，中韩双方的说
法并不一致：水原三星因为“零转会”引进李
玮峰而捡了一个大便宜，而李玮峰的前东家
武汉俱乐部则对外声称是租借。原因在于，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失去注册资格的俱乐
部对于球员已经没有了所有权，引入方无需
支付转会费，而囿于中国国情，李玮峰不得不
自掏腰包支付租借费为自己赎身。

而事情的根本症结还在于中国足协的转
会政策没有同国际接轨，根据博斯曼法案，球
员在同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后即成为自由身，
而在中国，球员一旦同俱乐部签约，就等于签

了“卖身契”，即便是合同到期，一切还需看俱
乐部眼色行事。

这样的“特色规定”也因此屡屡在球员对
外转会中引起对方俱乐部的误会，成为阻碍
中国球员出国的一大障碍。而更深层次原因
则在于，相对青少年，已经成年，尤其是那些
成名的优秀球员，在俱乐部眼中更具有现实
意义，更是“资产”。因而在一些球员被国外
俱乐部相中后，要么被东家视为摇钱树，在转
会费上狮子大张口，意在狠狠捞一票，要么就
将高额转会费作为阻止球员出国的障碍——
反正有中国足协的尚方宝剑在手。

而事实上，肇始于杨晨转会法兰克福
的中国球员留洋潮，十多年来，除了孙继

海、郑智等少数人是在巅峰时期
由俱乐部网开一面（即便是孙继
海，当年还曾因为大连保级形势
危急一度被迫回国勤王）实现留洋梦想的之
外，大多数队员其实都是在国内俱乐部被边
缘化的情况下而转投国外从而“墙外开
花墙内香”的。多年来的太多例证让人
越来越认识到：进入一线队之
后再出国难度会非常大，这促
成了许多家长“要出国
就趁早”的想法。

没能进入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的中国队
现在已经沦落到在亚洲杯预选赛中也举步维
艰的地步；随着邵佳一离开科特布斯，曾经被
视为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的海外兵团也全面
遇冷，2008 年的寒潮一直到 2009 年丝毫不见
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却有一股暗流在悄
然涌动：越来越多的年轻队员赴欧洲踢球，中
国足球的留洋潮开始呈低龄化趋势。是借力
国外俱乐部的光环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还
是不堪忍受国内恶劣足球环境被迫出走？这
股暗流能否为中国足球未来带来希望？在中
国足球当前的情况下，低龄化的留洋潮更值得
关注。 专题撰文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
革反而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足协治假不力。从早期的默契
球、黑哨，到后来的赌球，中超乃至其他低级
别的联赛中，假球风波愈演愈烈，在影响联赛
质量的同时，公信力更是大受损害。在球迷
和媒体对此深恶痛绝的同时，作为亲身参与
者的小球员和家长，对中国足球的信心也在
逐渐丧失。

至于青少年的培养体系中，同样存在着
各种丑恶现象。中国球员修改年龄以大打小

的传统由来已久，诸如“长胸毛的小球员”之
类的笑话也在社会上流传广泛。这样除了能
短期内取得所谓的好成绩并给相关人员平添
政绩之外，对于整个足球的发展有百害而无
一益。在追逐眼前成绩的短视行为中，那些
不愿意修改年龄的小球员便成了受害者，年
龄造假带来的直接害处就是他们因为身体上
的差距而失去更多机会，进而影响成长进
程。而一些“潜规则”在业内也早已是公开的
秘密。一位留洋的小球员的家长就曾经公开
表示“留在国内迟早孩子要毁了”。

与此同时，足球
发达国家俱乐部先
进的青少年培养理
念、公平的环境、完
善的训练设施和先
进的训练手段对于
一些望子成龙的家
长来讲就成了巨大
的诱惑，并为此不惜
付出很大代价为孩
子出国踢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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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中国足球留洋潮的新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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