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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归化球员”的动因、弊端与消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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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了篮球归化球员的动因、弊端，并提出消解弊端的策略。研究结果：篮球

归化运动员的动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存在有失体育竞赛公平、归化运动员缺乏责任感、不利篮球项目人
才培养和造成篮球项目观众流失等弊端。提出健全归化运动员制度、加强归化运动员熏陶、理性使用归化运动员和辨证看
待归化运动员等消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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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and disadvantages of naturalized basketball player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the disadvantages. Results: The motivation of naturalized 
basketball players includ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unfair sports competition, 
lack of responsibility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bad talent training and loss of basketball aud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strengthening the edification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rational 
use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and dialectical treatment of naturalized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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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归化”运动员被越来
越多的国家认同。在中国，“归化”运动员一直是备受
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三大球”在世界大赛中成绩不理
想时，中国“归化”运动员的呼声空前。中国归化运动
员的矛盾点主要集中在足球和篮球等球类项目，而足球
项目已成功归化侯永永、李可、德尔加多、艾尔克森等
球员 [1]，成为中国足球改革典型。中国足球成功归化球
员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篮球归化球员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但中国足球和篮球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差异。本
研究主要分析篮球“归化球员”的动因、弊端和消解弊
端的策略，以期提高国人对“归化球员”的认识，促进
我国“归化”篮球运动员，提升我国篮球竞技实力。

一、 归化球员的动因
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归化运动员的重要动因。一个国家归化

运动员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利用归化运动员代表归化国参
加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在短时间内提高本国的国际大型
体育赛事成绩。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提升一个国家国际
社会地位的重要舞台，也是展现一个国家国力和弘扬国
民精神的窗口，优秀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成绩能使一个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严和地位 [2]。同时，运动员在
国际大赛上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当一个国家的运
动队员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国歌，
此情此景通过现在媒体传递到国人的视野，国民都会产

生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千方百计的提高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成绩，而归化优秀
的运动员就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中国正处在从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转型的阶段，中国的诸多向项目已经走在世
界的前列，如：乒乓球、跳水、举重等项目，但在“三
大球”等“重金项目”上 [3]，中国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影响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2.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归化运动员的直接动因。国家层面，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国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时，它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考虑“体育”这一上层建筑，
自然不会重视国家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成绩，更不会在
归化运动员方面花费巨额资金。在此种背景下，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体系没有保障，竞技体育人才的生存很难得
到保障，更不可能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人层面，归化
运动员是人才流动的一种形式，每个运动员都希望自己
的价值最大化，通过实现自身的价值过上理想的生活，
因此，运动员追求较高的薪酬待遇和良好的保障体系是
归化运动员的直接动因，如：中国篮球运动员李明阳，
为追求更好的经济收益加入日本。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
开充足资金投入，从日常训练的物资供给，到退役后的
安置保障，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当运动员的付出与
自己的回报不相符，且又有“人才交流”的机会，此时
被归化的机会就产生了。

3.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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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是归化运动员的重要动因。首先，归化国
有归化运动员的必要，归化国的经济基础较好，篮球在
归化国影响力较大，但在国际大赛中的成绩不理想，而
国民又对本国的篮球运动充满希望。中国篮球一直牵引
着中国人的心，当林书豪加入中国篮球联赛之时，激起
球迷的热情，对林书豪的归化呼之欲出。其次，被归化
的运动员在运动技能和体育道德精神方面得到归化国专
家的认同，且被归化运动员与归化国存在某种“血缘”
关系，认同归化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如：篮球运动
员林书豪、足球运动员李可。再次，被归化运动员在本
国由于某些社会原因不能较好的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如：不能进国家队或上场时间少等，且归化国向其抛去
橄榄枝，愿意归化他为归化国效力并给予足够的机会来
证明自己的价值。最后，社会对运动项目的认可度和对
运动员的态度也是激励运动员不断突破自我的的因素，
运动员获奖后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一定的奖励，他很
难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二、 归化球员的弊端分析
1.有失体育竞赛公平
体育竞赛就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竞

赛成绩，而取得体育竞赛成绩的前提就是前期大量艰辛
的付出和比赛时“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保证。
归化国依靠本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归化顶级“海外军团”
为本国效力，从而能短期提升本国在某次国际大赛中的
体育成绩。一方面，归化运动员的直接介入，大大增强
了归化国代表队的实力，对其它竞争的国家队不公平，
因为其它国家的代表队都是经过常年的艰苦训练，并通
过层层的考验才能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他们期望在国
际赛场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而归
化运动员的介入，限制了他们在国际赛场的发挥。另一
方面，对归化国同一项目的其它优秀队员不公平，因为
归化运动员的加入，剥夺了他们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的
机会或者减少了国际大赛的上场的时间，使多年的艰苦
练习付诸东流，无法在国际赛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外，
国际体育赛事是展示各国实力的窗口，投机取巧的归化
运动员无疑是扰乱国际体育秩序，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和
体育职业道德，影响国际社会和谐。

2.归化运动员缺乏责任感
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赛事都是以国家为单位，肩负

国家的使命和荣誉，因此，运动员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
家的荣誉，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运动员在赛
场上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发挥自身优势，勇闯佳绩，实
现个人价值和为祖国争光添彩。归化运动员又称“雇佣
军”，虽然代表归化国参加国际比赛，也会尽力为归化
国的荣誉而战，一旦遇到个人利益与归化国利益不一致
时，他往往选择保全自己的利益，因为归化运动员的初
衷就是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改变自身
的生活。中国运动员从小受“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终生”等传统爱国教育的影响，
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都是爱国情怀，而受“金元”思想
和英雄主义熏陶的西方归化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是很难肩
负起归化国的责任。竞技运动竞赛的关键时刻比较的竞
技水平，更重要的是爱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鞭策着坚持

下去 [4]。
3. 不利篮球项目人才培养
中国竞技体育人才一直延用传统的“金字塔”培养

模式，这种培养模式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大浪淘沙”
过程，到“金字塔”顶部的都是该项目的精英人才。在
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要培养“金字塔”顶部的哪些精英，
需要耗费祖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到“用兵之时”却无“精英”用武之地，
因为归化运动员的介入，进入国家队为国家争光的本土
运动员数量减少，本土运动员的上场时间也大大削减，
严重打击了本土运动员的士气和训练积极性。许多运动
员错过了一个比赛周期，就意味着他运动生涯的结束，
国家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就白
白浪费，中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必将受到严重的
干扰。体育运动项目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模式几乎都一
样，一个项目受到归化运动员的影响，势必会波及到其
它运动项目人才的培养，长此以往，中国的举国体制也
将被不合理归化运动员影响。

4.造成篮球项目观众流失
观众是体育运动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直接关系到

体育运动发展的兴衰，现代体育运动越来越离不开观众
的参与和支持 [5]。观众的支持是体育运动发展源源不竭
的动力，是运动员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催化剂。体育运
动带给观众是积极向上的健康、休闲时光的愉悦、民族
精神的寄托和国家荣耀的载体。每一位观众对一个项目
的喜爱，必定会倾注自己的情感和关注，为自己喜欢的
项目取得好的成绩而开心，为该项目暂时的失败而建言
献策。但是，当不合理的归化运动员介入影响该项目的
成绩，或者是导致自己长期关注的运动员不能在国际赛
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是退役，观众自然而然就会
减少对该项目的关注，甚至不再关注篮球项目。现实生
活中，球迷经常把体育运动异化成国家强大的象征，于
是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一旦自己长期关
注的篮球项目因为归化球员的不良表现，导致运动成绩
达不到预期，球迷会移情其他项目，造成篮球项目的球
迷流失。

三、消解策略
1.健全归化运动员制度
虽然足球项目已成功归化了侯永永、李可等球员，

但国人对归化运动员还存在较多疑问，如有失竞争公平、
破坏青训等非议 [6]。健全归化球员管理制度必须跟上“归
化”的脚步，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出台归化球员管理办
法，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细化归化球员的户籍条件审查、
规划后调用等制度，完善归化程序，形成系统的归化球
员体系。严格按照归化球员制度执行，杜绝乱归化、乱
使用等现象。归化球员的责任是带动该项目的竞技水平
和世界名次的提升，但使用不当，影响国内青年运动的
成长和篮球氛围就得不偿失。因此，在归化运动管理办
法中要考虑到篮球运动的长期发展，细化到符合什么条
件的球员才能归化、归化的球员在国内如何发展等问题。
归化球员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要守住归化底线，
避免为归化而归化的现象。归化工作要程序和原则，从
有血缘系统开始归化，积累一些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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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归化对篮球项目发展有持续性作用的球员 [7]。
2. 加强归化运动员熏陶
强化归化运动员的日常思想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

放在首位。在日常训练与比赛中贯穿爱国主义教育，让
本土球员的爱国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感染归化球员，使
其在意识上认清自己的国籍定位。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增强归化球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国际赛场上可
以坚定信念，为中国荣誉而战。引导归化球员快速融入
集体，号召队友主动关心和照顾归化球员，增强归属感
和集体主义意识。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引导归化球员
及其家庭融入社会，及时缓解中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不
便，使其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适应现在的生活。强
化传统文化教育，从传统文化学习入手，使其认同中华
民族文化，最终产生归属感和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
认可，形成新的民族意识 [7]。

3. 理性使用归化运动员
理性的使用归化球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中国篮

球运动的发展，如：提高篮球项目的关注度、带动篮球
技战术的革新等 [8]。过度的依赖归化球员，会剥削本土
球员比赛的上场时间，挫伤本土球员的积极性，也可能
增加归化球员的受伤风险，缩短运动寿命。中国举国体
制下，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通
过多年的付出，经过各级赛事历练，才有可能进入国家队，
为国争光。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运动员培养体系不能因
为归化运动员的进入否定，充分利用归化球员技战术方
面的优势来充实我国运动员培养体系，既要让归化球员
竞技水平继续提升，又要促进本土球员的快速成长。另
一方面，根据赛事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归化球员的上
场时间，既要比赛成绩，又要给其他球员一定的上场时间，
保障本土球员的可持续发展。

4. 辨证看待归化运动员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化背景下，归化球员是人

才流动的一种形式，对归化国的影响应该辩证看待。一
方面，国人要秉持“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的理念来接纳
归化运动员”[9]，归化球员对中国篮球运动的积极影响
会带动中国篮球运动快速发展，提升篮球项目的国际竞
争力，这是中国归化篮球运动员的初衷。归化球员拥有
先进的篮球技战术理念和水平，长期与国内球员一起训
练和比赛，不论石对归化球员的模仿还是学习，本土球
员的技战术均可在耳濡目染中得到升华。[10]另一方面，
看待归化运动员要有加包容的态度，辩证的看待归化球
员对我国运动员培养体系的冲击，理性看待不同方文化
的冲突；[11]要改变中国篮球运动现在的局面，就要对陈
旧的运动员培养体系进行革新。归化球员与归化国的文
化需要经历一定的磨合期，国人多用辩证的看待归化球
员的表现，用包容的态度去看待暂时的“不适应”[12]。

五、结语
中国足球项目成功那个归化了球员李可、侯永永等

人，让中国归化远动员从理论走向实践，对篮球等项目
归化球员具有参考意义。随着中国足球归化运动员的增
多，诸多现实问题逐渐显现。篮球运动与足球运动在中
国的发展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中
国篮球归化运动员的道路漫长。同时，我们也要清晰的

意识到，归化球员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13]，要解
决中国篮球发展问题还得从青少年运动员培训着手，为
中国篮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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