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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卡塔尔世界杯袁 日本先后击败德国和西班牙两个世

界足球强国袁实现第 4 次闯进世界杯 16 强的壮举袁刷新了日

本足球的奇迹袁 这要归功于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渊Centennial
Plan of Japanese Football冤冶的设想与大胆实践遥谈及野日本足球

百年计划冶袁必然要提及享有野日本足球教父冶美誉的前日本足

协主席川渊三郎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在日本国民对日本足球发

展前景不抱任何希望的背景下袁 川渊三郎推出了以日本举办

世界杯并夺冠为终极目标的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袁经过 20 余

年发展袁以野蓝武士冶著称的日本足球扶摇直上袁现已嵌入世界

足球强国之列袁跻身亚洲足球强国前列袁成为名副其实的野亚
洲之光冶咱1暂遥 然而袁 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近年来取得的成就相

比袁可以说是泾渭分明遥 同为亚洲国家袁中国足球经历数次改

革仍未见转机袁现已成为我国国民之殇咱2暂遥 21 世纪以来袁中国

足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发展形势袁存在严重的野外侵内耗冶现
象袁外侵方面袁长期以来稳扎稳打的沙特尧新世纪异军突起的

日本和韩国袁均从外部冲击中国足球的亚洲地位曰内耗方面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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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发展总体规划治理成效不高尧人才选拔路径受限尧足
球文化缺失尧国际交流意识薄弱等现实困境袁严重阻碍了中国

足球的崛起遥 足球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实现中国

足球高质量发展袁 是中国足球强国梦和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

的重要任务遥 目前袁我国学者对日本足球的探索主要聚焦于中

国与日本青少年足球尧校园足球尧职业足球等对比分析和启示

研究咱3-4暂袁较少从历史根源角度透析日本足球崛起的发展历程

并总结发展经验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以川渊三郎的治理思想及日

本足协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本为切入点袁对野日本足球百年计

划冶展开研究袁借鉴其发展经验袁探讨其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启

示意义袁寻求中国足球竞技成绩低迷的破解之道袁为锚定中国

足球的发展方向提供全新选择遥
1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的发展历程

1.1 曲折探索阶段渊1992要1996年冤
20 世纪 90 年代袁在战后美国以野根绝军国主义和战争能

力冶为目标袁对日本实施野间接统治冶袁日本国民对国家独立性

丧失心存芥蒂的背景下袁日本将足球视为国家振兴尧国际形象

转变的重要载体袁倡导日本足球以野和魂洋才冶思想实现野脱亚

入欧冶袁主动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袁促进日本体育国际话语权提

升遥1992 年袁时任日本足球职业联赛首任主席川渊三郎在日本

足协内部会议提出雄心万丈的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袁又称野J
百年构想冶袁即用一百年时间实现日本足球夺取世界杯冠军的

终极目标袁以及诸多改革提案遥 然而除了职业化改革袁其余提

案均未受到与会成员重视袁 于是川渊三郎决定率先规划日本

足球的职业化道路遥 1993 年袁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渊Japan
League袁简称 J 联盟冤应运而生袁J 联赛为日本球员在世界足坛

中展露头角奠定良好的基础袁然而袁同年日本队却在卡塔尔多

哈惨遭伊拉克队绝平袁导致日本于 1994 年世界杯预选赛中淘

汰出局袁史称野多哈悲剧冶咱5暂遥 野多哈悲剧冶令川渊三郎意识到仅

依靠发展职业联赛振兴日本足球的思想缺乏全面性尧 系统性

和长远性袁痛定思痛袁1994 年袁时任日本足协副主席川渊三郎

决定开始探索日本足球的新变革袁 这为日本足球发展模式的

全面升级奠定了基础遥1996 年初袁日本被迫接受时任国际足联

主席若昂窑阿维兰热提出韩国和日本联合申办 2002 年世界杯

的提议袁 这一事件为此后日本孜孜不倦以求单独承办世界杯

埋下伏笔遥
1.2 初创发展阶段渊1996要2005年冤

1996 年 3 月袁在野百年夺冠冶和野独立办赛冶思想的催化下袁
日本足协正式以文件纲领的形式对外发布描绘日本足球未来

发展蓝图的叶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曳渊以下简称叶百年计划曳冤袁叶百
年计划曳的终极目标是 2092 年日本举办世界杯并夺取冠军咱6暂袁
内容涵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尧 创立联赛体系尧 国家队训练

等袁并将发展职业联赛设定为日本足球发展的关键一环袁力争

2092 年全国拥有 100 个职业足球俱乐部遥在野日本足球百年计

划冶号召下袁日本足球竞技成绩在随后几年初见成效袁先后于

2000 黎巴嫩亚洲杯获得冠军尧2002 韩日世界杯晋级 16 强尧
2004 中国亚洲杯获得冠军遥 2002 年 7 月袁川渊三郎升任日本

足协主席袁日本足球正式进入野川渊三郎时代冶袁同年 10 月袁以
野船长冶 称号自居的川渊三郎提出了 11 条关乎未来日本足球

战略走向同时也是日本足球短板之处的野船长使命冶袁包括院推
动 JFA 会员制度尧推出 JFA 绿色企划尧推出 JFA 少儿企划尧激
活中学生足球尧建立顶级青训机构尧推动女足企划尧推广室内

足球尧创建并完善联赛体系和赛会体系尧激活都道府县足协尧
站在中长期展望的角度提出建言尧培养体育管理人才遥 野船长

使命冶的提出反映了日本足协对于足球普及的强烈意识袁此时

川渊三郎正携手都道府县足协袁 共同推动日本足协与草根足

球相结合袁为日本足球打造一座庞大尧夯实的金字塔遥
1.3 快速发展阶段渊2005 年至今冤

2005 年元旦袁以川渊三郎为首的日本足协在 11 条野船长

使命冶基础上袁提出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袁
又名叶梦之宣言曳袁将夺冠日程从 2092 年提前至 2050 年咱7暂袁并
提出近期渊2005要2015 年冤和远期渊2015要2050 年冤计划袁这一

宣言使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为世人皆知袁将日本足球发展推

向历史新高潮遥 2006 德国世界杯袁日本队小组赛未出线袁这届

世界杯的完败意味着实现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绝非一蹴而就

之事袁需要数代日本人接续奋斗遥 2008 年袁川渊三郎卸任日本

足协主席袁但早已熊熊燃起的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的巨大火

焰并未就此熄灭袁时任日本足协副主席鬼武健二撰写叶J 百年

构想中期报告曳袁总结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前期落实情况和未

来设想袁 延续这一构想的变革路线遥 2015 年袁 日本足协推出

叶JFA 中期规划渊2015要2022冤曳袁从野普及冶野强化冶野足协组织建

设冶3 方面提出举措袁并对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近期渊2005要
2015 年冤计划完成程度加以反馈遥 2021 年 7 月袁日本足协发布

叶日本之路渊Japan爷s Way冤曳渊以下简称叶日本之路曳冤袁延续 2050
年日本举办世界杯并夺冠这一终极目标袁提出野四位一体冶发展

格局袁即院组建个人和团队都强大的国家队并提升在世界大赛

中的存在感尧为球员带来乐趣和成长的世界级教练尧青训孕育

出的世界级球星和增加热爱足球的人口咱8暂袁野四位一体冶中野三
维冶对标世界水准袁体现日本足球比肩世界的态度和决心袁日本

足球国际化色彩愈加浓重遥如今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仍在为日

本足球赋能袁刺激日本足球竞技成绩的新突破遥 2022 卡塔尔世

界杯袁 日本在卡塔尔多哈先后战胜世界足球强国德国和西班

牙袁第 4 次闯入世界杯 16 强袁创造了日本足球野多哈奇迹冶遥
2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的发展经验

2.1 注重阶段计划的有效衔接袁监督发展目标阶段

性实现
从叶百年计划曳到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叶JFA 中期规划

渊2015要2022冤曳袁再到叶日本之路曳袁各阶段计划均指向野日本足

球百年计划冶的实现袁可以说袁日本启动的是一项宏观性尧连续

性尧系统性的百年足球发展规划袁因此袁注重各阶段计划的相

互衔接袁监督各阶段发展目标完成程度是其制胜法宝遥 1冤注重

阶段计划有效衔接遥 如图 1袁日本足协制定野接力式冶发展计划

及目标遥 叶百年计划曳以 2092 年日本再次举办世界杯并夺冠为

终极目标遥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近期渊2005要2015 年冤计划要

求 2015 年足球人口达到 500 万袁其中运动员 300 万尧教练员

15 万尧裁判员 30 万袁管理人员 50 万袁球迷 150 万袁FIFA 国际

排名前 10袁 足协及 J 联赛发展水平国际排名前 10袁 远期

渊2015要2050 年冤计划要求 2050 年足球人口达到 1 000 万渊约
78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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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日本总人口 10%冤袁日本举办世界杯并夺冠遥 叶JFA 中期规划

渊2015要2022冤曳提出 2018 年足球人口达到 560 万袁FIFA 国际

排名前 20 和 2022 年足球人口达到 640 万袁FIFA 国际排名前

10 的阶段计划遥 叶日本之路曳设定的目标更具体化袁将叶日本足

协 2005 宣言曳远期渊2015要2050冤计划分为近期渊2022要2025
年冤尧中期渊2025要2030 年冤和远期渊2030要2050 年冤计划袁近期

计划要求 2025 年足球人口达到 750 万袁 男足世界杯 8 强袁女
足世界杯 4 强袁 中期计划要求 2030 年足球人口达到 800 万袁
男足世界杯 4 强袁女足夺冠袁远期计划延续 2050 年足球人口

达到 1 000 万渊约每年递增 10 万冤袁日本举办世界杯并夺冠的

终极目标遥 2冤监督发展目标阶段性实现遥 21 世纪以来袁日本足

协平均 5~10 年推出一项紧扣实现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所制

定的阶段性计划袁及时反馈各阶段发展目标的完成程度袁并设

立下一阶段发展目标袁保障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阶段性实现袁
例如叶JFA 中期规划渊2015要2022冤曳对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
近期渊2005要2015冤计划完成程度进行反馈袁2015 年足球人口

达到 500 万渊2015 年足球人口为 526.4 万冤和日本足协国际排

名前 10 的近期发展目标已达成袁然而袁同年日本 FIFA 国际排

名第 50 位袁虽然 2011 年日本 FIFA 国际排名第 13 位袁但仍未

完成日本 FIFA 国际排名前 10 的近期发展目标袁 因此袁叶JFA
中期规划渊2015要2022冤曳延续性的提出 2018 年 FIFA 国际排

名前 20袁2022 年 FIFA 国际排名前十的发展目标咱9暂遥

图 1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各阶段计划示意图

2.2 建立完备的联赛体系袁设计合理的足球人才选

拔系统
足球人才选拔系统是一个国家足球生命力赖以生存的重

要保障遥 川渊三郎认为袁野集中强化精英球员袁短期内促使日本

足球竞技成绩提升冶的做法属于野搭建危危巨塔冶袁不过是特殊

时期的对策而已袁这种模式无法持久遥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推
出以来袁日本构建由发展青少年足球尧建立足球联赛尧足球人

才海外派遣组成的足球人才选拔系统袁如图 2袁其成为日本足

球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咱10暂遥 1冤重视青少年足球发展遥 叶百年

计划曳提出袁继续重视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育和选拔袁要求小学尧
初中尧高中尧大学袁均设足球社团袁搭建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袁
层层选拔优秀的青少年足球人才袁形成各学段相互衔接尧从地

方赛事逐步向全国赛事过渡的格局遥 2冤建立完整的联赛体系遥
1993 年袁日本足球全面职业化改革袁成立 J 联赛袁包括 J1尧J2
和 J3遥 随后川渊三郎将改革重心落在业余足球方面袁叶百年计

划曳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搭建业余足球联赛袁第一袁成立半职业

性质的日本足球联赛渊JFL冤曰第二袁在日本 9 个地域成立各自

的赛区袁组建日本地域联赛曰第三袁将日本全国划分为 47 个都

道府县联赛袁包括 1 个都尧1 个道尧2 个府和 43 个县遥 现阶段袁
由 J 联赛尧日本足球联赛尧9 个地域联赛和 47 个都道府县联赛

四个级别联赛构成尧集职业与业余于一体尧运动梯队合理尧全
面覆盖日本国土的日本足球人才选拔系统搭建完成袁 其为具

有潜力的球员提供了晋升渠道袁为 J 联赛输送大批顶级球员遥
3冤鼓励足球人才海外派遣遥2022 年袁征战卡塔尔世界杯的日本

队 26 名队员中有 20 人曾效力欧洲各级联赛袁 日本队较高的

留洋率得益于叶百年计划曳中鼓励足球人才海外派遣的举措遥
为进一步增强日本足球实力袁 日本足协鼓励国内顶尖球员海

外深造袁例如三浦知良尧香川真司尧三沾薰等曾加入欧洲顶级

联赛遥将顶尖球员派送海外袁J 联赛又不断有新人展露头角袁然
后再派往海外袁以此形成良性循环袁得益于这种模式袁日本球

员在海外踢球并不会影响 J 联赛的质量袁 反而还能为足球后

备人才创造机遇袁因此袁J 联赛会源源不断的培养出精英球员遥

图 2 日本足球人才选拔系统

2.3 发挥足球的人文关怀价值袁引导足球运动普及

化发展
纵观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实施的全过程袁日本推出的并

不是以足球竞技实力提升和足球人口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振兴

日本足球的单一规划袁 而是以发挥足球的人文关怀价值为治

理起点袁引导足球运动普及化发展的百年规划遥 1996 年袁初提

叶百年计划曳之时袁川渊三郎以野建立被茵茵绿草覆盖的体育场

馆袁以足球为核心运动袁以铸造令人能够享受体育运动的环境

为目标袁通过体育运动为各年龄段人们提供交流空间冶为发展

理念袁普及足球物质条件遥 1993 年袁鹿岛仅有一座可容纳 5 000
人的球场袁借助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袁2001 年符合国际标准的

茨城县立鹿岛足球场建成袁 鹿岛足球设施的完善是这一时期

日本足球的缩影袁 此后二十余年袁 日本鼓励学校开设体育协

会袁提供正规训练场地和设施袁协同 J 联盟兴建草地球场袁日
本校园尧球场尧地区操场迅速实现野草地化冶遥 2005 年袁叶日本足

协 2005 宣言曳JFA 愿景提出野普及足球运动袁使体育融入人们

的生活袁 创造一个充满享受和欢乐的环境冶野加强日本足球的

基础袁打造世界一流的国家队袁为国民带来感动尧希望和勇气冶
野秉持公平竞争精神袁加深与世界人民的友谊袁为国际社会做

贡献冶遥 此外袁川渊三郎还提出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概念野日本

足球大家庭冶袁即每个热爱和支持足球的日本国民都被奉为日

本足球大家庭的一员袁 是日本足球不可或缺的第 12 名队员遥
784窑 窑



第 42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9 期

同时袁日本足协推行会员制度袁足球大家庭任何成员都可以登

记成为会员袁47 个都道府县足协为其提供资金与场地尧教育与

技术尧宣传与制度等全方位服务袁这项制度使基层足协与足球

家庭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遥 2021 年袁叶日本之路曳除了延续野日本

足球百年计划冶终极目标之外袁还设立了一项新目标袁即院野使
日本能够成为一个让所有与足球相关的人口都能享受足球袁
过上幸福人生的足球强国冶遥 这表明日本足球成功与否的标准

不在局限于国家足球竞技水平袁而是凝聚全日本的力量袁以建

成足球强国为目标袁激励足球普及工作实现更高维度跃升遥 这

一时期袁 日本足球营造出以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为主导的足

球氛围袁渲染民族情绪袁将国民尧足协尧国家队融为一体袁共同

朝向实现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的方向迈进遥
2.4 主动融入世界足球主流体系袁助力竞技体育国

际话语权提升
野主动融入世界足球主流体系冶 不仅是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

划冶的重要举措尧治理起点袁还是最终目的遥 目标是意识所针对

的具体行为对象袁目的是对行为结果的主观设想咱11暂遥 野日本足球

百年计划冶 的终极目标是 2050 年日本再次举办世界杯并夺取

冠军袁其背后的最终目的是增强日本足球的亲和力及世界对日

本的认同感袁助力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咱12暂遥 1冤人才培养方

面袁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推出以来袁各阶段计划均提出足球人

才培养工作要对标国际标准袁例如叶日本足协 2005 宣言曳叶JFA
中期规划渊2015要2022冤曳针对教练员尧裁判员的培养工作袁提出

从各国足协引进教练员和裁判员袁 创造交流国际经验的机会袁
使日本足球具备世界魅力遥 2冤人才派遣方面袁初提叶百年计划曳
时袁川渊三郎就规定全体日本足球人才必须与欧洲保持密切联

系袁加之日本足协对于留洋海外的足球人才不设阻拦袁反而受

到日本足协大力支持咱13暂袁因此大多数日本运动员尧教练员尧裁判

员以及管理人员具备不同程度的留洋经历袁 以足球运动员为

例袁2021 年袁在欧洲踢球的日本足球运动员达 451 人袁其中德国

最多袁达 250 人袁2022 年袁在欧洲踢球的日本足球运动员达 264
人袁其中德国有 109 人咱14暂遥 2022 年 7 月袁面对新华社记者专访袁
川渊三郎表示袁目前 60 余名日本选手效力于欧洲联赛袁如果其

中 20 人被选入五大联赛的一线队伍袁 日本足球竞技水平将与

欧洲强队旗鼓相当袁2050 年足以实现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遥 3冤
经验借鉴方面袁J联赛始终走在亚洲国家足球联赛前列袁主要原

因在于早期其借鉴欧洲足球强国所贯彻的发展理念袁 例如 20
世纪末川渊三郎提出的源于英国尧 德国的先进理念要要要野地域

密着型冶遥 叶日本之路曳关于精英球员和草根足球并行发展方面袁
也参考了欧洲足球强国的发展经验袁尤其是英足总 DNA 计划袁
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袁对该计划进行适配和改良遥
3 启示

3.1 总体构想院优化中国足球发展的整体规划

规划是指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袁 计划是指未来一定

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咱15暂遥 2016 年袁中国足协印发叶中国足球中

长期发展规划渊2016要2050 年冤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袁提出近期

渊2016要2020 年冤尧中期渊2021要2030 年冤和远期渊2031要2050
年冤计划袁但叶规划曳治理成效不高袁未能引导中国足球走向振

兴袁反观日本袁不仅敢于制定宏大的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袁还

致力于保障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阶段性实现遥 因此袁应优化中

国足球的整体规划袁重设发展基调一致的野总体构想冶遥 1冤设定

野定性冶与野定量冶相结合的发展目标遥 叶规划曳设定的发展目标

大多属于定性指标袁如野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冶野女足重返世界一

流强队行列冶袁未提及体现社会足球发展水平尧国家足球竞技

水平和组织建设情况的量化指标袁如足球人口尧男女足 FIFA
国际排名尧足协发展水平尧职业联赛国际排名遥 野总体构想冶应
加强野定性冶与野定量冶指标的联系袁针对野终极目标冶袁发挥出

野定性冶指标的激励功能曰在阶段实施中袁利用好野定量冶指标的

问责作用遥2冤注重野阶段计划冶和野总体构想冶有效衔接遥2017 年

中国足协印发 叶中国足球协会 2020 行动计划曳渊以下简称

叶2020 计划曳冤仅提到叶规划曳近期计划的相关指标袁即院2020 年

男足 FIFA 国际排名前 70袁女足 FIFA 国际排名前 10袁此后中

国足协未再发布中期尧 远期计划的相关文件袁 导致近期和中

期尧远期计划发展目标衔接断裂遥 我国应尽快完善 2050 远期

目标袁围绕 2050 远期目标袁适时推出 2030 中期计划袁推行野国
际大赛周期计划冶袁 针对 2024 巴黎奥运会尧2026 美加墨世界

杯尧2028 洛杉矶奥运会等时间节点袁制定国家队训练尧备战和

竞赛计划遥3冤强化足协对野总体构想冶的监督遥2015 年中国足协

制定的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落实

情况尧叶2020 计划曳6 大硬性指标全部落空袁中国足协对此均未

展开分析提出对策袁 这表明其对足球战略计划的监管工作处

于野失控状态冶遥 基于此袁中国足协应加强组织建设袁自上而下

监督野总体构想冶完成情况遥 在足协内部设立中长期展望委员

会袁调研野总体构想冶和各阶段计划的完成情况袁发布年度报

告袁各省市足协也应专设负责推动和监督野总体构想冶实施的

部门袁定期向上级部门反馈工作进度遥
3.2 突破壁垒院重建中国足球人才选拔系统

叶方案曳叶规划曳叶2020 计划曳均提出建立健全足球竞赛结构

体系袁然而袁现阶段我国教育尧体育系统青少年足球赛事资源

未能有效融合袁职业尧业余足球联赛发展水平缓慢袁致使我国

足球人才严重流失咱16暂遥 初提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时袁日本就建

立了完备的足球人才选拔系统袁得益于此袁20 余年来日本足球

人才倍出遥 鉴于此袁我国应重建足球人才选拔系统袁如图 4袁突
破足球人才选拔受限的壁垒袁释放中国足球的活力遥 1冤构建

野双轨流动冶发展模式袁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路径遥 纵向

上袁推行学校和体校全学段足球联赛一体化建设袁实现青少年

足球人才培育野双峰并治冶袁突破各学段足球联赛衔接不畅的

壁垒曰横向上袁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工作贯彻体教融合发展理

念袁实施学校和体校足球联赛野融合式冶发展战略袁突破学校和

体校足球联赛体系的壁垒袁 在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建立

良性的足球人才选拔机制尧交流机制遥 2冤大力发展业余联赛袁
创设业余球队晋升职业球队的途径遥 得益于完备的足球人才

选拔系统袁日本草根球员具有被选入职业球队的可能性袁这使

得整个国家充斥着浓郁的足球氛围遥 目前袁我国业余足球联赛

形同虚设袁 发展水平无法与日本业余足球联赛相提并论遥 因

此袁我国应大力推动业余足球发展袁设立区县级尧市级尧省级尧
地区级 4 个级别的业余足球联赛及相应升降级制度袁并且袁为
突破业余联赛与职业联赛之间的壁垒袁 要求每个赛季地区联

赛前 2 名球队允许准入职业联赛的乙级联赛遥 3冤设立野复兴

杯冶袁为业余球队提供野逆袭冶捷径遥 作为日本最高级别足球联

785窑 窑



第 42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9 期

赛袁野天皇杯冶规定职业和业余球队各有 50%参赛名额袁因此

经常出现职业球队被业余球队淘汰的壮举袁例如 2019 年天皇

杯袁J1 联赛球队名古屋虎鲸 0:3 惨败鹿儿岛县代表队鹿屋体

育大学的惊天冷门遥 对标野天皇杯冶袁我国应该设立野复兴杯冶袁
形成体校生尧大学生尧业余球员和职业球员等多元主体同台

竞技的景象袁给予天赋异禀的底层球员破格选入国家队的机

会遥

图 4 中国足球人才选拔系统

3.3 升级动力院创设野三位一体冶足球普及模式

日本国民将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视为国家足球振兴的图

腾袁 这是因为其以发挥足球的人文关怀价值为出发点袁 明确

野普及冶对野强化冶的筑基作用袁引导足球运动普及化发展遥 因

此袁为促进足球普及工作高质量发展袁我国应该注重足球的人

文关怀价值袁以国家体育总局尧中国足协和职业联赛为治理主

体袁创设野三位一体冶足球普及模式袁如图 5袁全面升级中国足球

的发展动力遥1冤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遥体育主管部门应探

索促进全民足球参与的长效机制袁 持续关注并出台落实足球

人口增长的计划文件袁 健全足球场地设施袁 例如青少年训练

场尧五人制足球场尧夜晚灯光足球场袁加快实现叶规划曳中我国

足球场地数量超过 7 万块袁每万人拥有 0.5~0.7 块足球场地的

目标袁综合运用多元资金渠道袁加强各地政府尧中国足协以及

各类社会团体对足球事业发展的资金支持袁 鼓励企业及个人

设立足球公益基金遥2冤注重制度保障和对外宣传遥制度保障方

面袁现阶段中国足协的工作重心应落在业余足球袁完善青少年

足球联赛一体化建设袁创设家庭足球联赛尧幼儿足球比赛袁适
时推出免费向足球人口提供教育尧培训尧医疗等服务的会员制

度遥 对外宣传方面袁1996 年以来袁J 联赛始终将野日本足球百年

计划冶发展理念置于 J 联盟官网的显著位置咱17暂袁引领国民参与

足球运动袁 对此中国足协应推出全国各族人民所共情的发展

口号尧理念尧愿景及球迷称号袁打造令国民引以为傲的足球氛

围袁努力使足球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符号袁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凝聚力遥3冤鼓励职业联赛提供志愿服务遥中国足协应明确

职业联赛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袁依托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袁建立

足球特色校尧国民训练中心尧青训俱乐部袁定期组织明星球员

向社会提供足球培训尧指导尧宣传等志愿服务袁并科学安排其

志愿服务的对象尧方式尧频次尧时长袁为青少年创造接触专业足

球训练的机遇遥

图 5 野三位一体冶足球普及模式

3.4 适应环境院增强中国足球国际化传播意识

足球国际交流是体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也是展示国

家体育形象的重要策略遥 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是一项意在让

日本加速融入国际主流体育文化的百年大计袁 其提升日本足

球竞技实力的同时袁 助力日本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

家体育形象转变遥 为改变中国在世界足球坐标系中文明 野洼
地冶的不利地位袁应增强中国足球国际化传播意识袁主动适应

国际足球交流环境遥1冤优化足球人才海外派遣路径遥人才是话

语的创造主体袁鼓励国内外优秀足球人才有序流动袁有助于将

中国体育话语嵌入国际体育话语体系遥 一方面袁探索有利于我

国足球人才海外输送的运行机制袁扩大教练员尧运动员尧裁判

员及技术管理人员赴海外参赛尧 学习和交流的规模袁 另一方

面袁实施以提高引进足球人才数量及其专业水平为目标的野海
外足球人才引进战略冶袁催化中国足球崛起遥 2冤强化国际足球

交流合作意识遥我国各级各类主体应主导和广泛参与国际足球

文化交流活动袁共同商议世界或区域足球发展问题袁此外袁提升

中国足球在社交媒体的发声能力袁逐步延伸其在海外社交媒体

中的服务边界袁增强中国足球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遥 3冤吸收国

外先进足球治理经验遥中国足协尧体育组织尧相关高校及智库部

门应遵循野理念先行尧文化先行冶原则咱18暂袁依据职业背景尧语言能

力等袁针对性选拔足球专业人才袁嵌入国际体育传播对话场域袁
兼收并蓄地吸收国外先进足球治理经验袁并进行本土化改良和

创新袁同时袁讲诉中国足球故事袁传播中国足球文化袁实现国际

足球治理思想与我国足球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遥
4 结语

1996 年川渊三郎所勾画的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之于现代

日本足球袁一如 1868 年野明治维新冶之于日本现代史袁正在一

代代日本人追逐野大力神杯冶的背景下在日本列岛扎根尧蔓延袁
并加速转化为现实遥 探究和归纳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的发展

经验袁对现阶段中国足球发展的野总体构想冶野突破壁垒冶野升级

动力冶野适应环境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袁为开启野中国足球复兴

计划冶起到镜鉴作用遥 现阶段袁野日本足球百年计划冶在不断更

迭袁这需要我国足球界持续关注和解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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