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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用主义: 归化球员热的冷省思

———兼议新形势下归化足球运动员的路径走向

李世豪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艾克森等归化球员代表国足的正式出场宣告了中国足球 “归化时代”的到来。有关研究应走

出既有方法论的窠臼,在超实用主义的逻辑进路下运用整体的、发展的二元理性观来分析归化球员现

象。随着国际足联归化新规的出台和金元足球热潮的褪去,新形势下归化的足球运动员应符合国家长

远利益,并且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有关部门应以一定的时间为周期,阶梯性地实施归化工作,由当

前的非血缘归化为主、血缘归化为辅的模式向血缘归化为主、辅之以一定的高性价比非血缘归化的模

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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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指出,“足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广

大群众喜爱。发展和振兴足球,对提高国民身体

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

神……实现体育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2018
年12月,中国足协确认,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

球员的归化工 作,中 国 足 球 归 化 大 幕 就 此 拉

开[2]。2019年1月,随着入籍手续办理完成,
侯永永成为中国足球首位归化球员 (以下简称

“归化球员”)。同年12月,在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中国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中,艾克森攻入了

中国归化球员的首球,归化球员热度随即被引向

了高潮。
  

随着归化球员实践的不断推进,针对归化球

员的相关研究也成为了学术富矿。研究主要聚焦

于归化球员的综合性研究、正当性研究、必要性

研究、可行性研究、路径研究、影响研究等主

题,而其中大多文献为涉及多种研究主题的综合

类文献,纯粹的路径研究属凤毛麟角。然而,随

着侯永永等9位球员的归化尘埃落定,舆论和学

界关于归化球员必要性、可行性的争辩已属徒

劳。尤其在后疫情时代,随着金元足球热潮褪

去、国际足联归化新规出台,如何超越实用主义

思维看待归化球员现象,而后 “量体裁衣”,冷

静分析新形势下的归化进路是当前学界急需考量

之题。

1 球员归化的超实用主义分析

1.1 为什么要超越实用主义?
  

归化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移民法,意指自

然人在出生国籍以外依据法律自愿、主动取得其

他国家国籍的行为[3]。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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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经梳理,学界在对归化球员研究的方法论使

用上人言言殊:张大为、曹景川基于儒家义利

观,探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下我国归化球员的诉

求所在[4];戴志鹏、汤华运用马克斯·韦伯 “利
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环

境维度剖析了归化球员的现实困境[5];以林民望

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者则运用经济学传统的 “成
本—收益”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角度理性考量

了归化球员的 “落地难”问题并提出了政策选

择[6]。前述分析手段大多是以一种方法论上的个

人主义为起点,或是从工具论视角出发来剖析归

化球员现象,而纵观中国足球归化实践,体育总

局和足协的归化政策在顶层设计上似乎也具有一

定的工具主义色彩,这些方法总的来说都可归结

为实用主义方法论。
  

作为本体论的实用主义的内涵为 “所谓真

理,即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如果解释得通,
它就是真理,就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即真理。”[7]

而我们所说的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需与本体论的

实用主义作出一定区分。实用主义无论是从科

学、逻辑学、符号学还是认识论的原初语境上

看,自其提出之时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8]。通过

文献分析,本文认为运用这种实用主义方法论分

析归化球员现象导致了既有政策和研究存在以下

不足:一是仅从个体主义出发,过于关注微观、
中观层面的归化现象,而未从整体宏观角度剖

析;二是追求即时、短期的效益指标,对归化行

为缺乏历史长久性打算;三是将归化球员工具

化,不能很好地理性看待归化球员这一举动的行

为价值。
然而辩证地看待,实用主义方法论对归化现

象的分析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首先,当下的归

化球员改革符合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观。其

次,竞技体育虽不能一味追求结果,但最终还是

要拿成绩说话。总之,对于实用主义方法论,应

当在批判的基础上超越,扬弃地运用其来分析归

化球员现象。

1.2 从个体到整体———体育强国、民族复兴与

治理现代化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其基本特征在于以个

体分析的优越性为注脚,要想恰如其分地运用个

体主义分析方法,还需将其与其他方法论进行互

动互补[9]。相对周延地运用个体主义解构归化现

象,可以发现以下主体:代表决策机关的决策

者、作为归化对象的归化球员、作为单一公民的

球迷。我国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权

力亦源于我国全体公民,而每一个足球爱好者是

公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国足取得好成绩具有殷

切期望。体育总局和足协又由理性的行政官员组

成,这一群体面临着政绩考核和公众舆论的双重

压力,中国男足的成绩不仅很大程度影响了公众

对于体育总局和足协官员的社会评价,还关涉他

们的阶段性政绩考核。出于对出成绩的快速追

求,体育总局和足协力推归化政策的落实。而归

化球员自身之所以愿意接受归化,也不外乎归化

给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名望收益,最终他们需要

通过自身的表现来说服球迷群体和决策机构。

图1 公民 (球迷)—体育总局、足协—归化

球员关系示意图

  

然而,个体主义方法论中 “经济人”的假

设会过度放大个体利益在归化行为中的作用,这

种假设将归化球员拆解为个人及其行为集合体的

“经济工具”而牺牲了集合体的结构信息和综合

属性。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立,以整体视角

来看,足球乃至整个体育运动都是国家、民族的

群体象征。毛泽东有言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而 “体不坚实,则见兵

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10] 这句话

就反映出一种整体主义视角下的大体育观。习近

平总书记也指出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

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11] 足球作为当今世界第一运动,是一个国

家的门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举

世喟叹,但足球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却远不及预

期,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

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可以说归化球员工程的有

效推进,事关体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从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看,足球发展

水平和竞技成绩的提升就是体育治理能力提高的

表现和结果[12],而体育总局和足协放手归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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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就是其努力提升体育治理能力的手段和方

法。因此,归化政策的提出与落实,归化球员的

入籍与出场,都是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1.3 从静止到运动———归化的可持续发展
  

以实用主义来分析归化球员的另一弊端就是

过于追求归化的即时效果,这反映出一种形而上

学的静止观。以此观点忖度,现阶段归化的最直

接目的就是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而若以

进入卡塔尔世界杯正赛为短期目标,那么现阶段

参考指标可以拟定为:国家队比赛成绩和归化球

员比赛表现 (主要为世界杯预选赛)。然而,从

已经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赛来看,有5名

归化球员出战的国足不仅依然未能出线,还在关

键战中耻辱地输给了越南男足。而就目前代表国

家队出战十二强赛的归化球员的表现来看,作为

中超历史射手王的艾克森和昔日欧联杯射手榜排

名第一的阿兰一球未进,不被看好的洛国富反倒

打进一球。而作为中卫出战的蒋光太也状态平

平,由他领衔的防线8场比赛已丢16球。从以

上指标来看,现阶段归化球员的表现谈不上出

彩。但是这种实用主义静止观的运用本身就有失

偏颇,不仅片面,而且缺乏长远规划。
  

实际上,冲击世界杯的短期目标与将归化球

员作为一项国家工程,让他们为中国足球整体水

平提高持续贡献力量的长远规划并不矛盾。此

外,由于疫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一味追求

归化的短期效益会使归化工程面临周期性政策断

裂的风险,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从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出发,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归

化现象。这就意味着对归化工程的谋划要稳扎稳

打、从长计议。其实,《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就要求足球改革要 “将着眼长远与夯实基础相结

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中国足球中长期发

展规划 (2016—2050年)》指出要 “坚持遵循

规律,持续发展。有序推进,持之以恒。”这些

都已经指明了归化工作的长期走向。

2 新时期归化的新形势与新政策

2.1 新形势:金元足球泡沫破裂
  

过去十年堪称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以房地

产企业为主导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以下称 “中
超”)大踏步向前发展。2010年3月1日,恒

大集团宣布投入1亿元接手因 “假球风波”被罚

入中甲的广州足球俱乐部,开启了中超的一个新

纪元。10年间,恒大集团累计投入近150亿元

人民币,换来了包括2个亚冠联赛冠军和8个中

超冠军,大大小小奖杯拿了17座[13]。随后,绿

地、华夏幸福、苏宁、佳兆业等企业纷纷入局,
掀起金元足球高潮。巨额资本的进入吸引了众多

高水平球员的到来,以巴西球员为甚。恒大率先

引进高水平外援,2010年以创纪录的240万欧

元引进了穆里奇,随后连续打破中超转会费纪

录,先后以820万欧元和1
 

500万欧元引进孔卡

和高拉特。归化球员中的非血缘归化对象几乎都

是清一色的高身价巴西外援,顺利归化此类球员

的关键原因无一例外都是恒大的高投入。自中国

足协尝试开放归化政策以来,恒大俱乐部在推进

球员归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不仅在 “为国养

士”方面前后花费近9亿人民币,先后归化了艾

克森、洛国富、阿兰、高拉特、蒋光太、费南多

等巴西球员,而且还派出专项团队,办理国家移

民管理局的入籍手续,同时在国际足联、亚足联

陆续完成了归化球员的参赛资格认证[14]。
  

然而,随着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华

夏大地,加之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对房地产行业的

调控,大多数中超俱乐部母公司均遭受了经济上

的重创。2020赛季中超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因

母公司苏宁的债务问题宣布停止运营,曾获联赛

冠军的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也宣布退出中超。而

据凤凰网的统计调查,中超现有的16支球队中

有11支都存在欠薪的情况[15]。退一步说,即使

没有疫情,金元足球本身也是一种虚假繁荣。以

广州足球俱乐部为例,由于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高

投入,在2015至2019年间,俱乐部连续5年处

于亏损状态,亏损额分别为9.53亿元、8.12亿

元、12.39亿元、18.04亿元、19.43亿元[16]。
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自身造血能力的中超俱乐

部,大都是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在

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着表面的风光。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作为非血缘归化推手的恒大

俱乐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债务

问题而自顾不暇,很难再维持过去的 “为国养

士”、为足协归化高水平外援 “买单”的情况。

2.2 新政策:国际足联章程修改
  

经济因素外,引人关注的还有近期修改的国

际足联章程中涉及归化球员的规定。2020年9
月18日,第70届国际足联大会表决通过了国际

足联章程修正案,大幅放宽了球员转换代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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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该修正案涉及球员身份转换的主要规定

是:①在任何级别正式比赛 (国际A级赛除外)
中代表原协会出场,并在首次代表原协会的正式

比赛出场时已拥有其所希望代表的协会所在国国

籍;②在任何级别正式比赛 (国际A级赛除外)
中代表原协会出场,并在首次代表原协会的正式

比赛出场时未拥有其所希望代表的协会所在国国

籍,但其最后一次代表原协会在正式比赛出场时

不满21周岁;③在国际A级正式比赛中代表原

协会出场,并在首次正式比赛出场时已拥有其想

要代表的协会所在国国籍,但其最后一次代表原

协会在正式比赛出场时不满21周岁,且代表原

协会出场国际 A级赛总共不超过3场,且距离

其最后一次代表原协会参加国际A级赛已超过3
年,且没有参加过世界杯或各大洲足联杯决赛圈

比赛[17]。
  

解读上述新规需首先明确国籍和会籍的区

别,享有我国国籍是指归化球员具有作为我国公

民的法律资格。而根据 《身份管理适用规则》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tutes),会籍的概念是 “为国际足联下会员协

会代表队参加比赛之资格”[18]。所以,在我国只

承认单一国籍的前提下,归化球员取得相应的参

赛会籍后便可光明正大地穿上中国国家足球队球

衣。而本次修法的突出亮点增加了上述第2、3
款,即在非A级赛事中最后一次代表原协会出

场的最大年龄限制 (21岁)和在A级比赛中最

大年龄限制 (21岁)以及其他附随条件。可以

看出国际足联本次修例的目的是对目前世界足坛

的归化大潮给出回应,进而顺水推舟地放开政

策。对于我国而言,此前参赛资格存疑的蒋光

太、萧涛涛、侯永永等球员可以代表国足出战

了。更为可喜的是,类似于原江苏队外援、转会

费金额高达5
 

000万的巴西前锋特谢拉这样曾代

表过原会籍国参加过比赛的高水平外援现在也可

以在取得中国国籍和参赛会籍后代表中国出战,
但是此类球员代表我国出场的情况又较为复杂,
将在后文详述。

  

然而,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在新协会国家居

住满5年的要求下,球员转会到隶属于另一个协

会的俱乐部即被视为5年的连续居住期中断,需

要重新计算。这样的话,已经取得国籍的高拉特

由于在2019年通过租借方式前往巴西的帕尔梅

拉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中国境内的居住期只能重

新计算,也就是说他只有在2023年才拥有代表

国足参赛的会籍资格。然而由于广州俱乐部欠

薪,高拉特已确认放弃中国国籍,将来也不可能

再为中国出战。

3 新形势与新政策下归化球员的进路

3.1 超越实用主义思维认识归化现象
  

前文已指出,当前我国的归化政策囿于实用

主义,其集中表征是:归化价值个体化、归化球

员工具化、成绩效益短视化。根据马克斯·韦伯

的二元理性观,理性可以归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韦伯的基

础上发扬出一种技术理性观,按照他的分析体

系,技术理性张扬势必导致价值理性的式微[19]。
循此推之,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归化球员

只是一种技术移民,卡塔尔、菲律宾等国聚天下

之足球英才而用之的表象背后实际反映出一种国

家间为了提升本国足球竞技水平和体育成绩而争

夺 “稀缺技术”的态势。这种技术观念反映到我

国归化政策上,导致形成 “有用就是真理”的归

化观念。引进归化球员的目的是提高国足比赛成

绩,所以技术理性归化观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

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这种技术理性一定要同工

具主义划等号呢? 答案是否定的。按照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一种理性的张扬绝不意味着另一理

性的衰落。技术理性不仅不排斥价值的融入,而

且可以表现为工具与价值的二元统一[19]。技术

理性展现为单向度的工具只是归化初期的阶段性

产物,这是当今中国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偏

失,为了纠偏,我们需要发掘归化行为的整体价

值与长期价值,从而超越实用主义,辩证地看待

归化现象,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探索

下一阶段我国归化球员的进路。
  

基于现实成绩并结合新政策、新形势,当前

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失去了房地产企业经济支持

的归化工程如何维持? 归化球员对于当前沉寂的

足坛意味着什么? 归化球员对我国青少年足球人

才培养有什么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引入归化球

员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长

期发展,不能短视地仅以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内的

成绩来考核归化球员。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卸下

金元泡沫这一 “皇帝的新装”的中国足球,从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实现体育强国梦、凝聚民族力

量角度出发,应加大血缘归化力度。下一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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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重点应由当前的非血缘归化为排头兵、辅以

一定的血缘归化的模式向血缘归化为主、辅之以

一定的高性价比的非血缘归化的模式转型。在国

际足联新政的利好形势下,应当科学设计下一步

的归化制度,优化归化路径。

3.2 归化球员的原则

3.2.1 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 “中华民族 “一词写

进了宪法序言中,标志着我国所有民族成为一个

有机统一的共同体。因此,归化球员入籍后不仅

成为了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而且成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个

认同”原则完全适用于归化球员,在宏观认同层

面,归化球员需要有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
《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培养归化球员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首先就要提高归化球员对中国共产党

和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

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第20条也提

出了相应要求,要求归化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

徽、唱国歌。在已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中,艾克

森等归化球员大声跟唱国歌的情景令海内外华夏

同胞动容。另外,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也至关重

要。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认同是最深

层次的认同,归化球员应努力融入中华民族,加

深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和感悟。华裔归化球员李

可在比赛之余,游览雍和宫、扮演京剧武生形象

就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行为。

3.2.2 符合国家长远利益
  

后续归化球员的核心原则应是符合我国国家

利益,即归化与否应以能否服务于中国国家男子

足球队以及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为前提。前一阶段

的归化中,部分试点俱乐部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

的情况下实施了归化,导致拿到中国国籍的归化

球员成了俱乐部 “内援”,根本没法代表国足出

战。例如 上 海 申 花 俱 乐 部 的 钱 杰 给,其 已 在

2012年代表加蓬参加了非洲杯 (国际足联A级

赛事)。又如山东泰山俱乐部的德尔加多,如不

是本次修章,按照2018版的国际足联章程,已

代表葡萄牙参加过U19欧青赛和 U20世青赛的

他本不可能再为中国出战。
  

既然归化球员已是一种既定事实和全球趋

势,那么我国归化应从长计议,符合国家长远利

益。其一,充分考虑适龄归化球员。目前已归化

的球员中,洛国富已34岁,阿兰与艾克森也已

33岁,下一阶段所归化的球员至少应保证能代

表国足征战两个世界杯周期。其二,归化球员应

形成自己的体系和风格,符合国字号足球队的技

战术路线。国足一直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自身风

格的缺失。这与足协换届和教练频繁更换不无关

系,卡马乔时期效法西班牙,佩兰时期又学法

国,再到里皮时期全面引入意大利体系。反观近

邻日本,在巴西归化球员的带动下,全面坚持

“走脚下”的传控体系,连续6届入围世界杯决

赛圈。国足目前的非血缘归化球员大多来自巴

西,从技战术、地缘、语言交流的角度考虑,国

足不妨学习日本经验,坚持传控为主导的技术流

足球,并且在进行非血缘归化时,应多考虑巴西

以及与巴西足球流派相近的拉丁美洲的球员。

3.3 血缘归化与非血缘归化相结合的二元进路

3.3.1 阶梯性归化路径的总体设计
  

《中国足球中长期 发 展 规 划 (2016—2050
年)》指出,当前我国足球发展理念滞后,对足

球价值和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思想较为

严重。归化球员作为一项事关体育强国、民族复

兴与治理现代化的长期工程,在推进政策落地时

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而幻想 “一口吃成胖子”,应

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盲目归化、批量归

化、全体归化。在新形势下,失去了房地产企业

资金支持的足协再难以维持目前的 “用钱买技

术”的局面,应当以一定的时间为周期,次序性

地进行阶梯归化[21]。从认同感和服务国家长远

利益角度出发,由于血统原因,血缘归化球员对

中国的认同感天生高于非血缘归化球员,而且从

之前的经验来看,对非血缘球员进行归化往往需

要更高额的经济代价。因此,在血统层面,应重

点考虑具有华裔血统的血缘归化,在非血缘归化

中,应重点考虑实力强、性价比高的球员;在年

龄层面,重点考虑年纪轻、潜力大的球员;在认

同感层面,重点考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尊重中华文化的球员。后续的归化政策应与 《中
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年)》的

短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相衔接,从而有

步骤、有层次地展开工作。我国当前处于归化的

初期,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归化数量多,非血

缘归化实力突出,在球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

而,从中长期来看,以后的归化工作应阶梯性递

86



第2期 李世豪:超越实用主义:归化球员热的冷省思

进展开。在中期,应形成血缘与非血缘归化并重

的高质量归化局面;而从长期角度来说,随着中

国足球实力的不断提升,实力较强的本土球员会

不断涌现,我国对非血缘归化的依赖会逐渐下

降。所以在当前阶段,非血缘归化主线应该聚焦

在年薪适当、水平恰当、年纪较轻的高性价比球

员,最终形成血缘归化为主、非血缘归化为辅的

成熟归化态势。

图2 阶梯性归化示意图

3.3.2 以血缘归化为主
  

当下国际足坛乃至整个体坛的归化运动员大

致可以划分为血缘型归化和非血缘归化两大类。
我国初期归化的9名球员中,只有李可、侯永

永、蒋光太具有华裔血统,李可虽已代表国足出

战,但近况不佳,多次落选国足集训名单,而侯

永永则尚不具备代表国足出战的能力,蒋光太则

是在国际足联新章颁布后才具备相应出战资格

的。不得不承认,短期内提升国足成绩所能倚靠

的都是非血缘归化球员。现阶段国足实力羸弱导

致归化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非血缘归

化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首先,非血缘归化需要

高额的经济报酬,在缺乏必要经济支撑的条件

下,后续的非血缘归化将很难物色到实力超群的

对象。其次,目前国内舆论对于非血缘归化球员

“雇佣军”身份一直都有质疑之声。虽有赞成者

以法国为例,指出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班底的

23人大名单中,有15人具有非洲血统。然而,
这些非裔球员自小成长于法国的足球青训系统,
对法国的文化和生活具有高度认同感,是地地道

道的 “法国人”。再次,一个老生常谈的理由是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倾14亿华夏子孙

之力发展足球却还需借助归化力量实属无奈。况

且,目前世界华裔总数大概为6
 

000万人,其中

不乏落脚于欧美等足球发达国家的华人同胞,因

此华裔归化有着充分的选材面,此种情况下再归

化非华裔球员有舍近求远之嫌。因此,从中长期

目标来看,下一步的归化工作应以发掘华裔球员

为主。
  

在血缘的范围内,港澳台球员的归化也值得

注意。由于国际足联是以各足协为会员的非政治

性国际组织,港、澳、台足协的独立存在使得上

述足协的球员不具有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参赛会

籍。但由于港澳台球员在宪法意义上本就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归化他们的天然优势就

是没有重新入籍的烦恼。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港

澳台球员若能顺利代表国足征战世界大赛,也具

有维护祖国统一的象征意义。所以,从港澳台球

员中优选 “爱国者”进行归化是开辟血缘归化

“新航道”的可行之计。已经转换会籍并代表国

足出战的香港球员戴伟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实力不俗的他此前一直在英超狼队 U23梯队踢

球,来到中超后便立即成为深足中场核心,适当

归化此类球员无疑能为国足实力更上一层楼添砖

加瓦。

3.3.3 以非血缘归化为辅
  

以血缘归化为主线并不是否认非血缘归化的

作用,相反非血缘归化是我国足球运动持续发展

的重要一环。在中长期层面,一个良性的归化系

统应是由血缘归化为主轴,辅之以一定的高性价

比的非血缘归化球员。当前,经历了疫情打击的

中超俱乐部不可能再像前几年那样大把 “烧钱”
引进外援,而且,在2020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足协公布了限薪政策,
规定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人民币,
俱乐部外籍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不得超过税前

300万欧元。新规出台后,诸多世界级外援同台

竞技的局面恐怕会在中超联赛绝迹。但新政并不

适用于已签订合同的外援,并且其中也存在一定

的 “加薪”空间。相关规定指出,“如球员与俱

乐部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签订具有经济价值的合

同,应当事先通过其所属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或中

国足协授权机构申报。经中国足协或中国足协授

权机构审核认定后,方可签署上述合同。”[22] 联

想到此前国际足联发布的归化球员新规,根据目

的解释,此条文实际就是用于解决特谢拉等高薪

归化球员的 “安家费”问题的特殊条款。该条款

出台前,考虑到超凡的个人能力和实际在华居住

时长已达5年年限,特谢拉成为非华裔球员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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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不让的归化对象,因此该条款也被称为 “特谢

拉条款”。综上所述,高水平非华裔外援归化之

路并没有堵死,只不过是需要俱乐部、足协、第

三方共同磋商后,再由足协拍板是否归化。与特

谢拉类似的还有卡尔德克等球员,他们身价不

菲,年薪要求远超300万欧元,在他们达到5年

的 “归化监”后,能否成功归化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前述 “特谢拉条款”能否真正得到运行和运行

效果是否良好。
  

此类超级外援归化成本高、流程复杂、利益

博弈激烈,只能作为极少数的特例。非血缘归化

本就是整个归化工程的支线,其主要应该聚焦在

年薪适当、水平恰当、年纪较轻的高性价比外

援。而且此类外援还应该已在中国职业联赛持续

稳定参加比赛,在华居住时长已满5年或者行将

满5年,认同中国主流价值观并对代表中国出战

积极向往。“青养计划”肇始于日本,后被卡塔

尔效法。上世纪末,日本足校开始前往巴西 “淘
金”,例如,三都主 (原名亚历山大桑德罗·多

斯桑托斯)就是在16岁时被带至日本,其后成

为了日本2004年夺得亚洲杯的主力,并随日本

队出战了2届世界杯。我国现有的一批年轻的非

华裔外援最初来到中国时都非常年轻,如果在他

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具备中国足球情感的情况

下进行归化,势必事半功倍。但无论是利用 “特
谢拉条款”归化超级外援,还是开启中国版 “青
养计划”提早培养年轻非华裔归化,都要慎之又

慎,分类试点,逐步推进。

4 结语
  

归化球员可以增强我们国家队的整体实力,
目前来看,在冲击世界杯的征程中,归化球员对

目前孱弱的中国男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

长远角度看,国足不只要归化,更要规划,只有

改革现有体制,做好顶层设计,踏实发展青训,
才能在足球领域真正实现 “龙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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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Pragmatism:
 

Rethinking
 

of
 

Naturalized
 

Players

———On
 

the
 

Path
 

of
 

Naturalized
 

Football
 

Playe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LI
 

Shihao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Elkeson
 

and
 

other
 

naturalized
 

player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football
 

team
 

offi-
cially

 

announced
 

the
 

arrival
 

of
 

the
 

“naturalized
 

era”
 

of
 

Chinese
 

football.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go
 

out
 

of
 

the
 

existing
 

methodology
 

and
 

use
 

the
 

overall
 

and
 

developing
 

dual
 

rationality
 

theory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naturalized
 

players
 

under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super
 

pragmatism.
 

With
 

the
 

in-
troduction

 

of
 

FIFA
 

Statues
 

2020
 

and
 

the
 

fading
 

of
 

money
 

football
 

boom,
 

naturalized
 

football
 

playe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nd
 

identify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carry
 

out
 

the
 

naturalization
 

policy
 

step
 

by
 

step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current
 

mode
 

of
 

non-blood
 

naturalization,
 

supple-
mented

 

by
 

a
 

certain
 

degree
 

of
 

blood
 

naturalization
 

to
 

the
 

mode
 

of
 

blood
 

naturalization,
 

supplemented
 

by
 

certain
 

cost-effective
 

non-blood
 

naturalization.
Key

 

words:naturalized
 

players;
 

pragmatism;
 

Chinese
 

football;
 

blood
 

naturalization;
 

non-blood
 

natu-
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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