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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如何填补世界杯空白
俄罗斯世界杯第9个比赛日，一则开玩笑的成

语歪解落在“美中不足”这个词上，释义是“美国和
中国都不去踢世界杯”——事实上，正在加拿大蒙
特利尔举行的2018机器人世界杯国际总决赛的一
场比赛中，代表中国出战的浙江大学 ZJUNlict 队
正是击败了代表美国出战的卡耐基梅隆大学队，
获得了足球机器人小型组的冠军。

能击败以计算机学科为“杀手锏”的卡耐基梅
隆大学的足球机器人代表队，印证着中国人在智
能机器人动态化领域的进步，而这则发生在机器
人足球世界杯上的新闻，其传播热度远逊于即将
进入小组赛第三轮生死战的俄罗斯世界杯，这不
由得又让中国球迷老生常谈：中国距离世界杯究
竟有多远？

世界杯日本队。

远期目标并不遥远远期目标并不遥远

“实际上和前几届没打进世界杯的
失望比起来，这次我们的国家队还算
是和世界杯距离比较接近的，最后和
俄罗斯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著名体育
社会学家、足球评论员金汕说，“最近
4 届预选赛，2006 年德国世界杯，当时
亚洲区预选赛最后是 8 强赛，国足主场
少进了中国香港 1 个球，净胜球输给科
威特没进 8 强赛；2010 年南非世界杯，
提 前 一 轮 就 小 组 出 局 了 ； 2014 年 巴 西
世界杯，国足又是没进 10 强赛，这次
预选赛，我们起码进了 12 强赛，而且
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差了 1 场球，所以
还是比较遗憾的。”

“1场球”的差距，让国足无缘本届世
界杯，但中国足球和世界杯之间的差距，
绝非“就差1场球”这么简单——足球文
化和足球实力的孱弱，使得国足始终在世
界杯门外徘徊。

可是“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想法，确
有依据。

2015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
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份汇集了行
业相关精英人士意见的总体方案提出中
国足球发展的 3 个战略阶段：近期目标
要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
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
式；中期目标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
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
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
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远期目标是
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
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得益于体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对于
青训体系和校园足球的重视与投入，中
国足球已经在向中期目标迈进，而对于

“申办世界杯足球赛”、“打进世界杯”和
“进入奥运会”这 3 个远期目标，中国的
足球人也从来没有放松。据记者了解，
相关部门关于“申办世界杯”已经有过
多次讨论。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之前，国际足联
大会投票产生 2020 年世界杯举办国，加
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将在 2022 年卡
塔尔世界杯之后联办 2026 年世界杯，而
2026 年世界杯已经确定扩军，参赛球队
由目前 32 支增加到 48 支，全部比赛由 64
场增加至 80 场，对于单一主办国而言，
这是巨大负担，联办无疑是最佳选择
——不过对于承办过几乎所有重大国际
单项锦标赛的中国而言，选择 12～16 个
城市作为比赛城市却不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申办世界杯、然后举办一届世界杯，
是迅速缩短中国足球和世界杯差距的好办
法吗？

中国作为当之无愧的正向“体育强
国”所迈进的“体育大国”，已给世人
留下了 2008 年奥运会这样值得人类骄
傲的体育和文化遗产，而能够成功申
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全球也只
有 中 国 首 都 北 京—— 也 正 是 因 为 北 京
奥运会的申办，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
的概念在国内逐渐升温，更多的民众
开始领略到体育运动的特有魅力，开
始践行全民健身，也开始了解到体育
在竞技之外，还是青少年教育的极佳手
段。

日本足球借举办世界杯进入快车道日本足球借举办世界杯进入快车道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申办
世界杯？又该如何全面审视世界杯对于一
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发展的意义？日本和韩
国这两个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他们
给出的答案或许具有借鉴意义。

日本的经验表明，国家队的糟糕成
绩，可能不是制约申办世界杯的重要因素。

日本在成为世界杯东道主之前，也只
获得过一次世界杯参赛资格：1998年法国
世界杯，是日本男足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
界杯决赛圈。日本早在1989年就向国际足
联提出了申办 2002 年世界杯的愿望，到
1996年国际足联确定由韩国、日本共同主
办2002年世界杯时，日本男足尚未登上过
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

曾经在 J 联赛工作过 6 年、见证了日
本筹办 2002 年世界杯工作的北京欧迅体
育董事长朱晓东向记者回忆，日本申
办、筹办 2002 年世界杯的时候，日本的
足球职业联赛刚刚起步，日本男足尚未
冲出亚洲，舆论担心国家队表现不够
好，会影响国民的观赛热情，但日本认
为，举办世界杯的目的正是要推动日本
足球的发展，所以，国家队成绩的好或
坏虽然很重要，但不是申办世界杯的决
定性问题。

日本对学校体育工作历来非常重视，
所以，从足球运动在日本青少年中的影响
力、参与度而言，日本在申办世界杯之前
就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球迷文化方
面，日本与欧美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朱晓东表示，在日本申办和筹办世界杯的
过程中，日本足球界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于
普及和推广足球文化，以避免世界杯在首
次来到亚洲之后，日本民众的表现与往届
世界杯上的观众表现差距太大。为了培养
日本民众对足球的欣赏能力，日本还举办
了很多国际高水平赛事，包括始自1981年
的丰田杯。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诞生时间 （1993
年） 仅比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早一年，在
1996 年日本与韩国联合申办成功 2002 年
世界杯时，可以说，日本足球并不优于
中国足球。但成功申办 2002 年世界杯，
让日本足球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朱晓

东表示，在日本足球界看来，2002 年世
界杯是日本足球发展的转折点，2002 年
之前，日本只有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
但之后，日本完全成为了亚洲足球强
国，到本次俄罗斯世界杯为止，日本没
有再缺席过世界杯赛。

世界杯让韩国足球收益远超预期世界杯让韩国足球收益远超预期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
韩国在举办2002年世界杯之前，国家

队已经是世界杯常客，在韩国提出申办
2002年世界杯时，韩国民众并不担心韩国
男足的成绩会很差，他们担心的是相比申
办竞争对手——日本，姗姗来迟的韩国会
在各项申办工作上存在差距。

见证了韩国申办、筹办、举办 2002
年 世 界 杯 整 个 过 程 的 韩 国 《朝 鲜 日
报》 体 育 部 主 任 姜 镐 哲 向 记 者 回 忆 ，
直到 1993 年，韩国队在 1994 美国世界
杯 亚 洲 区 预 选 赛 上 击 败 日 本 队 之 后 ，
韩国才开始着手申办 2002 年世界杯的
工作。由于韩国男足的成绩在当时明
显好于日本，当日本申办世界杯进行
到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国舆论发出了
这 样 声 音 ： 世 界 杯 第 一 次 来 到 亚 洲 ，
应该是在韩国。由于在 1988 年举办了
非常成功的汉城奥运会，韩国举办世
界杯的体育设施条件不差。于是，韩
国在 1993 年向国际足联提出申办 2002
年世界杯的请求，而当时日本已经进
行了 4 年的申办工作。

韩国、日本关于 2002 年世界杯举办
权的竞争很快达到了白热化，最终国际足
联决定，由两个国家共同主办这届世界
杯。

姜镐哲表示，世界杯申办成功之后，
足球在韩国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国民对足球的热情持续高涨，著名的
韩国球迷“红魔”啦啦队正是诞生在这一
时期。世界杯为韩国足球发展打下了基
础。在筹办世界杯过程中，韩国有6个足
球场平地而起，举办世界杯创收的盈余和
韩国地方自发组织的捐款额达到 2820 亿
韩元。截止到 2007 年中期，韩国利用这
笔钱在全国建起了3个足球中心和14个足
球公园。到 2002 年世界杯后，全国出现
了 30 个草地足球场。与“足球强国”比

较，韩国的足球基础设施也已非常完
备。

在韩国申办世界杯之前，韩国国民
对足球的关注度远不如棒球，但因为申
办世界杯成功，足球在韩国社会的影响
力大幅提升，民众对足球的关注增多，
加上基础设施的改善，韩国青少年完全
不乏与足球接触的机会。

到2002年世界杯举办之后，韩国发
现，世界杯给韩国足球发展带来的收获
远超预期。世界杯给韩国留下了真正意
义上的球迷文化，也打开了韩国足球的
国际视野。姜镐哲表示，虽然韩国男足
在2006、2010、2014三届世界杯上的表
现平平，本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的表现
也低于预期，但2002世界杯给韩国足球
和全民体育带来的变化至今都在韩国社
会延续。

群众基础群众基础——世界杯的敲门砖世界杯的敲门砖

还没有承办过世界杯比赛的比利
时队，已经凭借强大的足球实力让全
世界刮目相看，虽然赢的是巴拿马队
和突尼斯队这样的“平民球队”，但
球队展示出来的旺盛斗志和流畅攻防
节奏足以让球迷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他们的制胜秘诀，就是强大的群众基
础。

数据显示，除了参加世界杯的这支
国家队，比利时还拥有 U21 岁、U19
岁、U18 岁、U17 岁、U16 岁和 U15 岁
等6个年龄组别的国家队。细化的梯队
制，为比利时足球人才辈出提供了制度
保障。而且，比利时的各个足球俱乐
部，几乎都建立了完整的梯队制，从 5
岁到18岁的小球员，都有各自归属的不

同年龄段球队。
比利时是西欧小国，面积只有 3 万

多平方公里，总人口 1100 万。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有 2000 多家
足球俱乐部，每年都举办四级全国联
赛。其中甲级联赛有 16 支球队；乙级联
赛 18 支球队；丙级联赛分 A、B 两组，
每组 18 队共 36 支球队；丁级联赛分 A、
B、C、D 四组，每组 16 支球队，共 64
支球队。此外，在全国联赛以下，还有
结构平行的 9 个省级联赛，各省联赛也
都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每个省的甲
级联赛都有 16 支队伍参赛，共 144 支球
队；乙丙丁 3 个级别联赛也都有众多社
会球队参与角逐。各个级别的比赛排满
了整个赛季，球队和球员通过完善的联
赛，有效提高技战术水平并积累丰富的
比赛经验。

谈及足球运动在比利时的普及，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研究员张蕾向记者讲述了她
在弗莱芒地区林堡省的所见所闻。张蕾告
诉记者，在林堡省的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
小镇上，活跃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足
球俱乐部。俱乐部拥有15名持有资格证书
的教练员和5名助理，160多名运动员都是
小镇上的居民，其中多数是年龄5岁至18
岁的青少年甚至儿童球员。他们利用业余
时间进行正规训练，每个周末都会与其他
俱乐部进行比赛。队员每人每年向俱乐部
交付 200 欧元 （约 1500 元人民币） 的会
费，用于支付教练员的工资、场地维护费
以及其他后勤保障费用，球员则会获赠足
球、训练服、比赛服、装备包和伤病保险
等。表现优秀的球员将会获得奖励，并且
有机会入选更高水平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并
参加全国联赛。

无论是已经举办过世界杯的日本、韩
国，还是没有举办过世界杯但是已然世界
强队模样的比利时队，这些世界杯常客不
停讲述着自己的足球故事，而他们的足球
经历，已经足够让中国球迷清楚，举办一
届世界杯当然会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有促进
作用，但这份来自足球领域的快乐和自豪
感若想持续和长久，则需要更多的球场出
现在城镇乡村，需要更多的孩子走上球
场，需要更多的家长和教练帮助这些孩子
体会足球的快乐。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