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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5 月 31 日 上 午 ， 提 前 知 晓 国 足 将 失

去剩余 3 个主场优势的相关人士开始协调

球队的“转场事宜”——按照最新计划，

国足全体将士将于 6 月 2 日乘包机前往迪

拜，本组剩余 7 场世界杯预选赛 （国足 3

场，对手分别为马尔代夫队、菲律宾队和

叙利亚队） 已确定从苏州赛区转移至迪拜

继续进行。

巨变发生：国足主场变客场

中国足协中午 13 时在官网发布公告：

“鉴于马尔代夫、叙利亚国家足球队内近期

发生疫情感染，根据中国关于入境人员疫

情防控的相关规定，马尔代夫、叙利亚两队

入境参赛需严格隔离，不能如期参加比赛。

根据亚足联的建议，中国足球协会同意，决

定 2022 国际足联卡塔尔世界杯&2023 亚

足联中国亚洲杯联合预选赛第二阶段(四

十强赛)A 组的剩余比赛将不在苏州举办，

转移至阿联酋迪拜继续举行，中国足球协

会将全力做好赛事的各项备战工作。”

就在 12 小时之前，国足还因为打了一

场“正常的比赛”让球迷重又燃起希望，买到

门票的球迷还在计划前往苏州现场为球队

呐喊助威——取胜关岛队的比赛，国足最大

的收获，是他们做到了像一支正常的球队一

样投入比赛，至于比分其实并不重要，哪怕

进攻效率不高、门前把握机会能力还需加

强，但教练组已经清晰展现出了布阵意图以

及换人思路，场上球员也做着他们在各自位

置上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武磊的突

击，张稀哲的调度，吴曦的插上，韦世豪的内

切，吴兴涵的传中，艾克森的接应，阿兰的串

联⋯⋯除了防线未受考验，至少球队看上去

“运转正常”。

但对国足最为不利的意外终于发生：

从苏州赛区转至迪拜，不但意味着中国足

协 为 争 取 主 场 优 势 所 付 出 的 一 切 努 力 白

费，苏州赛区必须承受重大经济损失，更意

味着国足晋级 12 强赛需要克服更多难以

想象的困难。

据记者了解，5 月 30 日国足 7：0 轻松

战胜关岛队当天，本是同组马尔代夫队和

叙利亚队原定进入苏州赛区的时间——两

队同在阿联酋迪拜集训，计划乘坐同一架

次航班（包机）来华由浦东机场入境，待入

境防疫检测结果合格后以完全封闭的形式

进入苏州赛区，但问题出在两队登机前的

核酸检测。

马尔代夫队有球员登机前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根据规定，该球员以及“密接者”

总 共 7 人 无 法 获 得 来 华 必 须 的 “ 健 康

码”，因此马尔代夫队与叙利亚队只能在

迪拜“滞留”等待进一步消息。亚足联展

开紧急“救援工作”，但在不容丝毫疏忽

的 防 疫 规 定 面 前 ， 40 强 赛 只 有 “ 易 址 ”

才能继续进行——最终的协调结果，是国

足和关岛队由苏州赛区转移至迪拜赛区，

中国足协为顾全大局决定作出牺牲。

国足出线前景不妙

这无疑是一次伤筋动骨的“牺牲”：赛

区经济利益受损还在其次，国足晋级 12 强

赛前景不妙才真正要命。

与 国 足 同 组 的 叙 利 亚 队 5 战 全 胜 积

15 分领先国足 5 分，在剩下的 3 场比赛当

中，国足想翻盘成为小组第一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坐稳小组第二进行横向比较再以

“成绩最好的 5 支小组第二球队”身份晋级

12 强赛才是现实路径。

但国足从安全周到的主场苏州赛区转

移至情况不明的迪拜客场，体能消耗自不

必说，球队在对阵马尔代夫队、菲律宾队、

叙利亚队时能否稳定心态亦不好说。

国足积分落后，“亏”在第一阶段客场，

不但被菲律宾队逼平还被叙利亚队“绝杀”

（这场比赛直接导致里皮离开中国队），如

今比赛转至迪拜，叙利亚队以逸待劳，菲律

宾队更是看到制造变数的空间。

按原定计划，菲律宾队本该于今日来

华进入苏州赛区，该队将于 6 月 3 日对阵

关岛队，随后 6 月 9 日对阵国足——阵容

不整导致球队实力大打折扣是此前国足收

到的“利好消息”：正在多哈进行集训的菲

律宾队 5 月 29 日宣布，有多达 9 名球员因

各种原因无法来华参加 40 强赛剩余比赛

（4 名首发主力球员），其中包括首回合“零

封”国足的门将埃瑟里奇。菲律宾队在官方

社交平台上给出的数字是“19”，该队在增

补 4 名球员之后仍然只有 19 人能够来华

参赛，已经凑不齐一支 23 人完整球队，但

40 强赛改址迪拜，菲律宾队又开始征召球

员希望与国足竞争小组第二排位。

赛会制赛事历来情节曲折，尤其涉及到

各组特定球队横向比较积分以确定晋级资格

的复杂局面，各支球队不得不“各显神通”，但

前提还是“打铁自身硬”——无论国足在 6月

15日对阵叙利亚队之前出线局势如何，留给

国足的路只有一条，这条路或许无关胜负，但

一定寄托着球迷对这支球队最质朴的期盼：

打出高质量的比赛，打出国家队的志气。

12 强赛亦非终点

国足还要为冲出 40 强赛包围圈煞费

苦心之时，日本队已经在 10∶0 轻取缅甸

队之后成为亚洲区第一支晋级 12 强赛球

队——小组赛前 6 场比赛日本队 6 战全胜

总共打进 37 球且 1 球未失，提前两轮晋

级 12 强赛的结果顺理成章；

澳大利亚队与日本队情况相仿，该队

出 线 只 是 时 间 问 题 ： 前 4 战 全 胜 积 12

分，同组排名第二、第三的科威特队和约

旦队同积 10 分，丝毫影响不到澳大利亚

队挺进 12 强赛的步伐；

而此前有些“大意”的韩国队则在朝

鲜队退赛之后跃居小组头名，按照目前积

分规则，韩国队 3 场比赛 2 胜 1 平积 7 分

和黎巴嫩队分列小组前二，土库曼斯坦队

和斯里兰卡队这样的对手不会对他们造成

任何威胁；

亚洲强队目前只有伊朗队晋级 12 强

赛形势尚不明朗：目前少赛一场的伊朗队

4 战积 6 分落后同组伊拉克队 5 分、巴林

队 3 分，虽然接下来伊朗队面对香港队和

柬埔寨队难度不大，但伊拉克队和巴林队

并不愿意给伊朗队任何机会，伊朗队只有

死磕伊拉克队和巴林队，才能踏进 12 强

赛征程。

日本、伊朗、韩国、澳大利亚是当前亚

洲最强 4 支球队，今年 5 月 27 日国际足联

公布最新一期会员协会球队排名，上述 4

支球队构成亚洲足坛第一集团——这 4 支

球队之后，亚洲球队排名依次是卡塔尔、沙

特、伊拉克、阿联酋、中国、叙利亚、阿曼和

乌兹别克斯坦，这 8 支球队是亚洲第二档

次球队，身在其中的国足无论与谁交手，自

身实力均不占优。

换 句 话 说 ，以“ 拿 到 世 界 杯 决 赛 圈 门

票”为目标的国足非但不能满足于仅仅在

40 强赛突围，还要力争在 12 强赛中打进

前四，而面对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第一档

球队和自己并无把握战而胜之的第二档球

队，12 强赛的艰难可想而知。

亚足联与国际足联公布的赛历显示，

卡 塔 尔 世 界 杯 亚 洲 区 12 强 赛 的 时 间 是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比赛分为两

组，每组前两名球队直接晋级卡塔尔世界

杯决赛圈，两个小组第三名球队进行附加

赛，胜者再参加洲际附加赛“争抢”决赛

圈门票。

一旦条件允许，今年 12 强赛将以主客

场形式进行，不再享有赛会制主场优势的

国足能否在客场之旅中发挥超强战斗力，

将直接决定这支球队的出线前景——至少

以往国足世预赛的战绩，完全不足以让球

迷感到乐观。

因此 40 强赛的胜利，除了可以让球队

在 12 强赛真正到来之前保持宽松心态别

无大用，倘想成为世界杯常客且有所作为，

中国足球真正需要的，必是底气和实力，是

校园和社区里千百万爱踢球的少年，是把

对足球的本质热爱放在首位的规划者，毕

竟“热爱足球”本身已是最好的结果。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电

亚洲区世预赛巨变 国足痛失主场优势——

40强赛非起点 12强赛非终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正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二次审理的孙

杨一案，尽管结果难料，但对大多数中国人

来说，至少建立了对“体育仲裁”概念的初

步印象。体育仲裁，是体育领域争端、纠纷

的重要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还有待构建

与完善。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随

着中国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

育仲裁的缺失亟待弥补。

5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体育仲裁法

治化的问题与解决途径”研讨会在福州大

学法学院举行，国内体育法领域的专家、学

者济济一堂，对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

提出构想和建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也从

本次研讨会上了解到，《体育法》的修订正

在进行之中，此次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增加关于体育仲裁内容的专章，修

订后的《体育法》一旦获得通过，中国体育

仲裁委员会就将很快成立，中国体育仲裁

的空白也将成为历史。

备受关注的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在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诉孙杨及国际泳联一案，反

映了体育仲裁是体育领域争端、纠纷解决

的重要机制。

天津体育学院教授于善旭表示，早期

的体育纠纷主要是在体育组织系统内部解

决，但体育纠纷在体育组织体系内部解决，

有 可 能 让 人 产 生 对 处 理 结 果 公 正 性 的 疑

惑。但如果体育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又因体

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普通的司法程序难

以满足体育行业的特殊需求，这使得独立

的 第 三 方 仲 裁 方 式 成 为 解 决 体 育 领 域 争

端、纠纷的有效途径。

从 中 国 来 说 ，近 些 年 来 ，随 着 体 育 事

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领域的争端也在

增多。譬如足球、篮球职业球员经常会曝出

“讨薪”事件，以及一些赛事发生的运动员

人身伤害赔偿问题，甚至运动员一旦涉及

到兴奋剂事件，怎样才能得到更加公正的

处理结果，等等。

杭州市律师协会体育产业专业委员会

主任楼宇广，近几年代理过多起足球运动

员的“讨薪”案件，但在诉讼过程中，真正能

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件却不多，他说，这与

中国体育仲裁机制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楼宇广介绍，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运

动员与俱乐部发生纠纷时，由当事人至中

国足协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再由中国

足协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然而，中国足协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仅在行业内部有效，并

不具备行业之外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无

法依据中国足协的裁决进行执行。这使得

很大一部分已经脱离足球圈的涉案俱乐部

的母公司，即便在有能力或有资产处置的

情况下，也不会真正解决球员的欠薪问题。

楼宇广表示，法院之所以不能将中国

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作为对涉案企业采

取处置措施的法律依据，是因为，中国足协

的仲裁委员会是足协的下属机构，不具有

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导致，国内现在出现了

很多职业球员，拿着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

决结果，却依然讨薪无门。这也从一个方面

说明，中国体育行业对建立体育仲裁机构

的迫切呼唤。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智教授表示，国

内设置体育争端解决机构的必要性日渐突

出，首先是因为体育协会内部的争端解决

机 构 不 属 于 仲 裁 法 意 义 上 的 独 立 仲 裁 机

构；其次，我国设立体育争端解决机构可以

避免或减少国内纠纷国际化；此外，国内法

院对于体育纠纷解决的态度不一，不利于

体育纠纷的化解（因体育纠纷解决具有较

强的专业性和自治性，导致法院对处理涉

及体育的案件态度不一，有时积极、有时消

极）；以及设立国内仲裁体系可与国外仲裁

体系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教 授 王 小 平 介 绍 ，早 在

1995 年，《体育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时就已经为中国体育仲裁机制的建立做

了铺垫，《体育法》第 32 条写明：在竞技体

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

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

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不过，由于《体育法》中关于“体育仲裁

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

规定”的表述与《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

度只能制定法律”相抵触，导致 20多年来，中

国的体育仲裁机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今年以来，《体育法》的修订工作进展

顺 利 ，草 案 已 经 过 两 轮 讨 论 ，力 求 在 今 年

10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

议。记者了解到，《体育法》的修订草案增加

了“体育仲裁”专章，这将以法律的形式确

立 我 国 体 育 仲 裁 机 制 的 建 立 。一 旦《体 育

法》修订获得通过，中国体育仲裁院也将依

法建立起来。

体育仲裁的空白被填补之后，目前国

内一些涉及体育的棘手案件有望得到更好

的处理。

如职业球员的“讨薪”案件，法院可以

以体育仲裁的结果为依据，对欠薪的俱乐

部、企业的资产进行处理，帮助球员追讨欠

薪；在队员、队伍、协会、赛事等之间产生的

注册、参赛资格、赔偿等纠纷，也可以通过

体育仲裁解决，使当事人得到更加公正的

处理结果。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电

《体育法》修订提速 中国体育仲裁呼之欲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东京奥运会定于 7 月 23 日开幕，但奥

运临近，日本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日本

政府于 5 月 28 日宣布延长东京都、大阪府

等 9 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至 6 月 20 日，这

一时间距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 5 周。

第四波疫情之下，公共卫生专家、商业

领袖和日本民众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日

本共同社撰文指出：“奥运会在质疑声中进

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但展现出强烈‘既定

举办’姿态的国际奥委会（IOC）和日本国

内舆论的反差进一步扩大，赛事即使举办，

也很有可能毫无欢迎氛围。”

日本医疗资源的紧缺及疫苗接种进展混

乱且缓慢，加速了日本各界的悲观论调。据日

经中文网报道，确保服务奥运会的医护人员

就是一大难题，据东京奥组委估算，奥运会每

天最多需要 230名医生、310名护士，但在新

冠肺炎疫情下，日本各地方的医疗体制紧张，

疫苗接种也需要人手，“茨城县看护协会在奥

运会决定延期前曾答应协调 41名护士，但奥

运延期后减到了13人。”文章援引一名看护协

会的负责人观点表示，“建立奥运会的医疗体

制还需要考虑到日本各地区的医疗现状。”

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日本新冠

疫苗接种预约系统漏洞频出、疫苗接种操

作错误的新闻频现报端，据共同社 5 月 29

日 报 道 ，目 前 日 本 仅 6%的 人 口 接 种 至 少

一剂新冠疫苗。在众多现实困境前，日本多

家媒体展现的民调结果显示，反对如期举

办东京奥运会的日本民众已升至 7 成。

在发布延长紧急状态前，东京奥组委

公布了推进削减赴日相关人员的情况。奥

运会方面，除选手外，总体上已从延期前约

14.1 万人压缩至约 5.9 万人。东京奥组委主

席桥本圣子还补充道：“从 2 月起至 5 月中

旬，东京奥组委已批准约 1000 人的特例入

境。”在机场被诊断为阳性的有 1 人，无人

在入境后 14 天内出现阳性。

“为了减少奥运会结束后疫情暴发的

几率，即便要举办奥运会，也必须尽力控制

奥运期间的人员外出及流动量。”据人民网

援引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东京大学的经

济学专家组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疫情

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数据模拟运算，结果

显示，如果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人流量

增长 10%，将会导致东京都的感染人数增

加两倍。

报道显示，专家组基于截至 5月 16日的

疫情数据，同时假定日本各地紧急状态持续

至 6月中旬且日均疫苗接种量为 60万剂、奥

运期间入境日本的他国运动员及相关人员

共计 10.5 万人且过半数完成疫苗接种为条

件，进行了模拟演算，结果显示，外国运动员

和相关人员等的入境将直接导致东京都日

均新增确诊病例 15例，新增重症病例 1例。

在此前出台的奥运防疫措施中，多项

规定对人员流动进行了控制。来自海外的

所有相关人员均需在出境前 96 小时内接

受两次新冠病毒检测，入境日本时在机场

再次接受检测，以此强化口岸检疫，此后前

3 天每天都要接受检测。运动员以及同行

的教练员等原则上每天需要接受检测。此

外，要求相关人员提交入境后活动计划书

和承诺书，可活动范围仅限比赛场馆、训练

场和住宿设施，原则上禁止运动员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避免与普通民众接触。如违反

活动计划，或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严格控制人员流动量极为关键。”专

家组成员仲田泰祐表示，一旦失败则会导

致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扩散，“届时，日本将

不得不再次发布实施紧急状态，从中长期

看对日本经济也非常不利。”

重压下，外界愈发期待日本政府能“尽

早决断”能否如期举行奥运会。但决断背后

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方面，日本政府

和主办城市东京并不具有单方面取消奥运

会的权力，取消赛事的选项归国际奥委会

所有，如果日本单方面取消合约，鉴于各方

都有巨大的契约义务，风险和损失或将落

在 东 京 奥 组 委 的 身 上 ；另 一 方 面 ，如 果 取

消，日本将承受巨大损失。

据《朝日新闻》网站报道，日本野村综合

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经过估算，东京奥

运会如果停办，将会造成 1.8 万亿日元（约合

人民币 1066 亿元）的损失，如果是以无观众

形式举办，损失额则为 1468 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 88 亿元）。但他同时强调说：“如果举办

奥运引发新冠疫情再度扩大并发布紧急事

态宣言，经济损失和不利影响更大。”

东京奥运会进入最终筹备阶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实习生 李梓昂

2021 年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正在

北 京 延 庆 进 行 ，5 月 30 日 上 午 ，上 海 队

对阵卫冕冠军北体职队，面对北体职这

样的劲旅，上海队的队员斗志不减，积极

拼抢，努力创造着进球机会。但卫冕冠军

实力强劲，上海队最终大比分输掉了比

赛。不过，在上海队主教练马晓军看来，

这支学生军能与卫冕冠军拼到最后，本

身就是进步。

此次参赛的上海队成员大部分来自

上海市冰球集训队甲组，身兼“学生”与

“球员”的双重身份，既要面临中高考的

升学压力，也要完成冰球运动员的训练、

比赛任务。压力虽大，但家长的支持、对

冰球的热爱以及队友间的情谊成为了他

们坚持下去的有力支撑。

身兼学生与球员的双重身份，上海

队的小球员并不像传统的“体育特长生”

一样在学校边学习边训练，大部分时间

里，他们是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学生。

面临升学和考试，上海队队员经常

会遇到学业与冰球之间的矛盾。此次到

北京比赛，多名队员就由于备考没能参

赛。随队参赛的高二学生肖轶斐则在上

海队没有比赛任务的第 4 比赛日请假离

队，飞回上海参加考试，当晚再连夜赶回

北京与队伍汇合。

马晓军表示，球队大部分球员还是

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学习上，毕竟他们的

身 份 依 旧 是 学 生 。“ 现 在 学 习 压 力 这 么

大，球员能够坚持训练已经很不容易。我

们现在的冰上训练课一周只有两次，一

共 180 分钟。”开车往返家、学校和冰场，

每次 90 分钟的训练课，对有些离家远的

队员而言需要占用 4 个小时。

据介绍，现在上海的标准冰场只有四

五块，除了参加俱乐部的训练之外，队员

们想找到就近打球的地方并不容易。为了

增加打球机会，有些队员会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参加外籍人士在上海举办的业余

冰球赛，以丰富自己的比赛经验。

虽然辛苦，但正是因为热爱冰球、参

与冰球导致的忙碌状态让他们养成了高

效的学习生活习惯。队长高宸鑫就认为，

打球和学习是相互促进、相互解压的关

系。为了跟上学习进度，他在课外自主报

了网课来提高学习成绩，在之前的考试

中 ，他 的 数 学 拿 到 满 分 ，英 语 也 得 到 了

147 分的高分。

与队员一起直面压力的还有球员家

长。马晓军说：“有不少学校老师明确告

知家长，打冰球不能给孩子的中考高考

加分，这样的课外活动就不要参加了。但

家长们还是顶着压力，让喜欢冰球运动

的孩子坚持打球。”此外，家长还要承担

接送球员往返冰场、保障球员健康饮食

等任务，成为这些学生球员的坚强后盾。

在上海，举办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的

上海市青少年冰球联赛，是上海冰雪运动

推广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但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联赛已经停办两年。

对于已经成型的俱乐部联赛机制，

马晓军持肯定态度，认为上海联赛的举

办是青少年冰球推广的重要途径之一。

马晓军除了执教上海男队之外，还执教

了 U10、U12 和 U14 三支上海女子学生

冰球队伍，这些队伍将会参加全国 U 系

列的比赛。

马晓军指出，下一步，上海冰球校际联

赛的平稳运行将是上海青少年冰球发展的

关键所在。她说，校际联赛和俱乐部联赛的

不同之处在于，球员在校训练和在俱乐部

训练耗时耗力不同，训练、比赛的感受也不

同：“参加校际联赛时，球员平时读书、训练

都在一起，年龄相仿，放学就能打球，占用

的时间更少，训练成效也更好。”

她认为，全国各地的校际联赛成型

后，还可以举办全国的校际联赛总决赛，

“北京的校际联赛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

果上海等其他城市的校际联赛都能顺利

开展，各队先在地方上角逐，再参加全国

性的总决赛，对中国整体的青少年冰球

发展将会意义重大。”但目前，马晓军认

为，上海地区的校际冰球联赛还需要得

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此次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上海队

展 现 出 了 青 少 年 冰 球 运 动 员 的 发 展 潜

力。但马晓军也冷静地表示，上海队的队

员们并不都具备打职业队的能力。虽然

从眼下这些孩子里培养出职业冰球运动

员还是一个有些遥远的梦想，但作为中

国女冰的前国手，在上海执教青少年冰

球多年的马晓军也心甘情愿地去做一块

中国冰球发展的基石，毕竟，中国青少年

冰球向前发展了，中国冰球才有希望。

“体育运动的发展不是一代人能够

完成的，我只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坚持打

球，打到 20 岁，打到 30 岁、40 岁，等他们

未来成为父母，再带着他们的孩子去打

球，让他们能够带动上海冰球、中国冰球

一代一代地打下去。那样的话，中国冰球

一定会发展壮大，这也是青少年冰球教

练的使命所在。”马晓军说。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电

上海冰球
学生军的不凡之路

上海队在 2021 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上。

实习生 李梓昂/摄

武磊为国足赢得点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占坤/摄

5 月 31 日 ， 澳 大 利 亚 女 子 垒 球 队 启 程 合 影 ，

她们将作为首支抵达日本的外国奥运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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