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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坐标
内蒙古足球运动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
1965 年内蒙古专业足球队成立。
1988 年，自治区将足球项目从专业队中撤销。
男子足球：上世纪 90 年代，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部分企业和个人尝试走

市场化道路。
女子足球：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子足球队代表中国参加 1993 年世

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夺得冠军。此后局限于校园足球发展模式，未取
得突破。

梦想启程
2014 年 9 月我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以来，足

球改革发展试点工作不断创新发展，总体上实现了“六纳入”。纳入各级党
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人大常委会立法保障。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
部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纳入“三位一体”年度考
核内容。

到 2015 年，自治区和部分盟市设立了足管中心、校足办、足球协会。
重点建设了 613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 2 个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试点县。校园足球“4+1”联赛、社区足球联赛、职工足球联赛和准职
业足球联赛体系初步建立。

各类足球队达 7000 余支，注册足球运动员 6191 名，等级裁判员 51 名，
年举办各类足球赛事 2.67 万场次，参赛队伍和参赛运动员分别达到 1.21 万
队次和 25.06 万人次。

年培训各类足球人才 4476 人，其中足球教师等 2649 人、教练员 341 人，
裁判员 1486 人。

坚实步履
体制机制

科学构建足球治理体系
完善持续协调发展机制
建立依法有效的足球监管体系

人才培养

大力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

——培育青少年校园足球文化。
以比赛为主阵地，以课堂为主渠道，以活动为主平台，有序组织青少年

校园足球活动。
——畅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
建设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支持组建青少年校园足球俱乐部，鼓励

幼儿园开展足球活动，培养足球兴趣。将各级体校和足球传统学校纳入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范畴，积极试点、重点扶持、率先发展。

通过建立以高校为龙头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盟、招收高水平运动员、“3+2”、
“5+2”专本联修、民族预科班等方式，激励引导学生长期参加足球学习和训练。

——完善校园足球监督保障体系。
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和完善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足球特长

生“升学直通车”制度。

建立职业足球运动员良性发展机制

——构建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
建立旗县（市、区）业余体校、盟市体校、自治区高等院校和自治区优秀

运动队或职业俱乐部四级足球青少年人才培养体系。
——培育优秀本土职业足球运动员。
每个盟市组建 1 支代表本地区最高水平的（男子、女子）足球队伍，努力

实现重点盟市拥有一支“中乙”以上联赛级别球队。
——拓展职业足球运动员发展空间。
打通运动员向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企事业单位和足球协

会管理人员以及足球领域以外行业的转岗就业渠道。

完善各类足球人才培育体系

——加强足球教练、教师队伍建设。
——建设高素质足球从业人员队伍。
——培养复合型产业人才。

设施建设

科学规划建设足球场地设施

扩大足球场地供给，优化类型结构，提高设施质量，不断满足全社会足
球运动发展需求。

提高校园足球运动场地设施建设水平和管理能力

每个中小学校均建有 1 块以上适宜的足球场地，并配齐教学和训练设
备。高等院校均建有 1 块以上标准足球场地。

加强足球基地建设

在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分别建成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和国家北方
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基地。通过新建或改造，实现每个盟市拥有 1 个自
治区级足球训练基地和 1 个自治区级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基地，基地内
保证至少拥有 1 片标准场地、5 片训练场地；每个旗县(市、区)拥有 1 个盟市
级足球活动场地。建设内蒙古（海南）足球训练基地，保障我区足球队伍冬
季训练，打造国内、国际足球交流平台。

推进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把新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总体规划、纳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牧区的闲置地、公园、荒地、草地、沙滩等，建设一
批小型多样的足球场地设施，为城乡居民提供方便就近的足球活动场地。

赛事活动

开展灵活多样的校园足球活动

完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四级校园足球联赛和主席杯、盟市长杯、旗县区
长杯、校长杯足球比赛，建立常态化、纵横贯通、赛制多样的“4+1”联赛体系。

提升职业和准职业联赛竞赛管理水平

形成职业联赛框架布局，鼓励中甲、中乙球队完善俱乐部建设，健全青
训和梯队体系，取得更好成绩。稳定扩大蒙超、蒙甲联赛队伍规模，提升职
业联赛竞赛质量，严格准入、规范管理职业足球俱乐部。

鼓励支持社会足球赛事广泛开展活动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部队组建或联合组建足球队，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参与的常态化群众性足球活动。

组织开展国内、国际足球交流活动

发挥内蒙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窗口作用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
区位优势以及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内蒙古（海南）足球训练基地的海
拔、气候等优势，积极承办国际国内品牌赛事，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青
少年足球夏（冬）令营、国际青少年足球发展论坛、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等各类足球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足球强国和兄弟省区市的交流学习，提
高我区足球发展水平、推广我区足球发展经验。

发展足球产业

积极发展足球服务业
努力发展足球用品制造业
大力推广足球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互联网技术与足球产业深度融合

培育草原足球文化

树立健康、快乐、进取的足球理念；让参与足球成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使足球运动成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载体。

梦想彼岸
2016-2020

青少年足球人口明显增加，建成特色足球学校 2400 所，中小学生经常
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 200 万人。

全区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万人，注册等级教练员与合格足球教
师达到10000人，注册等级裁判员达到1000人，注册球员达到30万人。

全区建有 2600 块以上足球场地，使每万人拥有 1 块以上足球场地。
符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具框

架，行业标准和规范趋于完善，竞赛和培训体系科学合理，足球事业和产业
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确立，足球大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2021-2030

青训体系构建完成，足球氛围更加浓厚，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
完善健全，多元投入持续稳定，基础设施完备，群众普遍参与，足球人口大
幅增加，改革试点经验得到推广。

每万人拥有 2 块足球场地。
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
足球产业规模有较大提高，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
拥有知名品牌赛事，蒙超、蒙甲等准职业联赛得到广泛关注。
草原足球文化初步形成，基本建成足球大区。

2031-2050 年

足球事业和足球产业全面发展。
足球竞技水平与世界接轨，为国家培养、输送一批优秀运动人才。
形成具有内蒙古特色的草原足球文化。
建成足球大区，并向足球强区迈进。

□本报记者 王雅静

近 日 ，我 区 出 台《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足 球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16-2050 年）》，为我区足球运动的改革与发展书写了迄今
为止最为惊艳的一笔。规划回顾了我区足球运动发展的历史；
总结了我区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以来，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绘制了一张近至 2020 年，中至 2030 年，远至
2050 年的足球运动发展路线图。

2016，内蒙古足坛风起云涌。
这一年，我区作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开始大规模兴建、改善足球运动基

础设施，培育职业竞赛体系，广泛开展校园、职工、社区足球运动。
自治区足球热度持续升温。
作为自治区足球改革与发展的记录者，《草原足球》版，密切关注我区足球动向，从赛

场、社区、学校、农村、牧区为读者传递出大量足球资讯。
2017，《草原足球》版将继续深入挖掘足改工作的亮点与经验，更加关注草根足球的发

展，愿与我区的足球运动一起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编者

划出一道美丽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