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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地走向了大滑坡。尤其是在 2007 年投资人朱骏收购国资背景

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促成申花、联城合并，组建新申花之后，

“申花”一度再也不是上海的名片。朱骏接收申花的初期，走

过恒大砸钱的模式，随后也用过主教练贾秀全式的垂帘听政模

式，还有权威老帅老布的独立支撑的模式。对于朱骏和申花俱

乐部来说，多年的“去申花化”，让球队几乎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员更像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苦苦卖命的木偶，

没有激情，没有主动权，看不到球队的未来……

　　“朱骏时代”让上海足球走向末路，同时倒逼相关方面做

出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定。近几个赛季，申花开始全面

重组，充分汲取了“朱骏时代”失败的惨痛教训，拒绝走降低

成本运营的路线，着眼长远重建球队。在申花俱乐部看来，一

个良好的可持续的俱乐部应该具有很强的造血功能，西甲这几

年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上升速度很快，不仅仅是因为两家豪门俱

乐部巴萨和皇马，吸引了世界顶级水平的外援，同时得益于他

们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西班牙国脚，同时推动西班牙青少年足球

培养体制的完善，使联赛的球员培养和使用出现了良性循环。

　　然而，在近几个赛季的中超联赛中，绝大多数俱乐部却推

崇大牌外援竞争，而青训和年轻球员的使用，却没有任何突破和

提升。于是，如何合理花钱的问题引起上海申花高度重视。在申

花看来，一方面是成绩压力带来的引援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俱乐

部长远发展所必需的造血功能，如何平衡好这两方面的投入将非

常关键，在不影响联赛成绩的情况下放眼更远的将来，这条路虽

难走却必然更为健康。为此，早在两年前上申花俱乐部已经开始

了自己全新的探索，两年前在买下了一个西班牙大区二级联赛的

参赛资格后，申花绿地梯队中的精英队很快启程前往西班牙。俱

乐部董事长吴晓晖表示，他希望这支球队能够成为绿地在西班牙

的“卫星俱乐部”，“我们希望这支球队将来能打入更高级别联

赛。与此同时，我们每年都会补充年轻力量过去，然后再从那里

挑选几名优秀的球员回到中超赛场。”如果这条路走好了，那么

申花的“自身造血”机制将得到极大的完善和提升。如此长远的

规划，显然比看重眼前成绩更具说服力。

　　在注重后备人才培养的同时，近两个赛季申花更是斥资数

亿元，提升球队实力。

　　然而，任何俱乐部重建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

过程。坦率地讲，近几个赛季申花在国内外比赛整体表现并

不抢眼，即使在今年的全国超级联赛中，申花成绩也不尽如

人意。用绿地集团总裁张玉良的话说：“今年是上海申花最困难

的一年。”2017 年初，亚冠资格赛被淘汰，让申花新年的征途奠

定了悲剧的基调。果然，联赛仅仅进行到第二轮，申花就遭遇了

重创，秦升因为不理智的犯规被足协处以禁赛半年的极刑，他的

缺少让主帅波耶特的思路受到影响，申花的主力阵容不得不重组，

孙世林也因为“世林点赞”被处罚，随后，李健滨因为暴力动作

也被追加停赛，瓜林在中后期也因伤缺席很久。

　　引援方面，申花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大，除了从辽足天价引

进的孙世林，还有中超当今第一巨星特维斯，外加从青岛中能

引进的朱建荣和栗鹏。然而，无论是外援特维斯，还是内援朱

建荣和栗鹏，他们的表现都没有让申花球迷满意，尤其是前者，

场上漫不经心的散步更是让球迷大为恼火。绰号“步行者”“特

思乡”的阿根廷人，一度让人怀疑他是申花这个失败联赛的最

好的注解。

　　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申花依然没有放弃，他

们在 2017 年底中国足坛最后一项大赛上，紧紧扼住了命运的喉

咙，面对强大的同城对手上海上港，申花证明了自己。

　　提起上港，这是上海足球又一张名片。或许，从资历上讲年

轻的上港在老大哥“申花”面前，还有几分稚嫩，但与很多俱乐

部不同，它是以徐根宝牵头靠专业的青训起家，一直拥有良好的

人才储备，这批上港本土球员得到了由具有国足、国奥主帅双重

经历、曾在甲 A 大放光芒的徐根宝的“真传”，也接受过国足

名帅的调教，足球专业修养全面、系统，无人能及。再加入近几

年上港集团疯狂投入，上海上港一直是广州恒大最大的竞争对手，

本赛季更是杀入亚冠四强，获得联赛亚军、足协杯亚军。

　　更加让球迷津津乐道的是，随着球队实力大大提升，上海

上港和申花两大豪门之间每一次的激情碰撞，“含金量”越来

越高，全面升级的“海派德比”已成为中超联赛不可或缺的“看

点”。就连知名评论员白岩松也为这场精彩的比赛点赞：这是

近乎完美的上海德比。当然，真正的赢家是上海申花，联赛第

11，却用足协杯冠军进军亚冠，

让华夏幸福为上港加油的梦想

全部泡汤，想打亚冠，华夏的

幸福得再等一年！

“海派德比”“含金量”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