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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亚洲球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整体表现足以证明，亚洲足球正在翻过发展的分水岭。亚洲足球向上突破的过程，既是持续向

上、不断向欧洲学习的过程，也是努力向下，不断向基层社群扎根、向广大足球爱好者“回归”的过程。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亚洲足球努

力赢得更大发展空间的过程也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本报记者 贺 遐

当日本在世界杯死亡之组连续逆转德国

和西班牙这两支世界冠军球队，以小组头名

出线，并在淘汰赛中与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

地亚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的是，

拥有大量旅欧球员的日本队已经达到了欧洲

二流球队的水准。令人艳羡的同时，日本足球

也给众多亚洲球队以启示，那就是向欧洲足球

学习。

古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曾是西

方的文明中心，很多人都期待能够去罗马，因

此修了很多条通往罗马的道路。而在当今足球世

界，欧洲，特别是英、西、德、意、法、葡和荷这几个

欧洲足球强国的联赛就代表了世界足球的中心。

正在进行的卡塔尔世界杯，8强中除了南美双雄

阿根廷和巴西以及非洲黑马摩洛哥之外，其他都

是欧洲球队。而这8支球队的世界杯阵容中，9成

以上的球员都来自欧洲主流联赛。

世界足球的中心从现代足球发展初期的

欧洲和南美洲并行，到如今的欧洲独占鳌头，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

的还是欧洲发达的足球产业

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

巴西夺得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冠军以外，其后

的四届世界冠军都被欧洲包揽，象征俱乐部最

高荣誉的世俱杯冠军，更是基本成了欧洲冠军

的囊中之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事实。

欧洲强大的足球产业和经济优势，所带来

的科学训练方法和系统的青训培养体制，源源

不断培养着大量的足球人才的同时，也吸引着

其他大洲的足球天才来到欧洲。高水平的联

赛，特别是欧洲冠军联赛的成功打造，更是将

世界级球星一网打尽。

而高水平的比赛，高水平的球员，在让欧洲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足球中心的同时，也进一步

加剧了虹吸效应，让更多的球员以能到欧洲踢球

为荣，希望能在这里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和比

赛。在这里，名气、金钱、荣誉，每个球员梦寐以求

的东西都有机会去争取。

回到本次世界杯，仅就十六强而言，除欧

洲和南美球队之外，还有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塞内加尔、摩洛哥和美国等。其中，日本队

26人中有14人在主流联赛中踢球，还有5人在

欧洲其他联赛踢球，包括英超球队主力后卫富

安健洋，夺得上赛季欧联杯冠军的法兰克福中

场主力镰田大地等。韩国队阵中更是有英超金

靴孙兴慜，那不勒斯主力后卫金玟哉。塞内加

尔26人的世界杯阵容中，17人都在主流联赛效

力，另外9人也在欧洲踢球。美国和澳大利亚分

别有13和15人在欧洲联赛踢球。爆冷淘汰西班

牙的摩洛哥队在欧洲踢球的达到了20人，左右

边卫马兹拉维和阿什拉夫分别是欧洲豪门拜

仁和大巴黎的主力边后卫。

如今，衡量一支国家队的实力的标准非常

简单，就是队中有多少效力欧洲主流联赛的球

员。日本能够创造连续逆转德国和西班牙的奇

迹，主要原因就是400多名分布在欧洲各级别

联赛中的球员，为球队提

供了非常广泛的选择余

地。在与德国队的比赛中，

主力阵容中有5名球员来

自德甲，还有多名球员来自英超、西甲和法甲。

这样一支达到欧洲二流水准的球队，在战术得

当的前提下，战胜强队也就不是什么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了。归根结底，球队实力还是硬标准。

就像韩国输给巴西的比赛，金玟哉赛后就

说，我们和巴西的差距显而易见，所以还是希望

能有更多的球员来欧洲踢球，提升韩国足球的整

体水平。本次韩国队的阵容中，真正在欧洲顶级

联赛踢球的也不过6人而已。因此，在与加纳队的

比赛中打入两球的中锋曹圭成就表示，希望能够

到欧洲踢球。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欧洲足球，也是引领

世界足球发展潮流的源头。无论是全攻全守的

战术，还是高位抢逼围，抑或是传控打法，都是

从欧洲俱乐部球队开启的。有些欧洲国家队，

本身就是以一支俱乐部球队为中心建立起来

的。像德国以拜仁为根基，西班牙以巴萨为基

础。这也决定了，只有在欧洲踢球，才能更快接

受先进的足球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战术素

养和对于足球战术的理解。而也只有在竞争更

加激烈的欧洲足球联赛中经受考验，才能在更

大的世界杯场面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实力。

从最开始的半个名额，到后来的4.5个名

额，再到世界杯扩军后的8.5个名额，亚洲足球

在世界杯的地位已经随着本届世界杯的出色

发挥得到了认定。不过，要想真正像非洲足球

那样成为世界足球的一极，显然亚洲足球还要

继续努力，向欧洲学习。

毕竟，欧洲足球的中心地位的建立也不是

一朝一夕的，就像罗马的建成也不是一天就行

的。条条大路通欧洲，但如何走好这条通往欧

洲的路，却考验着每个试图向欧洲学习的亚洲

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日本足球取得今天的成

绩，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用了30年的时间。而

对于更多的亚洲国家来说，要持续提升足球水

平，走向罗马，走向欧洲，就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乃至坚定的信念，保持自己的热爱，才能走好

通向胜利的罗马大道！

本报记者 杨天婴

首先要承认，以日韩澳伊为代表

的亚洲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成绩，来自

诸多因素的加成集合，但是建设合理

健康的职业联赛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在世界足球范围，足球文化和足

球产业的高度发达决定了欧洲是世界

足球当之无愧的中心。巨大的球迷基

础，雄厚的资本优势，稳固的足球文

化，健全的足球人才结构，都让欧洲处

于世界足球金字塔顶部位置，和欧洲

足球结合越紧密，成绩就会越好。

亚洲足球过去长期处于金字塔下

端位置，通过人才输出、资本引进，进

而争取反哺本地足球的模式很自然地

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因为不具备欧

洲足球上述的优势，所以亚洲足球无

法照搬欧洲模式，依靠引进超级球星，

吸引观众，复制拷贝欧洲成功模式的

思路，很多国家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最

终均被证明在亚洲无法走通。因为在

亚洲地区，当前并不具备针对足球的

足够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也

还没有形成足够健全的相关产业法律

法规体系和行业细则，职业足球做大

做强所必须的客观条件，与欧洲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无论是版权收入还是

来自消费市场的比赛日收入，欧洲足

球在整体上都要比亚洲好太多，产业

基础也更加雄厚。

寻根溯源，如果只是复制欧洲足

球的球星效应和资本效应，显然是没

能求得职业足球的真经。在亚洲范围

内，以日本足球为例，发展历程当然也

并非一帆风顺，但难能可贵的是，日本

足球终归还是在探索中取得了真经，

并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念了下去。

在探索中，日本足球找到了欧洲

职业足球的“根”。据媒体报道，日本职

业联赛在2017年与英国转播公司签

下了2100亿日元（136亿元）的转播合

同。2018年，日职联赛已经有10队盈

利，整体利润达到了10.38亿日元，折

合人民币6700万元。到了2019年，日本

职业联盟的总收入更是达到了1254亿

日元，也就是人民币82亿元。日本足球

尽管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出曼城和大巴

黎这样的超级豪门，但是整体稳定增

长的势头在疫情前已经非常明显。我

们经常感叹，欧洲人几代子孙拥有一

个球场坐席，保持了百年对球队的忠

诚，其实这些故事的背后，正是欧洲职

业足球产业的基础，就是根植社区建

立社群，稳定拥有社区（城市）消费者

和支持者。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职业足球联

赛创立时，效仿职业棒球“特许经营”

的做法，明确要求日本职业足球俱乐

部必须在所属地经营，完成大部分比

赛，通过这样的办法，建立球迷归属

感，建立情感纽带，建立足球文化，从

而产生足球经济价值。这样的要求看

似简单，但是坚持下去也面临过很多

异议，可贵的是日本足球一直坚持这

种要求，从而初步建立了最基础的足

球文化。在亚洲范围内，类似浦和红宝

石这样的球队，球迷助威气氛浓烈，号

称亚洲第一主场氛围，引起了亚洲范

围的球迷效仿。而在这样的氛围背后，

浦和红宝石在2018年收入达79亿7100

万日元（约4.6亿人民币），纯盈利达3

亿3000万日元。

日本的职业足球联赛正在稳定发

展，虽然在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也遇到

一些困难，但是影响正在消退。日本前

几个赛季也出现了类似神户胜利船这

样的巨额薪金引进大牌球星的案例，

但是并不成功。大部分俱乐部仍在量

入为出，合理运营。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家很爱对

比的，日本球员的工资远低于欧洲水

平，也就是说大部分去欧洲踢球的日

本球员可以赚到更多钱，与此前中国

球员动辄工资远超欧洲球员形成反

差，这也是中国球员无法立足欧洲高

水平联赛的一个重要动因。日本俱乐

部可以给出球员合理的工资，首先是

因为球队理性操作，量入为出。此外一

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根植于社区和社

群的成熟青训体系，让大批年轻才俊

不断涌现出来，让俱乐部可以有更多

选择，充分的人才竞争和迅速的人才

更替，是工资处于合理与良性水平的

有力约束和竞争机制。

日本球员如果想实现足球梦想，

同时挣到更多工资，最好的出路就是

前往欧洲踢球，在球员个人赚钱、实现

更高职业理想的同时，还可以给俱乐

部留下一笔不俗的转会费，让球队增

加收入，保证实现可持续的运营。这

样的职业发展路径，对球员和俱乐部

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本报记者 马艺欧

卡塔尔世界杯创造了很多第一次，亚洲足球的表现也格

外抢眼。6支参赛球队创造历史之最，3支队伍晋级16强同样是

历史首次。日本队无疑是亚足联所有球队中表现最为突出的，

其成功的背后是扎实的青训工作和具有足够锻炼价值的联赛

环境。

日本足球20年前就展示出“脱亚入欧”的雄心，现在已经

实现了这个目标。近年来，从亚洲杯丢冠到12强赛一度开局不

利，日本队在亚洲足坛的统治力貌似有所减弱，但等到了世界

杯赛场，人们发现其实世界杯才是日本队真正在乎的舞台。

在与西班牙和德国两支世界冠军队同组的情况下，日本

队依然以世界杯八强为目标，球队拥有一大批在欧洲联赛效

力的球员，平时训练和比赛都是与欧洲的高水平球员在一起，

在心理上根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日本能够有如此多的球员在欧洲高水平联赛中立足，根

本原因在于日本完善的青训体系已经能够持续产出符合欧洲

足球标准的人才。这与因为某一位特定的天才球员或者可遇

不可求的“黄金一代”而取得一时的好成绩，是完全是不同的

概念。

和2018年世界杯时日本队的阵容相比，这次日本队只有

个别球员依然在阵中。但即便是那些落选的球员，很多人目前

也仍然在欧洲踢球。这说明日本队拥有足够宽的选材面，队内

竞争之激烈不逊于很多欧洲球队。这就和广大体育爱好者普

遍比较熟悉的美国篮球、中国乒乓球一样，一旦拥有持续产出

高水平高标准人才的方式和环境，必然会导致队伍内部的高

水平竞争和人才更替。

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日本队能够有如此之多的人才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众所周知，日本足球的底蕴较之欧美

不算深厚，甚至在亚洲范围内的起步也算比较晚的。关于日

本足球青训的报道很多，校园足球开展得如火如荼、善于学

习先进理念、设立青训大纲等等。这些当然是日本足球成功

的原因，但仅有这些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具体执行层面

上，包括足球运动的参与者在内，相关足球从业者的追求是

否真正能够契合足球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否能够与国家队

的目标追求相契合，是否真正地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目标

并坚决执行下去？对于这些问题的现实解答和具体实践，显

然更加重要。

足球的根基在于青训，搞青训不能太急功近利，这早已是

中外很多教练的共识。但真正要围绕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分

解为10年、5年、1年等不同阶段的任务，再一步步坚持以“耕耘

不问收获，自有一路芬芳”的态度年复一年地在全行业内执行

下去，并形成这种的行业共识、氛围和一以贯之的坚决行动，

却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到的。

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日本队就打进16强，当时点球输给了巴拉

圭。20年后的今天，日本队又是倒在1/8决赛，而且还是点球大战败北。如果

只从世界杯成绩看，20年来4次倒在相同的位置，日本足球在原地踏步，但

事实上日本队如今的竞争力与2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

这支队伍，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所谓“死亡小组”，突出重围挺进16强，都已经

属于正常发挥。

经历了本次世界杯之后，现在再看日本定下的2050年争夺世界杯冠

军的长远目标，已经很少有人会觉得这只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随

着日本队在世界赛场展现出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日本的青少年和青训工

作者都得到极大的鼓舞，过去的经验和努力方向，也经过本届世界杯的

高水平竞争，得到了进一步检验，未来实现长远目标的可能性也进一步

增大。

青训是基础，联赛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日本国内联赛的水平一直

在亚洲处在领先地位。虽然在亚冠联赛中，日本国内联赛的球队既有获得

冠军的时候，也有整体表现不佳的时候，但波峰和波谷差距并不大。

日本球员能够比较快地适应欧洲足球环境，除了个人技术能力外，他

们的战术素养也与欧洲非常接近。这得益于从各级青少年联赛打下的基

础，顶级职业联赛则起到了最关键的衔接作用。日职联赛很多球队的主教

练都坚持符合世界足球潮流的打法，联赛整体节奏快，球员能够在这个平

台得到比较充分的锻炼。这种战术体系成熟的环境实际上已经很接近欧

洲联赛，差距主要在于个人能力，其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走到欧洲联赛只

是时间和选择的问题。

即便现在的欧洲联赛已经有大批日本球员，但日本仍在不遗余力地

提升本国联赛影响力。一方面是让国内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另一方面就

是加大在海外的影响力。日本联赛不断引进东南亚国家有实力的球员，就

是这个目的。联赛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可以为日本足球的发展提供可持

续的动能。

拒绝“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亚洲足球进步背后的产业真相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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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队球员吉田麻也（上）在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