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2747 Ⅹ(2001) 0320053202

全国 U —17 足球队构成解析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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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参加 2000 年全国 U —17 少年足球队春训的 23 支球队的调查 ,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球队属

性、组队目的、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队员收入、训练形式等方面对 U —17 球队的构成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析 ,为

我们了解、认识、思考我国足球后备力量梯队建设问题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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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ational u - 17 Football Teams Constitution

PAN Tai2tao ,HUANG Chuan2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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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vestigation of 23 Team which take part in National U - 17 young football team spring training in 2000 ,the author ob2
tains the precious first - hand data , and makesa all - rourd analysis to U - 17 team’s constitution from attribution of football team. ,

purpose of orgnizing team , source of expenditure , annual expediture , player income ,training method and so on ,which offer detail

warranty for us to know , reconginize and reflect national football reserve forces echel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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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实行职业足球短短 7 年时间 ,足球市场的建立给足

球运动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天地 ,从过去政府一家办足球 ,发

展至政府和社会共同办足球。尽管我国的职业足球还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距离完善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但与改

革前相比 ,今天我国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可以说达到了建

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形成了“空前的足球热”。甲级联赛最先

步入职业轨道 ,乙级联赛紧随其后。全国主要一线队几乎都

走进了俱乐部时代 ,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俱乐部体制。成

年队改革的同时也带动了后备队伍的变革 ,各个俱乐部也先

后建立了 U23、U21、U19 三支后备队伍。而 U —17 则是今年

各俱乐部和各地区组建的最小年龄的一支队伍 ,这些队伍的

组队目的、属性、基本构成、经费来源以及如何处理学习与训

练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是人们非常关注的内容。笔者有幸借

2000 年全国 U —17 春训之际进行了有关调查 ,现将有关情况

提供给业内人士参考。

1 　调查对象

参加 2000 年全国 U —17 广东清远足球训练基地春训的

23 支少年足球队。

2 　调查方法

访问法 :以走访的形式对所有春训的 23 支少年足球队

进行访问 ,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并记录。

问卷调查法 :针对组队目的、属性、基本构成、经费来源

等问题向所有春训的 23 支少年足球队发放问卷调查表 ,回

收率 100 %。

分析法 :将所搜集到的调查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分析后

得出调查结论。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 1 　球队属性

表 1 　球队属性统计表

俱乐部后备队 国有 私营 企事业主管 合资 合计

队数 　 11 7 3 1 1 23

% 　 47. 83 30. 43 13. 04 4. 35 4. 35 100

23 支球队中归属俱乐部后备队与国家行政单位 (如体

委)的球队占到 78. 26 % ,是当前球队的主要归属单位。私营

管理的球队也占到 13. 04 % ,归属企事业单位及合资成分的

球队虽然极少 ,但仍旧存在 ,使之形成了多种模式的归属和

管理格局。随着足球市场的逐步规范以及社会需求变化 ,可

以预见球队的归属情况会发生一定变化 ,这种变化最终使足

球更加适应足球市场及满足社会需求。

·35·

第 18 卷第 3 期
2001 年 7 月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 18 　No. 3
Jul. 2001

Ξ 收稿日期 :2001203209

作者简介 :潘泰陶 (19492) ,男 ,湖南郴州人 西安体育学院副教授。



3. 2 　组队目的

12 支归属俱乐部的球队其组队目的主要是从自身长期

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各足校队为首加之体委以及少数俱乐

部后备队他们的组队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为了培养和输送人

才。另各有五支队除了以上组队目的外 ,分别还有全运会、

城运会的比赛任务。现在已经没有为短期比赛而组队的球

队了。

3. 3 　球队经费来源

表 2 　球队经费来源统计表

　俱乐部拨款 自费
企事业

赞 　助

地方

拨款

国家

拨款

自负

盈亏
其他

队数 10 8 3 2 0 0 0

% 43. 48 34. 78 13. 04 8. 7

以上情况说明国家拨款已荡然无存 ,23 支队伍中由俱乐

部拨款占至 43. 48 % ,比重最大 ,自费队占至 34. 78 %(主要是

足校和少数俱乐部队) ,企事业赞助已降至 13. 04 % ,地方拨

款仅占 8. 7 %。说明现在 U —17 队伍经费来源已从过去主要

由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拨款 ,逐步转变为俱乐部拨款以及家

庭投资为主的形式 ,也即逐步向社会方面转化。

3. 4 　球队年度经费

23 支球队中仅有 8 支球队有固定年度经费 ,他们分别是

天津泰达 120 万、广东名峰 100 万、深圳 80 万、沈阳海狮 60

万、辽宁抚顺 60 万、大连实德 50 万、青岛海利丰 50 万、大连

30 万。虽然各队之间相差悬殊 ,但对于 U —17 这样的四线队

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好境况了 ,它有力地保证了球队基本

活动的正常运转。另外 15 支球队还没有固定的年度经费 ,

可能他们在训练和比赛方面另有自己的经费渠道 ,但可以想

象他们的生存状况要比起那些有固定年度经费的球队来说

要困难许多。

3. 5 　队员收入

除有 4 支球队因组队早成为正式队员而有工资外 ,其他

大多数球队都处于刚组建和选拔阶段 ,因此队员既无工资也

无训练补贴。随着组队和选拔工作的完成 ,这些球队队员的

基本待遇一般能够得到落实。但从目前看 ,作为学生身份的

体校和足校队除有少量训练比赛补贴外 ,其他待遇一般得不

到保障 ,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将来很可能向俱乐部流动。

3. 6 　球队训练形式

表 3 　球队训练形式统计表

专业队 业余走训 半读半训 赛前集训

队数 1 2 19 1

23 支球队中有 19 支球队采取半训半读 ,有 2 支球队采

取业余走训 ,采取业余赛前集训的球队只有 1 支 ,而完全采

取专业队体制的只有 1 个队。说明绝大多数球队都能根据

U —17 队伍的年龄特点以及他们所处阶段的需要采取半训

半读的形式合理安排少年运动员的生活、学习与训练 ,能够

正确处理学习与训练的关系 ,使学习与训练两不误 ,这是令

人欣慰的。

3. 7 　球队周训练课次与时数

23 支球队中周训练课次与时数最多的队达到 13 次课 25

学时 (其中包括早操) ,最少的队达到 2 次课 4 学时 ,平均每

队 8 次课 16 学时。凡是采取半训半读形式的球队基本均能

达到或超过平均课次与学时 ,甚至接近或达到最多课次与学

时。凡采取走训形式的球队每周只有两次集中训练的机会 ,

因此课次与学时明显少。由于 U —17 年龄组球队与 U —19

以上年龄组球队还存在许多不同点 ,他们所处阶段正是从少

年向青年迈进的关键阶段 ,文化学习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与

专项训练的任务均较重 ,并且缺一不可。为使学习与训练两

不误 ,科学合理地安排好学习与训练的课次与学时就显得十

分重要。

4 　结论

(1)俱乐部后备队和国家行政单位 (体委) 是 U —17 球队

的主要归属单位 ,企事业单位和合资成分也保留其中 ,形成

多种形式的归属格局 ,朝着更加适应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变

革。

(2)大多数球队的组队目的主要为两个 :一是为了自身

长期发展而组队 ;二是为了培养和输送人才。同时另各有五

支球队还有全运会、城运会的比赛任务。

(3) U —17 队伍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俱乐部拨款和家庭

投资的渠道获得。改变了过去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

的形式 ,逐步向完全社会化方向发展。

(4) 8 支球队有固定年度经费 ,15 支球队无固定年度经

费 ,两者的生存环境有较大差别 ,这与当前球队的稳定性有

着极大关系。

(5)除有 4 支球队因组队早成为正式队员而有工资外 ,

其余 19 支球队队员均因组队时间短而无工资。

(6)绝大多数球队能根据 U —17 队员年龄特点采取半训

半读的形式 ,合理安排少年运动员的生活、学习与训练 ,尽量

做到学习与训练两不误。

(7)除极个别球队采取走训制外 ,绝大多数采取半训半

读形式的球队训练时数和课次均能达到或超过平均训练时

数与课次 ,甚至有的队接近或达到最多训练时数与课次。我

国该年龄组少年队训练时数与课次均比国外同龄组少年队

要多 ,其利弊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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