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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假洋教练”调查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的深入，抓青训、抓基

础成为圈内人士的共识，也日益引起社会各
界的重视。由于本土青少年教练的缺乏，包括
社会青训、学校足球甚至俱乐部青训，都不得
不从国外引进不少“洋教练”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假洋
教练”等问题。如何规范引进国外优秀青训人
才，更好地促进中国足球青训发展，成为当下
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假洋教练”风波背后

维克多(化名)是一名外国留学生，来中
国半年后他就离开了学校，在河北一家半职
业俱乐部踢球谋生。此外，他还做着一份教小
孩子踢球的教练工作。尽管没有任何教练证
书，维克多这份工作找得并不困难。

当问及是否知道执教需要资质时，维克
多说：“我也知道这不对，但很多人都在这么
做，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风险。教孩子踢球并
不是一件坏事。”

“现在市场上外籍教练需求量很大。很多
家长觉得中国足球不行，教练更不行。外教还
能让小孩子接触外语，家长就愿意找外教。一
些青训机构外教的课时费能够达到中方教练
收费的两倍。”北京某青训俱乐部总经理坦
言，在快速增长的需求下，(像维克多)这样不
具备资质的教练并不少见。

“家长和学生很难分辨外教的水平，中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也
好，想赚钱的人也好，受利益驱使，就出现这
种所谓的假洋教练。”该总经理表示。

重庆一名校园足球教练透露，足球市场
火爆后，不少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也跳槽去
做了足球培训。“甚至有一个在重庆卖小面的
美国人艾文，平时和我们踢踢野球，也去做了
一段时间青训。还有一篇《小面馆洋老板执教
重庆首个外资足球学校》的报道发在网上。”
该教练表示。

据了解，一名持有欧足联 B 级或 A 级教
练证、有青训带队经验的外籍足球教练在中
国的月薪大约在人民币 18000 元到 40000 元
之间，加上手续、翻译、食宿等费用，总花费还
会更高。

“而那些来自足球发达国家的人或多或
少都会踢球，培训机构请一名会踢两脚的外
国人来充门面的花费往往不到一万，有些兼
职甚至三五千元就够了。”一名业内人士表
示。

“相比起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假洋教练现
象更加突出。2017 年就曾经遇到过经纪人向
我推荐，说是只要外国人的脸，办假证就行。”
中部地区某县级市一名青训机构负责人说。

证书的真假是否能识别？一名地级市足
协负责人表示，世界各国教练员体系各有不
同，即使基层地方足协层面也很难分辨，只能
通过训练去把关。

一名在中国工作超过 3 年的英国足球教
练表示，有很多人把来中国当教练想得过于
简单，也是假洋教练出现的原因之一。“英国
在内的很多足球发达国家都存在教练员资源
过剩，很多人很难找到教练工作。听说中国足
球市场火爆就来碰碰运气，其中有些没有任
何执教经验，也不了解中国。”

“我遇到过只会教小孩说英语，没有任
何专业背景的外籍教练。小球员们并没有得
到与学费相匹配的高质量训练，练错了比不
练还可怕。假教练更低的薪水还拉低了市场
行情，挤压了真教练的生存空间。中国足球
最终成了最大的输家。”该教练痛心疾首地
说。

“非法工作”的真洋教练

“在中国，有一部分外籍足球教练是在非
法工作，这已成为常态。”这是一则 2018 年
12 月发布在英国足球教练员招聘网站中的
一段话，在圈内广为流传。

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招聘启事的发布
者马特·沃德，他曾担任上海申鑫助教和上海
某国际体育培训公司总经理，他创办的教练

网站有超过 700 名注册外籍足球教练。马特
表示，曾与许多在中国的外教有过接触，发现
基层的很多足球外教都未能取得工作许可。

马特·沃德介绍，这与中国工作许可的要
求和足球行业的特殊性有关。根据中国国家
外国专家局等有关部门颁布的《外国人来华
工作分类标准(试行)》，外籍青训足球教练属
于外国专业人才 B 类，申请工作许可的申请
人必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两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历。

“但是考取教练员证书与大学无关，欧洲
乃至全世界有许多足球教练员都不具备大学
文凭，很多职业球员出身的教练可能都没读
过大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是好教练。”马
特·沃德说。

于是，这些教练来中国就只能以旅游签
证或商务签入境，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出境一
次再重新续签。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的张士忠律师告诉记者，以这种签证来
工作其实是非法的。

西班牙教练罗德里格·恩里克的情况则
有所不同。2016 年 8 月，拥有欧足联 A 级教
练证并且完全符合工作签证申请标准的罗德
里格，通过一家西班牙经纪公司来到成都执
教。让他奇怪的是，该公司并未为他按规定申
请工作签证。

不仅如此，罗德里格表示，他的薪水、
福利都和经纪公司此前承诺不符。俱乐部把
各项费用都先打到经纪公司，他只能拿到其
中的 45% ，其余 55% 全部被经纪公司拿
走。

当问及为什么不起诉该经纪公司时，罗德
里格说：“我不懂中文，我不知道(我和经纪公
司签的)合同在中国是否合法。我们被缚住了
双手，我又必须要赚钱养家。我哭过很多次。”

罗德里格介绍，据他了解，遇到类似情况
的西班牙教练并非个例，他有两名同事都因
为同样的原因选择离开中国。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业人员告诉记
者，有些经纪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会故意
不让外教获得工作签证。“如果这些教练没有
工作签证，他们会更容易服从安排，和经纪人
绑定在一起。经纪人可以和两边签合同，从中
赚取更大的差价。”

中超某俱乐部负责青训的副总经理表
示：“足球经纪人很重要，但中国的经纪人制
度还不够完善。这种吃完原告吃被告的行为，
职业俱乐部也深受其害。”

与相对规范的职业体育相比，社会青训
机构更容易遇到“洋教练”非法工作的问题。
一家全国多地连锁青训机构中，有一名来自
德国的欧足联 B 级教练员始终未能获得工
作签证。该俱乐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他们也
是迫不得已。

“我们很早就递交了申请，也符合条件，
但一直没通过，希望能够在他的旅游签证到
期前办好。”该负责人说。

外教工作签证难办的问题，困扰着不少
新兴的社会青训机构。记者走访浙江、湖南、
北京的三家青训机构发现，从网上申请到提
交各项书面材料，工作签证花费的时间均在
两个月左右。

“为了满足各项规定，这个工作签证我们
办得很辛苦，人力和时间成本很高。”长沙市
腾跃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谭迪说。

“工作签证是法律问题，大家必须要遵
守。但是从未来来看，如果中国想要更多的
优秀的专业教练，能不能在审核中更多以教

练员执照作为标准，而不是大学文凭。”马
特·沃德呼吁，“有很多教练来中国很快就
走了，因为他们需要承担非法工作的风险。
中国如果想要更多高水平、能够长期工作的
外教来提升足球水平，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
决。”

挂牌、擦边球，“洋青训学院”

又真假几何？

近年来，涌入中国足球培训市场的，还有
许多以国外职业俱乐部、著名球星命名的青
训学院。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所谓的“洋青训
学院”实际是以挂牌、擦边球的方式存在。

“我承认有国外职业俱乐部是在中国认
真做青训，也做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职业俱
乐部，只是到中国来挣快钱，收取挂牌费用。”
一名曾运营某英超俱乐部在中国授权青训营
的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国内一些青训机构、体育公司会
每年付给国外的职业俱乐部一笔 10 万到 40
万的挂牌费用，获得授权以俱乐部的名义开
办足球学校。但这些青训营和俱乐部的实际
关系，也仅仅是名义而已。

“俱乐部并不在意这些在中国授权挂牌
的青训营，因为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投资，都
是中国公司在运营。他们也不在意青训营的
质量，教练和俱乐部也没有关系。即使有教练
确实是从英国过来的，很多都是没有任何经
验的，只是因为中国需要就派过来了，这种情
况很普遍。挂牌的青训俱乐部往往收费更高，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能为小球员提供更高质量
的培训。”该负责人表示。

“他们甚至连俱乐部的正品球衣都不愿
意提供，我们都得去淘宝上买。”该负责人笑
称。

记者同时发现，有部分社会青训机构，为
了与国外著名职业俱乐部扯上关系，采取了
擦边球的方式进行命名和宣传。

在重庆记者发现，有一家足球培训机构
的名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培养出梅西、伊涅
斯塔、哈维等球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拉玛西
亚足球学校”。该机构在其门口的简介中称，
“学院将代表全球最高青训水平的巴塞罗那
青训体系完整搬到中国，学院不仅保证教练
团队全部来自巴塞罗那，其中大部分还拥有
在巴萨俱乐部从事青训执教工作的履历。在
这里，中国青少年将有机会接受与梅西、伊涅
斯塔、哈维等足坛巨星小时候同质同步的足
球青训课程。”

这家机构的推广简介上介绍了 5 位外
教，但记者查看简介发现，这 5 位外教没有巴
萨俱乐部的青训执教经历。

据了解，巴萨俱乐部目前在中国开设了
数所足球学校，分布在青岛、成都、海口和云
南昆明等地，其中并没有重庆。

该机构在官网声称，他们是西班牙某家
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在华打造的足球教育品
牌。记者多方查阅资料发现，该西班牙俱乐部
确实位于巴塞罗那，也确实在 2015 年与该机
构签约，但这家俱乐部目前属于西班牙第四
级别联赛。

社会青训体系中的发展与未来

据中国足协官方统计，截至 2019 年 5
月，全国各类社会足球青训机构从 2015 年的
1983 家增加到 6951 家，四年间增长了 4968

家。2015 年足改方案的颁布，极大地刺激了足
球培训市场的增长。

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的崛起，成为校园足球
与专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足
球“五系一体”青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多家职
业俱乐部青训部门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踢球的
小孩越来越多了，俱乐部选材也变得更加容
易，这其中社会青训机构的作用功不可没。

无可避免，新兴的行业必然伴随着新的问
题出现。某地方足协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什么
社会青训俱乐部会存在假洋教练等现象，“根据
现有规定，足球培训不属于行政许可，开设足
球培训机构并不需要在体育主管部门进行资
质审批，所以足协对社会青训俱乐部的实际约
束很小。如果不来足协注册，我们也不能逼着
人家来。出现了问题，除非就是家长到工商部
门进行投诉。”

“坦白讲，作为市场化的青训机构，教
育部门、体育部门(对我们)的约束力都很小，
真正有约束力的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但市场
监管部门又没有能力去审核教练员资质这些
专业的东西。”一名社会青训机构负责人表
示。

至于如何解决问题，有不止一家青训机构
从行业发展层面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大力
整顿，很担心拉低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行情，
然后一管就死。与其纠结于假教练等等问题，
不如更多向家长和学生宣传什么是好的训练
和教练。社会形成共识，自然就没有假教练的
生存空间。”

中国足协和许多地方足协也在积极引导
社会青训机构发展，旨在通过足协品牌青训机
构认证和搭建官方竞赛平台等方式，来推动行
业规范的树立。截至 2019 年 5 月，在中国足协
申报系统注册的社会足球青训机构 2019 年达
到 816 家，比 2018 年增长 183 家。

除管理体制机制外，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假洋教练更多反映出的是国内教练员，尤其是
青训市场教练员供不应求的问题。问题的核心
在于，中国缺乏自己本土的优秀青训教练。

“如果中国教练水平无法得到质的提高，家
长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外教。”一名资深从业人员
表示。

“现在情况很矛盾。退下来的职业选手或梯
队选手，文化水平不行。有一次永川办 C 级教
练员培训班，有两个职业球员，死活就写不出
来教案。另一方面，教小孩子踢球必须身体力
行地演示动作，没有专业培训过的教练也不
行。教练缺口太大了。”重庆永川足协副主席田
静表示。

同时，教练员的分布还存在地区不平衡的
现象。“大学的体育学院、体育类院校基本集中在
大城市，他们的毕业生是从事青训行业的主力
军。我们同学毕业后基本都留在城市里了，愿意
回区县的稀缺，其中足球专业的更少。区县里面
也想要发展足球，问题就大了。”一名体育院校毕
业并在一线城市工作的青训教练表示。

根据中国足协统计，2015 年来以青少年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 B、C、D 级教练员培训开班
期数和培训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合计 4 年
间(2015-2018 年)教练员培训人数增长近
38000 人，但依然无法满足中国足球市场的需
求。

“由于发展基础过于薄弱，历史欠账太
多，目前的发展依然满足不了快速增长的教
练员需求。旺盛的需求还催生了各种良莠不
齐的教练员培训班和大量的教练员‘多国部
队’。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的教练员水平普遍
较弱，缺乏行业的规范和标准，都有待进一
步治理完善。”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足协近年来已经实施一系列举措，以
完善国内教练员和在华外籍教练员的相关制
度和管理规范。同时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查，
中国足协成为日本之后，第二个获颁《亚足联
教练员公约》职业级资格证书的国家协会。教
练员培养体系和注册管理体系都在逐步完善
中。各地方会员协会也按要求已经开展了对在
华外籍教练员的资质认定工作。”中国足协技术
部负责人说。(执笔记者：肖世尧、树文；参与记
者：李丽、谭畅、周凯、周勉)

新华社长沙 6 月 12 日电

西班牙人罗德里格在经纪公司许诺的诱人
薪资吸引下，来到中国从事足球教练工作，经历
过失落、被骗、无助，“从来没有那样哭过”。最
终，机缘相投，在湘江一个美丽小岛上重拾足球
的快乐。近日，他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自己在中
国的“奇幻”经历：

我叫罗德里格，45 岁，拥有西班牙和智利
双重国籍。来中国之前，在西班牙赫塔菲从事青
少年足球教练工作，拥有欧足联 A 级教练证
书。

2016 年下半年，我通过社交网络看到一条
招聘信息，一家经纪公司招聘足球教练到中国
执教。他们许诺的薪资很诱人，足以打动我远走
他乡执教。就此，我踏上奇幻中国之旅。

通过经纪公司，我得知我将参与执教四川
的一支球队。但到达中国后，我被带到北京，教
一些幼儿园的小孩踢球。这是一段糟糕的经历，
我只带了一堂课就被剥夺了教学资格，薪资也
不及此前的许诺。

“小孩子怎么一点汗都没出？”俱乐部负责
人对我带的那堂课很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为什
么要以出汗与否来评判足球训练的效果，启蒙
阶段的小孩并不需要太多高强度训练。

从那以后，我仍然算俱乐部的“外教”，但
没有机会上场执教。或许，他们更愿意把我这
张洋面孔当成吸引幼儿家长的卖点。

那是一段让人不愿回忆的经历，住在有
老鼠的房子里，每天啃面包。我很想回西班
牙，但经纪公司要我继续等四川的消息。

在北京待了 2 个月，我来到成都，作为
教练组成员带领四川 U18 队备战天津全运
会。在这里，我和教练组、球员都相处得很
好。我没有随身翻译，一般通过英语与教练
组和球员交流。每天训练前，队长会提前到
来，我向他解释训练内容，由他传达给队
员。

在成绩上，我和教练组共同努力，把这支
球队带到他们从未到达的高度——— 全运会第
二名。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
(记者注，2019 年，该队主教练张力成为中国
U18 主教练。)

但在生活中，我并不如意。经纪公司许诺
给我安排一个翻译，一直未能到位。我们之前
签订的合同写明，我每年有两次回西班牙的
假期，但未能兑现。

经纪公司告诉我，12 月份的飞机票特别

贵，如果我想回国过圣诞节的话，必须自己付
一半的钱。其实我知道，当地足协已经把机票
钱足额支付给经纪公司了。

我当时拿的是旅游签证，每隔一段时间
还要找借口请假出境一次，这也很影响我正
常工作的开展。

期间，我有三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但我儿
子和他母亲很需要钱。我确信球队并不知情，
便告诉球队。球队联系了这家经纪公司在中
国的代表，这名代表对我大吼：“是我们养了
你。”

与经纪公司纠缠的经历糟透了，我不得
不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过圣诞节。最重要的节
日，身边却没有一个亲朋，我从来没有那样哭
过。而中外之间的文化理解也让我受伤，圣诞
节我想休假未成，而春节时我不想休假却有
了假期。结果春节我只能一个人孤单单待在
训练基地里。

后来通过朋友，我认识了陈(永清)(长沙
市腾跃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得知他在长沙开
展校园足球培训。我喜欢通过眼睛来判断一
个人是否真诚，看到陈的眼睛之后，我决定加
入长沙市腾跃足球俱乐部。

在这个小岛(湘江月亮岛)上，我感受到
了担任青少年足球教练的喜悦。能够把西班
牙的足球理念在异国他乡推广，我尤其骄
傲。

在这里，我主要执教 U9 的小球员，有时
也会去合作学校授课。我很喜欢和小孩一起
踢球，陪伴他们成长。这是一项有未来、有希
望的工作。

执教之外，我的生活也走上了正轨，有了
工作签证，有了翻译，薪资也能足额按时支
付。我在长沙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足球青
训，不是在球场就是在整理教案，业余有时会
进行健身、聚会等活动。这才是我来中国之前
想象的生活。

我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俱乐
部能够发展成一家职业俱乐部。我相信这个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因为俱乐部负责人愿意
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对未来发展也有明确规
划。

我期待这批孩子有一天能走出月亮岛，
踏上职业足球赛场。(执笔记者：谭畅；参与记
者：肖世尧、树文、李丽、周凯、周勉)

新华社长沙 6 月 12 日电

经历失落、被骗、无助，最终在湘江小岛重拾足球的快乐

一个“真洋教练”在中国的“奇幻漂流”

基基本本功功

还还是是高高对对抗抗？？

未未来来还还需需哪哪些些改改进进？？

“教练员不要一上来就告诉球员怎么传
球、怎么射门。要让小球员在训练和对抗中多
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没有这个过
程，小球员不会思考，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

——— 欧足联 A 级教练、
英足总教练员讲师查斯·凯拉

“技术能力是中国小球员的弱项之一，这
是因为之前在 6-12 岁的黄金年龄培养做得
还不够好。”

——— 武汉足协青训总监贝拉·加西亚

“以前国内练基本功更多，缺乏对抗，强
调训练中的对抗是对的。但国情不一样，中国
的小孩普遍接触足球较晚，在球感、球性上有
缺陷，这需要靠额外的基本功练习来弥补。我
们在学习高对抗训练的同时，行之有效的基
本功练习也要继承下来。”

——— 鲁能足校副校长李学利

“翻译太重要了，足球知识、语言能力，还
有情商缺一不可。外教大量涌入后，中国足球
翻译人才还不够。”

——— 多名业界人士

“洋教练的执教时间最好能提升到两年
以上，让本土教练跟着学习。更重要的，要确
保来的是有能力、又热衷帮扶中国足球的外
教。”

——— 一名曾率队夺取全国性
校园足球赛事冠军的教练

“中国教练要有自己的担当，外教不能解
决所有事情。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需要
学习、消化、融合、发展、创新。中国足球的事
情，最终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

——— 鲁能足校副校长李学利

“青训教练工作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带队
取得成绩，而是培养出优秀的人和优秀的球
员。青少年的培养是有阶段性的，以成绩为
导向，很容易陷入误区，错误的力量训练，过
早固定球员位置，还有就是年龄造假。”

——— 欧足联 A 级教练、
英足总教练员讲师查斯·凯拉

“学了新理念后，我们也尝试过在训练中
应用。但中国小孩有自己的特点，一直快乐
足球小球员容易散漫，训练质量会下降。关
键还是找到适合中国小孩的办法。”

——— 两名曾接受查斯培训的中方教练

“外来洋教练”

如何念好

中国足球“发展经”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北北京京 66 月月 1122 日日电电

2019 年 3 月，有媒体撰文称，中国足球的基层青训、社会培训机构

有大量的“假洋教练”，引发社会舆论关注。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

对多家青训机构负责人、中方教练、外籍教练、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管理

人员进行了访谈，对“假洋教练”的出现原因，为何会出现非法工作的真

洋教练，青训机构中挂牌与擦边球现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快快乐乐足足球球

还还是是成成绩绩导导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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