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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日
前对社会发布，旨在深化足球改革，全面
提升本市足球整体发展水平。本市将把
足球改革作为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
突破口，遵循足球发展规律，破除制约足
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强做精职业
足球、普及提高校园足球、大力发展社会
足球，加快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
场运作、统筹发展”的足球发展新格局，
打造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标杆城市和国际
足球名城。

1 政社分开改革足协人员组成广泛专业

方案将改革青岛市足球协会放在了
突出位置。其中明确，将按照政社分开、
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理顺市足球
协会与市体育局的关系，改革市足球协
会与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的组织架构。青岛市足球协会在
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
酬管理、人事管理、国内外专业交流等方
面拥有自主权，协会的资产按市行业协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
规定办理。
青岛市足球协会不设行政级别，其

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体现广泛代表性和
专业性，由市体育部门代表、教育部门代
表、联赛组织代表、职业足球俱乐部代
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
代表等组成。还将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和
管理体系。

2将培育中超俱乐部鼓励大型企业赞助

作为足球名城，青岛的职业足球历
史发展悠久。为推动职业足球跨越式发
展，本市首要将培育中超足球俱乐部，加
大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扶持奖励力度，
建立政府培育投入和引导协调机制，重
视支持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自有训练基
地，加快现有职业足球俱乐部“冲超”步
伐。支持俱乐部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优化
人才结构，加强梯队建设，持续提升硬件
设施、竞技水平，争创国内一流俱乐部，
力争取得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参赛
资格，打造“百年俱乐部”。发挥俱乐部的
带动引领作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培育
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
深化职业俱乐部股份制改革，引入足

球战略投资者，按照职业足球运作模式，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俱乐部法人
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鼓励具备条件的俱
乐部上市。完善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
机制，鼓励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
推动实现俱乐部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
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
奖励机制方面，岛城将积极营造职

业俱乐部发展的良好环境，设立政府扶
持奖励资金，以绩效为导向，与俱乐部比

赛成绩挂钩，引导俱乐部良性发展。建立
监督机制，成立由相关部门派员组成的
督察委员会，保障奖励资金依法依规使
用。鼓励引导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
及大型民营企业，积极为青岛足球职业
俱乐部提供赞助支持或开展各类合作，
助力俱乐部长远健康发展。还将扶持有
实力的业余俱乐部积极参加中国足协各
级业余联赛，鼓励其发展组建成为职业
俱乐部。

3申办各级品牌赛事构建中外多元合作

未来在青岛或将看到更多种类、更
多层面的足球赛事、交流。改进完善足球
竞赛体系方面，岛城将增加竞赛种类，扩
大竞赛规模，逐步形成赛制稳定、等级分
明、衔接有序、遍及城乡的竞赛格局，打
响“青”字号品牌赛事。
积极申办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预

选赛、亚洲杯、中国之队国际邀请赛等各
级别品牌赛事。以国内外友好城市为平
台，策划开展国内、国际城市足球交流活
动，扩大青岛足球影响力。
以职业俱乐部为依托，加强与足球

强国和国际顶级俱乐部的深度合作，在
俱乐部运营管理、青训体系规划建设、国
际资源人才引进等领域构建多元化中外
合作模式。
健全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机制。

简化赛事行政审批程序，健全赛事服务
保障体系，制定竞赛组织、安保、医疗、志
愿等服务标准，强化足球管理部门与公
安、消防、海关、外事等部门协作，全力营
造安全有序的赛事环境。

4加快特色学校建设健全校园竞训体系

校园足球被视作中国足球未来的希
望，为此岛城将深化校园足球改革。要发
挥足球育人功能，把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构建校园足球

教育教学体系，制定出台高中、初中、小
学校园足球课程标准，并加快足球特色
学校建设。
岛城还将健全校园足球竞赛训练体

系。构建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校园足球
联赛体系，完善五人制、七人制、十一人
制等类别赛事，实现校园足球赛事全覆
盖、一体化。加强学校足球运动队建设，
鼓励组建女子足球队，到2020年，实现
80%以上学校拥有足球队；到2030年，
所有学校拥有足球队。依托高校体育院
系建立校园足球运动研究基地，加强校
园足球师资培训、实战研究。完善校园足
球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也
将成为重中之重。

5扩大足球运动基础打造“青字头”品牌

普及发展社会足球方面，岛城将不
遗余力地扩大足球运动群众基础。坚持
以人为本，推动群众足球运动加快发展，
不断扩大足球人口规模。鼓励机关、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部队和企业组建足球
队，积极推广五人制、沙滩足球等社会足
球活动，在经费、场地、竞赛、教练指导等
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人民团体要发挥各
自优势，推进社会足球发展。
鼓励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组建社区

足球队、社区足球协会和区域性非职业
足球联盟，注重家庭参与，丰富社会足球
比赛形式。构建社区足球指导服务体系，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足球组织建设，
加强社区足球指导员队伍建设，有条件
的区（市）探索设立社区足球指导员专门
岗位，鼓励专业教练员、裁判员服务城乡
社区。
推动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互促共

进。由青岛市足球协会牵头，整合全社会
足球力量，规范足球赛事标准，规范业余
足球俱乐部建设，实行准入、注册制度。
打造“青超”品牌赛事，完善“青超”“青
甲”“青乙”三级联赛，充分发挥精品赛事
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
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发展
奠定坚实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通过加

快发展职业足球，促进社会足球的普及
与提高。

6建国家级青训中心促进公共球场开放

做好足球运动员转岗就业及培训工
作，支持退役运动员担任足球教练员、裁
判员、教师或从事足球管理和服务工作，
鼓励其创建体育文化公司、体育经纪公
司或担任体育经纪人。
还将把足球场地建设纳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纳入城
镇化建设和全民健身场地建设总体规
划。在胶州新建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训练
中心，在市区内再建1个市级公共足球
训练中心，加快建设市、区（市）两级青少
年校园足球训练中心。加强群众身边足
球活动场地建设。市南、市北、李沧、崂山
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完善扩建足球
场地；其他区（市）要优先规划修建、扩建
足球场地，足球场地修建、扩建数量不低
于体育设施总建设数量的30%。修建、
扩建学校时将足球场地建设纳入规划。
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的闲置地、公园、林
带等，建设足球公园和笼式足球场地等
群众身边的足球场地。鼓励社会力量建
设小型化、多样化的足球活动场地，以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在现有
985块足球场地（其中标准足球场地数
量为135块）的基础上，大力加强足球场
地设施建设，到2030年，各类足球场地
达到2000块，标准足球场地数量不低于
240块。按照管办分离和非营利性原则，
通过委托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招标选
择专业的社会组织或企业负责管理运营
公共足球场，促进公共足球场低价或免
费向社会开放。

7政府加大足球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岛城各级政府将加大对足球事业的
投入，重点用于足球场地建设、校园足
球、青少年足球、女子足球、足球教学科
研等领域。灵活采取基金引导、购买服务
等多种形式加强政府扶持，统筹体育、教
育等专项资金，重点用于足球改革发展
试点城市建设、校园足球和青少年培训。
建立青岛市足球发展基金会，作为

非营利性法人，按章程运行管理。依法开
展募捐、接受捐赠并资助足球公益活动，
依照有关法规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青岛市财政从市本级体育彩票公
益金中每年按5%的比例安排资金，资
助市足球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支持青
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和足球公益活动。
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和

个人捐赠，符合捐赠条件的，捐赠资金可
依法在计算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鼓励社会力量发展
足球。到2025年，重点培育或引进足球
相关龙头企业5至10家，培育足球制造
业品牌3至5个。

足球改革发展“青岛方案”印发

打造足改标杆和国际足球名城

胶州第一座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已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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