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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我国足球改革发展成果,主要表现在:
推进社会主义足球管理体制变革,推进我国足球基础建设,打造能征善战的中国女足,着力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足球文化建设。新征程背景下,我国足球事业发展面临不少难题,距离人民对足球强国

梦的向往和热切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实现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是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应有之义

和必然要求。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发展道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破解中国

足球三大难题;深化足球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足球依法自治;打造能征善

战的中国女足,推进中国足球自信自强,增强为国争光能力;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足球战略性支撑力量;营造风清气正的足球文化氛围,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世界足球共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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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

伟大变革,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2]。在体

育工作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 育 全 面 发 展,加 快 建 设 体 育 强

国。”[1] 足球是 “世界第一运动”,具有广泛的社

会影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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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坚定不移推进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发展,
对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

此,本文在总结新时代十年我国足球改革发展主

要成果的基础上,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明

确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遵循,为

坚定不移推进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提供

基本方略及政策参考。

1 新时代十年我国足球改革发展取得的

主要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足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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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以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简
称 《方案》)为政策里程碑,实施了一揽子改革

举措,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改

革成果,着力推动新时代我国足球改革发展,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发展道路,推动我国

迈上建设足球一流强国[4]新征程。

1.1 以中国足协调整改革推进社会主义足球管

理体制变革

“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的关键,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创新足球管

理模式的基础。”[5]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改革背景下,按照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
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6]

的总体要求, 《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
各项工作顺利落地,完成了中国足协与国家体

育总局脱钩改革,解决了中国足球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历史性难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

者之间的关系,是驾驭中国式现代化高速航行

巨轮的稳定锚[7]。中国足协调整改革就很好处

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了我国足

球管理体制重大变革的平稳过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

发挥 党 把 方 向、谋 大 局、定 政 策、促 改 革 能

力,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1]。足协调整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是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是 “法
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具有公

共职能的自律机构……足球中心领导班子成员

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中国足协工

作”[5],政 府 权 力 嵌 入 足 协 治 理 结 构,保 持

“脱钩不脱嵌,脱钩不脱管”[8],事实上仍在代

表政府行使足球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9]。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足协完成了领导班子结构

优化、专项委员会自主权建设、专业人才招募

与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工作,确保了中国足协治

理水平与绩效预期处于可评估的范畴[10]。在落

实行业监督主体责任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中国

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接受监察调查即

是典 型 例 证。党 的 二 十 大 旗 帜 鲜 明 地 提 出,
“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深化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一个坚强有力、统领

各方的社会主义足球管理体制呈现在我们面

前,为推进新时代我国足球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动定力。

1.2 推进我国足球基础建设,扩展足球人才多

元化培养途径

新时代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力求解决足球人才

培养根本问题,《方案》第3至8条分别从职业

足球、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专业足球4个层面

谋划,力求夯实足球人才培养的社会基础,着力

破解 “导致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的现实难

题,为推动国家足球队人才培养提供根本动力。
职业足球青训体系逐步完善,依托联赛体系探索

球员归化路径,职业足球俱乐部各梯队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校园足球建设风生水起,《教育部等

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

见》《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

划》等政策落地实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

县 (区)、“满天星”训练营、夏令营、特色幼儿

园、改革试验区、足球师资国家级专项培训等一

揽子改革实践活动,有力推动了我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建设发展。社会足球活动有序开展,教育

“双减”政策助推社会足球培训活动规范发展。
专业足球体系保基本的作用更加突出,体教融合

政策助推专业足球发展提质增效。初步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 “职业、校园、社会、专业足球”四

位一体融合发展新格局,扩展了我国青少年足球

人才多元化培养途径,为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

足、活力 更 强、影 响 力 更 大 的 中 期 发 展 目 标

(2021—2030年)[4]打下了坚实基础。
《方案》有关足球基础建设各项工作逐步落

实,基本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

的发展目标。各方支持推进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规划 (2016—2020年)》,足球场地建设力

度加大,场地设施运营管理有序。各地积极研制

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积累了琼中女足、梅州

足球等地方性足球发展的典型经验,积极推进全

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形成合力助推新时代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创

新办赛模式引发关注,体教融合背景下青少年足

球竞赛体系改革初显成效。渐进式推动职业联赛

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运营管

理与规范发展,解决了俱乐部地域化和名称非企

业化等问题。研制出台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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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南 (试行)》《学生足球运动技能等级评定

标准 (试行)》《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大纲》
等教学训练规范性标准,基于 “教会、勤练、常

赛”的足球教学模式改革初显成效,青少年足球

教学训练工作逐步科学规范。通过 “请进来、走

出去”,着力推动各等级足球教练员岗位培训、
青少年校园足球师资和教练员国家级专项培训等

各项工作。

1.3 打造能征善战的中国女足,增强社会主义

足球自信自强

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回亚洲之巅,夺得

2022年印度女足亚洲杯冠军,在世界大赛中稳

居世界强队行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女足发

展道路,体教融合培养青少年女足后备人才创

新路径初步建立,形成了海南琼中女足、上海

普陀女足、四川江油女足等青少年女足后备人

才培养的示范性实践和典型案例。女足为国争

光能力持续增强,成为新时代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的标志性成果,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足球自信自强。中国女足建设是振兴足球的重

要举措,研制实施 《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

案 (2022—2035年)》,着力推动女子足球优

先发展,引领中国足球发展振兴。目前已提前

完成面向2025年女足国家队位居亚洲领先水

平的主要目标,正奋力向2030年女足国家队

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力争获得2027年女

足世界杯、2028年奥运会前4名等主要目标迈

进[11]。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女足全面发展,要着

力实现女足参与人口和社会化程度大幅提升,
女足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力争

获得2031年女足世界杯、2032年奥运会前3
名等主要目标。应该说,中国女足屹立于世界

之巅前景无比光明,实现中国足球一流强国远

期目标 (2031—2050年)任重道远。

1.4 着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文化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网络社会中新媒体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党的二十大在总结十年前的舆论形势时指

出,“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

社会舆论环境。”[1]党的十八大提出 “加强和改进

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12],打响了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攻坚战。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以来,相关部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网络文

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等政策文件,深入推进 “清朗” “净网”系列专

项行动,重拳整治网络舆论乱象,“网络生态持

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

转变。”[1]在国家大力推进网络生态治理背景下,
抹黑国足、谩骂、恶评、控评、话题炒作、 “饭
圈”互撕等足球舆论乱象得以净化,我国足球舆

论生态迎来画风转变。社交媒体监督成效显现,
由自媒体曝出的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足球

乙A (U15)组决赛假球事件得到公正处理,广

东省纪 委 监 委 对16名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严 肃 问

责[13],中国足协对有关单位及个人进行了行业

处罚[14],各方共治机制对肃清我国足球赛风赛

纪产生了强大震慑作用。借鉴国际足球有益经

验,加强中国足球诚信建设,研制 《中国足球诚

信建设行动计划》,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主

义足球文化。发挥中国女足典型带动作用,宣传

琼中女足等地方性典型经验,以点带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足球文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

遵循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面临新的形势

和严峻挑战,全面推动足球运动普及提高,加快

建设体育强国任重道远。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明确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

的基本遵循,本文从推动新征程足球事业全面发

展的基本含义和战略意义两方面进行阐释。

2.1 推动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

含义

从政策目标指引来看,足球是全民健身活动

和青少年体育工作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是群众

体育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是竞技体育最具全球

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全面推动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三大球”发展道路……提高

“三大球”训练、竞赛的科学化水平。”[15]可见,
推动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是 “促进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和 “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从足球行业发展来看,新时代十年我国足球

改革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但也应理性

看到,新时代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在足球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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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国家足球队人才培养、中国男足为国争光

能力、职业联赛影响力、社会主义足球文化建设

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距离人民对足球强国梦

的向往和热切期盼还有较大差距。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是整体性、全局性、系统

化的全面改革,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我国足球

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包括高质量发展、均

衡发展、协调发展3个实践范畴。
(1)实现我国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
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党的

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国足球事

业要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
“质的有效提升”即围绕足协调整改革、女足建

设等前期改革成果,提质增效,争创一流,“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16] “量的合理增长”即瞄准男足建设、
职业联赛治理等改革任务,解决中国足球一些长

期存在的现实难题,从 “质”与 “量”两方面推

动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2)实现我国足球事业均衡发展。依循 《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竞技体育均衡发展的战略

安排,明确了我国足球事业均衡发展的目标要

求,即面向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中国足球更

好、更快、更高、更强,男足与女足、职业足球

与国家队、重点改革与基础建设、“职业、校园、
社会、专业足球”四位一体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

养等实现均衡发展,我国足球综合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大幅提升。
(3)实现我国足球事业协调发展。依循世界

足球发展规律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明确了我国足球事业实现以中国特色足球为主

体、中国特色足球与世界足球发展相互协调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体来说,就是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各要素各方面

协调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办社会主义足球

事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引下的社会主义足球

事业,既有各国足球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我国国情的中国足球特色。

2.2 推动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

意义

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之梦寄托了救亡图存的

爱国情怀,寓意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北京成为全球首个 “双奥之

城”的生动实践,诠释了 “中国是奥林匹克理想

的坚定追求者、行动派”[17]的精神要旨。足球运

动并非近代中国体育融入世界体系的文化记忆主

线,却留下了 “亚洲球王”李惠堂的传奇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三大球”
的普及与发展,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足球与世界

接轨的步伐,将辉煌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中国女

足,夺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999年

女足世界杯亚军,创造了参加亚洲女足锦标赛、
亚运会足球比赛 “十连冠”的至高荣耀,谱写了

永不言弃的 “铿锵玫瑰”精神。新世纪初,中国

男足把握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制契机,历史性

闯入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中国足球的历史荣誉让人铭记,但面对瞬息

万变的世界足球和取得长足进步的亚洲足球,中

国足球前进步伐放缓,难见昔日辉煌,近20年

中国男足长期徘徊在亚洲足球第二梯队,近10
年中国女足游离于世界一流强国边缘,与新时代

我国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与中国奥运战略取得的

辉煌成就不相适应,中国足球颓势亟待改变。推

动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意义主要

体现在3个方面。
(1)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我

国竞技体育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跳水、体操、举

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与美国竞技

体育集中于 “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的分布格局具

有显著差异,大力推进以足球为代表的 “三大

球”发展,有助于我国竞技体育优化结构、转换

动能,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为国争光能力。我

国 “三大球”项目的 “阴盛阳衰”现象突出,中

国男足崛起有利于打破社会成见与质疑,有力推

动我国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均衡发展。发挥中国

足球改革 “试验田”作用,有助于探索职业体育

与专业体育均衡发展的中国模式,引领新征程我

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为世界各

国足球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
(2)推动体育重点领域改革的工作主线,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体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高志丹在2022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指出,“切
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各方面”,要求从准确把握体育强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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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进体育改革、加强 “三大球”工作3
个方面,“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18]可见,加强 “三大

球”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体育战线的重点

任务和工作主线,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性

内容。足球运动是世界体育的 “高精尖”项目,
攻克这一 “桥头堡”,对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作用。

足球运动是体育世界的明珠,表征国家经济与

社会进步发展。中国男足曾经叱咤四方,无愧

于足球世界的 “亚洲之光”;中国女足曾经屹

立于 “世界之巅”,新时代女足复兴响彻中国

大地。党的二十大提出: “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

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

面对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力推进中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推动足球

事业全方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努力实现足球

一流强国的人间奇迹,能有力彰显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引领作用。

3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新征程我国足

球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方略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重大机遇,中

国足球实现后发赶超、东方崛起的前景无比光

明。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世界足球竞争异

常激烈,世界足球格局风云变幻,实现足球一流

强国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立足国情科学谋划,坚定不移推进新征程

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

3.1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发展道路

党的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发展道

路,就是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我国足球事业发展全过

程、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我国足球事

业扬帆起航的掌舵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

球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汇聚足球一流强国建设

的磅礴力量。
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切实提高把方向、

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19],奋力推进

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把方向”就是

牢牢把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

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价值观[20],
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把握好社会主义足球建设

方向。 “谋大局”就是压实政治领导主体责任,
发挥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中国足协领导

机构的 “定海神针”作用,坚定历史自信,增强

历史主动,构建中国足球新发展格局。“定政策”
就是发挥政府权力嵌入足球行业治理的显著优

势,科学谋划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战

略规划和改革政策,切实落实 《方案》 《中国女

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 (2022—2035年)》的各

项举措。“促改革”就是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
“坚持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着眼长

远与夯实基础相结合、创新重建与问题治理相结

合、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18],坚持发扬

斗争精神,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着力破解足球领

域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3.2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足球事业高质量

发展破解中国足球三大难题

当前中国足球面临三大难题,一是以 “组织

管理体制落后,监管缺失”为主的中国足协治理

问题,二是以 “人才匮乏,运动成绩持续下滑”
为主的足球人才培养问题,三是以 “行业风气和

竞赛秩序混乱”为主的足球文化建设问题[3]。党

的二十大提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

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我国足球事业高质量发

展,是成功破解中国足球三大难题的 “金钥匙”
和方法论。

坚持改革创新,加强中国足球体制机制建

设,深化中国足球行业各方面各环节改革创新,
以创新发展助推中国足球发展动能更大、机制更

优、活力更足。坚持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中国足

协协调各方的领导中枢作用,加强我国足球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群众足球、校

园足球、职业足球、国家足球队、足球文化齐头

并进不留短板[21],着力解决中国足球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坚持绿色低碳,“双奥之城”践

行 “绿色办奥”留下丰富遗产[22],中国足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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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绿色发展的坚定追求者,发挥足球表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把握 “双碳”战略发展契

机,助推足球循环经济,开辟中国足球绿色低碳

发展新赛道。坚持开放共赢,“树立开放思维和

国际视野,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主动融入世界

发展潮流,充分借鉴日韩等成功经验,促进联

赛、青训及训练水平全面提高。”[18]坚持成果共

享,坚持足球发展的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原

则,通过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

共享,推进足球发展公平正义[23],不断实现人

民对足球强国梦的向往。

3.3 深化足球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推进中国足球依法自治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社会主

义现代化总体战略的不同阶段性目标,总是与社

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24],这种

“接力赛”制度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了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政策执行高效[25]。 《方
案》各项工作未设推进时间表,兼顾了改革、稳

定与发展的内在要求,诠释了我国实施渐进式改

革的精髓。新时代中国足球改革发展不是 “现在

完成时”,而是 “现在进行时” “将来进行时”。
按照分层分类、轻重缓急,着力推进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发

展阶段相适应,逐步化解中国足球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渐进式解决足球领域深层次体制机制

问题。
一是保持清醒认识。高志丹指出, “体育领

域改革进入 ‘深水区’,协会实体化改革、职业

体育发展、振兴 ‘三大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难

点和堵点”[18],为此要保持高昂斗志,增强危机

意识和紧迫感,不断推动我国足球事业创造新辉

煌。二是切实发挥中国足协的 “龙头”带动作

用,不断推动中国足协调整改革与足球行业治理

相适应,进一步完善中国足协内部治理结构与治

理能力建设,全面深化足球体制机制改革。三是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修订 《体育法》框架

下,推动落实中国足球依法自治。“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

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充分发挥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制度优越性,确保中国足球行业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全面推进中国足球制度化、规则化、规

范化、程序化建设,发挥各方主体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与发展中国足球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制度,提升足球行业治理效能,
开创中国足球生动活泼、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

新境界。

3.4 打造能征善战的中国女足,推进中国足球

自信自强,增强为国争光能力

《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 (2022—2035
年)》明确提出:“全面提升女足发展整体水平,
将女足打造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面旗帜,引领带动

中国足球的振兴。”[11]打造能征善战的中国女足,
既是推进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

求,又是推动女足优先发展带动中国足球振兴的

有力举措。要处理好女足优先发展与中国足球事

业全面发展的关系,并与中国足球行业一系列结

构性的制度安排相适应。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足

球发展战略全局,坚定必胜信念,整体谋划、科

学研判、统筹安排、突出重点、精准施策、攻坚

克难,不断推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各方面各环节

的均衡、协调、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国足球

事业全面发展。
打造能征善战的中国女足,奋力推进中国足

球自信自强,全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主要体现

在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体教

融合等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安排,以及

弘扬高度团结、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的 “铿锵玫瑰”精神等方面。打造技战术、体

能、作风过硬的各级国家队,把传承与弘扬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

祖国至上、为国而战意识,以 “中国之队”开辟

对外传播新格局。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足球崛

起绝非朝夕之事,短期内提振中国男足面临较大

困难,女足承接中国足球为国争光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切实落实好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国

家队的要求,坚持思想建队、文化塑队、铁腕治

队,坚决贯彻科学训练原则,提升中国女足综合

实力、实战水平[11],在引领带动中国足球振兴

中发挥更大作用。

3.5 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足球战略性支撑力量

中国足球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实

现我国足球高质量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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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基 础 性、战 略 性 支

撑。”[1]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依托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力量,塑造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一是深入推进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

体教融合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26],巩固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 “职业、校园、社会、专业足球”四位一体

融合发展新格局,巩固拓展我国青少年足球人

才多元化培养成果,以足球项目为综合改革试

点,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实践探索。二是加强体

育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加大

多元化的体育科技投入,加强足球专项科技基

础建设,培育一批足球科技研究团队,提升足

球科技服务整体效能。坚持开门开放办足球,
扩大国际足球科技交流合作,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足球科技创新生态。发挥体育高端智库的

政策咨询作用,为足球领域的科学决策、精准

施策提供智囊服务。三是加大各级国家队科研

支持力度。以国家队全面建设为抓手,打造复

合型训练团队,创新重大赛事周期备战新模

式,提升运动训练科学化、智能化水平[27]。四

是实施足球专项人才培育计划。坚定 “本土教

练员担当大任”的文化自信,着力提升基层教

练员执教水平,打造卓越教练员培育计划。推

行足球裁判员职业化,打造公平公正、专业一

流的足 球 裁 判 员 队 伍。打 造 战 略 分 析、技 战

术、体能、训练、康复、表现分析等全链条人

才服务体系。发挥足球人才建设的翘板效应,
着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巩固

与发展中国足球知识生态。

3.6 营造风清气正的足球文化氛围,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与世界足球共同价值

文化氛围是滋养足球运动茁壮成长的沃土,
营造活力十足、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足球文化

氛围,是事关中国足球事业行稳致远的大问题,
需要各方共建共治,形成发展合力,积极推动现

代足球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开

创社会主义足球文化建设新局面。
一是强化中国足球行业监督监察,坚持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坚持强自律、重

监督、长震慑一体发力,统合足球行业自律、球

迷建言献策、合规与道德规范体系、社会监督、
媒体监督、纪检监察等协同推进,坚持全覆盖、
零容忍,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足球文化氛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二是

抓好赛风赛纪,推动中国足球诚信建设。赛风赛

纪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事关社会

公平正义的大问题。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

律,建立赛风赛纪黑名单制度,严肃追责问责,
塑造风清气正的足球生态,传承党的自我革命精

神,将公正严明的竞赛文化打造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足球事业的靓丽名片。三是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讲好新时代中国足球故事。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加强全媒体传播体

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发挥主流舆

论、正面宣传、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积极提升

大众对中国女足的关注度,扭转大众对中国男足

的刻板印象,塑造足球全媒体传播新格局。
坚定不移扛起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旗帜,让

足球运动成为中华体育精神的坚定传承者、行动

派,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文化的民族

性、独立性和自信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

文明和社会制度相互包容、交流对话、和谐共

生[28]。足球运动是 “世界通用语言”,足球比赛

中的梦想、卓越、公平竞争、团队精神、友谊等

共同价值撼动人心,弘扬世界足球共同价值,积

极推进中国特色足球外交,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4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足球面临时代机遇和

巨大挑战。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当今世界足坛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足球意气风发迈上

建设足球一流强国新征程,立志于 “共圆中华儿

女的足球梦想,为 世 界 足 球 运 动 作 出 应 有 贡

献”[4]。面对新征程我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必

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球发展道路,弘扬伟大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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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弘扬世界足球共同价值,着力破解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三大突出问题,强化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的足球战略性支撑力量,推进中国足球自

信自强,增强为国争光能力,坚定历史自信,增

强历史主动,以人民对足球强国梦的向往为前进

方向和奋斗目标,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足球事业更加绚丽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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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in-depth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a-
chievements

 

of
 

our
 

country’s
 

footbal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e
 

new
 

era
 

have
 

been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a
 

series
 

of
 

contents,
 

nam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football
 

management
 

system,
 

upd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foot-
ball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a
 

Chinese
 

women’s
 

football
 

with
 

strong
 

competition
 

capabilities,
 

and
 

fo-
cusing

 

on
 

advo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footbal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journey,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in
 

our
 

country
 

faces
 

a
 

large
 

number
 

of
 

dilem-
mas.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the
 

people’s
 

yearning
 

and
 

eagerness
 

for
 

the
 

dream
 

of
 

a
 

football
 

powerhouse.
 

Realiz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otball
 

career
 

is
 

the
 

proper
 

meaning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Leading
 

the
 

new
 

journe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all-round
 

de-
velopment

 

of
 

our
 

China’s
 

football
 

career
 

covers
 

as
 

below: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of
 

footbal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lly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solve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of
 

Chinese
 

football
 

with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tball
 

career;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football
 

system
 

and
 

mechanism,
 

develop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footb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build
 

a
 

Chinese
 

women’s
 

football
 

team
 

with
 

strong
 

competitive
 

ability,
 

pro-
mote

 

Chinese
 

football’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win
 

glory
 

for
 

the
 

country;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s
 

a
 

strategic
 

supporting
 

force
 

for
 

socialism
 

footbal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
 

an
 

incorruptible
 

football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promote
 

the
 

common
 

values
 

of
 

Chinese
 

sportsmanship
 

and
 

world
 

football.
Key

 

words: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China’s
 

football
 

career;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sport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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