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城和托特纳姆是目前英超联赛
中拥有海外球员最多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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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英足足总总力力推推本本土土化化
英英超超掀掀起起改改革革风风
□□黄黄宇宇昊昊

长期以来，由于关键时刻孱弱的表现，英格兰队一直
被中国球迷戏称为“欧洲中国队”。 但随着索斯盖特麾下
的英格兰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战绩不俗， 这个绰号自然而
然地被淡忘了。 不过，“欧洲中国队”一词最近又重新出现
在各大足球论坛， 其原因便是英足总正在谋划限制英超
联赛的外援。 这与中国足协近年来的改革不谋而合。

英足总主席马丁·格伦在一次会议中表示英超需要给本土球员更多机会

英足总： 改革或将“双限”

英足总此番改革的缘由 ， 无外乎
为以下两点： 其一， 是俄罗斯世界杯的
成绩让英足总看到了培养本土球员的实
力， 证明了英格兰足球的根基足够深厚，
在理念上也并不输其他足球发达国家。 只
是当前英超联赛外援比例过高造成本土球员
难以获得足够的上场机会。 其二， 随着英国
脱欧进程的深入， 英超俱乐部势必将面对英足
总就脱欧而带来的政策上的改变。 考虑到英超
各俱乐部带来的阻力， 以及在脱欧后欧盟球员
可能要面临与非欧盟球员同样的劳工证问题， 英
足总选择先行一步， 尽量减少脱欧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 也给各大俱乐部打了预防针。

当前的英超联赛的注册规则是： 每队注册25人，
同时要求有8名本土球员。 而本土球员的定义为21岁
以前在英足总或者威尔士足总注册满 3个赛季即
可 ， 并且对于本土球员的国籍并没有限制。 这一注册
规则， 对于英格兰足球着实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给了英
超俱乐部从其他国家挖掘年轻球员的机会， 培养出更多
的 “法布雷加斯” 们； 同时也压缩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生
存空间。

因此， 英足总在限制外援数量上， 不仅要限制非本土球
员， 更要限制所谓的本土球员。 目前， 英足总给出的方案是
将外援名额从17个减少至13个， 而全英超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仅
有七家俱乐部。 传统英超六强的外援名额均严重超标， 因此英
足总将具体实行该政策的期限放到了2020年。 如若大刀阔斧改
革， 势必在缩减外援名额的同时， 限制本土球员的国籍。

俱乐部： 喜忧参半

对于英超联赛的各大俱乐部而言， 这一决策喜忧参半。 喜的是，
英格兰本土球员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据统计， 英超联赛第10轮， 英格
兰本土球员首发率仅有28%。 但戴尔、 桑乔等球员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
本土球员并不比高身价的外援差， 他们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英超俱乐部
的赛程向来以魔鬼著称， 过半的本土球员名额足以令英格兰球员获得足
够的锻炼机会。 同时也可以激发各家俱乐部对于青训体系建设的重视， 这
对于英格兰足球的未来是大有裨益的。

另一方面， 长期水涨船高的本土球员价格终于有了下降的机会。 长期以
来， 英格兰本土球员上场机会寥寥， 不少俱乐部也疏于本土青训建设。 特别
是在豪门俱乐部中， 本土青年才俊更难以上位。 英格兰媒体是出了名地会制
造天才， 而英超联赛又是世界上最不差钱的联赛， 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何伊比、
伊希纳乔这一水平的球员能卖出2000至3000万欧元的身价了。 而这一状况势必
将在各家俱乐部重视青训后得以改观。

当然， 这一政策也并非完美无缺。 一方面， 这一政策会造成中小俱乐部短期
内的高支出。 当前用满17个外援的除却曼城和热刺外， 就是布莱顿、 哈斯菲尔德、
沃特福德这样的中下游球队。 以沃特福德的后防线为例， 球队十余名后卫球员中，
仅有一名英格兰球员。 英足总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造成球队阵容的大洗牌， 无论是维
持阵容稳定还是在财政支出上， 对于小俱乐部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同时， 进补的本土球员的水平短期内也未必能和外援相提并论， 这在短期内也会
造成英超水平和观赏性的下降。 尤其是中小俱乐部和豪门之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远。 同
时， 若英足总限制本土球员的国籍， 也基本阻断了各家俱乐部挖掘海外年轻球员的路径。
德罗巴、 法布雷加斯们式的球员， 也将成为历史。

无论英足总在何时选择何种方案， 限制外援势在必行， 也许这一政策， 会将英格兰推
向世界之巅。

>>>>>>>>>>>>>>>>>>>>>>>>>>>>>>>>>>>>>>>>>>>>
海外球员： 成也英超败也英超

纵观英超史上的外援， 有的人就此成为传奇， 有的人重回巅峰， 有的人跌入谷底， 有的
人的经历则是莫名其妙。

C罗便在英超成为传奇。 2003年转会曼联前， 尽管他在葡萄牙足坛已经崭露头角， 但在国
际足坛当中， 却是一位无名小卒。 当弗格森以1200万英镑的价格引进他时， 引起了足坛的一片
哗然， 但很快马德拉少年便用精彩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2007-2008赛季， C罗攻入42球， 包揽了
几乎能拿到的所有荣誉， 并成为全英超首位拿到金球奖的球员。 被称为全英超最伟大的外援， 他
当之无愧。

亨利则在英超重回巅峰。 17岁便在摩纳哥上演首秀的亨利可谓年少成名， 在摩纳哥的5个赛季
中， 亨利攻入20球， 这个效率对于年轻球员而言已然不俗。 但转会到尤文图斯的他却陷入了低谷，
意甲联赛严谨的战术思维和严密防守令亨利迷失了自我。 也正在这时， 来自阿森纳的报价拯救了亨
利。 在阿森纳的第二个赛季， 亨利出场35次攻入17球， 就此奠定其金牌射手的地位。 2002-2003赛
季， 亨利取得了攻入32球+23次助攻的成绩单， 正式跻身世界顶尖前锋行列。 亨利的故事给了不少失意
人重振旗鼓的信心， 也令英超的舞台更具魅力。

有人重返巅峰， 有人则在英超迷失了自我。 “白巫师” 贝隆在意甲逐步成长为世界顶级后腰， 充满想
象力的传球和功力十足的远射是他的看家本领。 这也让他在2001年以2800万英镑的高价转会曼联， 但英
超凶悍的拼抢和极快的节奏令贝隆很不适应。 接踵而至的伤病毁坏了他的身体， 磨光了他的灵气， 更让弗格
森对于中场的技术化改造泡汤。 两年后， 加盟切尔西的贝隆身价已缩水了近一半， 他也再无惊艳表现。

当然， 有些球员的英超经历可谓匪夷所思。 葡萄牙前锋贝贝在转会曼联前， 只是一个在葡萄牙第三级别
联赛效力的无名小卒， 在葡超俱乐部吉马良斯不过出战了几场季前赛。 而弗格森却在2010年夏天， 选择用740
万英镑引进贝贝。 本以为是一个一球成名的故事， 但贝贝让球迷们失望了， 他在曼联并没有什么上场机会， 一
个赛季后便离开了英格兰， 如今在西甲巴列卡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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