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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背景下中国男篮归化问题研究

王玉鹏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当今世界，通过引入归化球员来提升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已经屡见不鲜。本文采用文献

资料法对当今篮坛世界各国归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男篮进行球员归化的

利弊、困难点以及实践策略，以期为中国男篮在进行球员归化时提供参考与借鉴。研

究结果表明：通过球员归化，部分国家篮球竞技水平确实有所提升，但不合理的归化

也影响了篮球运动的公平性，制约着篮球人才的长期培养；中国男篮在进行球员归化

时主要存在民族意识和入籍问题两大阻碍；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应该：积极化解

民族意识阻碍，谨慎选择归化球员；努力解决国籍转换难题，寻求社会各界支持；着

力培养归化球员文化认同，促进归化球员积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使其更好

地为中国篮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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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aturalization of Chinese Men’s Basketball Team in the Context 
of Sports Power

WANG Yu-pe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it is not uncommon to raise the level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naturalized players. In order to make the naturalization of players smoother for the Chinese men’s basketball team,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to analyze the naturalization phenomenon of the world in basketball today, 

and analyzes the pros, cons,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players in the Chinese men’s 

basketball te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naturalization of players, the level of basketball competition 

in some countries has indeed improved, but unreasonable naturalization also affects the fairness of basketball and 

restricts the long-term cultivation of basketball talents. The Chinese men’s basketball team mainly has two major 

obstacles to the naturalization of players: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natural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we should: actively resolve the obstacle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arefully select naturalized players; Striv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ty change and seek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trive to cultiva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naturalized players, promote the active integration of naturalized players into society, and enable them to 

better serve Chinese basketball.

Key words: Sports powerhouse; Naturalized player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dentity

近些年来，体育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把我国建设

成体育强国，并且将其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之一［1］。体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竞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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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

竞技体育是建成体育强国的硬指标之一，推动竞技

体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3］。我国竞

技体育发展的历程，是中国人民追求体育强国梦想的集

中体现，与全体中华儿女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相伴而行。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华体育儿女在国

际赛场上都奋勇当先，顽强拼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显著地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

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因为

体育而更加团结。当前世界局势动荡，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各个国家明争暗斗，世界形势千变万化，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类风险挑战，体育领域也

必然面临着多重压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竞技体育的独

特作用，发挥其凝聚人心的内在潜力，在新时代中发挥

竞技体育的光荣使命。

要加强国家队的管理，加强运动员的思想建设、政

治建设、作风建设，学习人民军队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良好品质，打造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国家队。国家队

运动员要努力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在自己的领域内加

强训练、提升能力，在压力中奋勇前行，创造属于自己

和国家竞技体育事业的辉煌，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自己

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自己的

作用。

2  世界篮坛归化球员概述
亚洲篮球基础薄弱，总体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落

后，发展起来需要时间。但近年来，归化球员的出现，

使得不少亚洲球队的竞争力得到提升，从而提高了亚洲

整体的篮球水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男篮在归化球员的率

领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大量引入归化运动员之后，

菲律宾男篮在六七十年代一度统治亚洲篮坛。当前，

现役 NBA 爵士队球员乔丹· 克拉克森是菲律宾男篮

阵中最大牌也是最受关注的归化球员，他是菲律宾后

裔，有一半的菲律宾血统。克拉克森在 2020—2021 赛

季成功拿下了 NBA 最佳第六人的奖项，有着不俗的实

力。2018 年 8 月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乔丹·克拉克森

开始代表菲律宾为国出战，并且在此届杯赛上给我们

的后卫线造成很大冲击。另外，现役 NBA 火箭队球员

杰伦·格林、NBA 雷霆队球员杰林·威廉姆斯等都有

菲律宾血统，在未来，菲律宾一定会努力将这两人归

化到男篮阵中，让他们为菲律宾出战；由于地理位置

优越，西亚波斯湾地区国家拥有着令众多国家羡慕的

石油资源，这给西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数以亿万计的

育事业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衡量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两者密切相关。国家体

育总局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体育强国》

中，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国家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必须建成世界一流竞技体育，做实建设体

育强国的硬指标。要瞄准世界一流强队，以三大球为

重点，把国际经验与本国经验结合起来，攻坚克难、

锲而不舍，打造能征善战、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国

家队。”［1］

2019 年男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男篮取得开门红，

首战顺利赢下科特迪瓦，但是在随后的两场比赛中接连

输给波兰、委内瑞拉，一胜两负的战绩使得我们止步小

组赛阶段。在随后为了争取直接进入东京奥运会的排位

赛中，又输给尼日利亚。从这届杯赛及后续中国男篮在

国际赛场的表现来看，中国男篮整体的竞技水平在不断

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国际篮坛，归化球员已

经成为各个国家提升战绩水平的重要方式。世界上的顶

尖球队，例如西班牙男篮为了改善国内球员“青黄不接”

的局面，也曾归化过伊巴卡、米罗蒂奇。而 2019 年世界

杯中，归化球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都普遍存在。在为数

不多的亚洲参赛国家中，中国队是唯一没有引入归化球

员的队伍。

“归化”，英文释义是“naturalize”，中文意思是

指归服而受其教化，一般是指某个人在出生国籍以外自

愿、主动加入其他国籍的行为。运动员归化是指运动员

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并代表

其他国家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行为［2］。

在中国男篮实力大幅下滑、国家大力建设体育强国

的背景下，中国男篮是否需要考虑引入归化球员、提升

中国男篮竞技水平需要我们多加思索。长远来看，归化

一两名球员，确实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篮球基础薄弱、

篮球人口严重不足的现状，但是从短期内来讲，尤其是

在 2023 年男篮世界杯即将开赛的情况下，引入归化球员

确实能起到迅速提升国家队战绩的作用，也能在较短时

间内完成中国男篮国家队的既定目标，提高我们拿到直

通 2024 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的概率。

1  体育强国与竞技体育
在和平年代，体育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各个国

家的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挥洒青春和热血，为的就是能

够为国家赢得荣誉。如今，体育所代表的也绝不仅仅就

是体育而已，它与一个国家背后的民族文化、政治意识、

人民希望都紧密相连，它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

族振兴的梦想，无数中国人民都殷切期盼着中国体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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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这些国家自然不缺进行球员归化的经济基础，

于是他们通过金元主义等方式大肆引入归化球员。通

过球员归化，西亚石油国家的篮球竞技水平大幅上升；

近些年来，看到众多亚洲国家进行球员归化并且取得

成效之后，日本、韩国也开始大量引入归化球员，但日、

韩其实并不过度依靠归化的球员，而是主要在本国男

篮弱势位置加强补充，东亚人普遍个子不高且身形瘦

小，因此日韩两国主要引入内线球员以对抗其他国家

的强势内线。近几年，日韩两国因为归化运动员获得

了不少的收益，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加大球员归化的力

度，而且随着他们国内球员例如八村塁、渡边雄太等

人的成长，日韩两国的整体实力也会不断提升，已然

对中国男篮形成了巨大威胁，未来中国男篮在东亚地

区的统治地位将会迎来日韩两国更多的挑战。

早期，归化球员现象更多地出现在欧洲球队当中曾

经在NBA打球的乔金·诺阿（瑞典）、克里斯·卡曼（德

国）、科斯塔·库弗斯（希腊）、贾斯汀·汉密尔顿（克

罗地亚）等，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球员。直到现在，一些

欧洲球队都还有美国外援。例如，在 2022 年男篮欧洲杯

参赛的24支队伍中，有12支队伍引入了归化的美国球员，

并且绝大部分都在球队中担任主力。其中，保加利亚的

归化球员迪·博斯特以场均8.4个助攻加冕赛事助攻王，

西班牙归化球员洛伦佐·布朗在决赛中拿下 14 分 11 助

攻的数据，帮助西班牙成功夺得 2022 年欧洲杯的冠军。

3  中国男篮归化球员的利弊分析与困难点
3.1  中国男篮归化球员的积极作用

1）归化球员可推进中国篮球文化的发展繁荣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世界各

国的联系都在不断加强，而且这种联系早已从经济领

域扩展到各个领域之中。在体育领域，世界各国的沟

通交流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华民族历经五年多年的发展，融合了众多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包容性非常强，正是在与各国各族人民

的沟通交流中才成就了如今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通

过球员归化，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球员背后的国家篮

球文化，加强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世界篮球文化植根

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也都孕育出了不同的篮球文化，

美国篮球文化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欧洲篮球文化强调

整体协作，南美篮球文化强调奔放热情，澳洲篮球文

化强调凶悍对抗。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边界

已经变得模糊。通过引入归化球员，不仅有利于篮球

技战术理念的沟通交流，而且我们通过学习不同国家

篮球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还能促进中国篮球文化的发

展繁荣，进而在和谐健康的篮球文化中促进中国篮球

水平的提升。

2）归化球员可促进篮球人才合理流动，提升国家篮

球水平

篮球传入中国虽说已有一百多年，但在近现代，

中国饱受侵略，国内战火不断，篮球也自然没有发展

的空间。欧美篮球发展历史悠久，篮球人才辈出，常

年在世界篮坛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打篮球的人很

多，但是真正的专业篮球运动员与传统篮球强国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我们难以在篮球这项运动中占

据有利地位的原因之一。1992 年，美国男篮梦一队在

奥运会中的所有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胜利，不存在任

何输赢悬念。2008 年，科比领衔的梦八队再次出征北

京奥运会，有惊无险地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除了西

班牙对美国男篮夺冠之路造成了一些阻碍，其他国家

几乎都是被美国男篮碾压出局，中国男篮的黄金一代

球员们拼尽全力也只和美国维持了半场的均势。归化

球员时代的到来，能够很好地改变这一不平衡的发展

格局，也给了我们提升篮球水平的绝佳机会。归化球

员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能够即插即用，快速

补充我们的弱项，因而能在短时间提升中国篮球国家

队的水平与实力。归化球员也能够带来一些先进的训

练理念与方法，促进中国篮球逐渐形成科学的训练体

系，进而推动中国篮球的合理发展。

另外，对于球员个人来说，归化也给了一部分球员

为国征战的机会。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能够代表国家

参加世界性的比赛无疑是对其实力的最大认可。世界篮

球起源于美国，因此美国篮球历史悠久，长期在世界篮

坛处于顶尖位置，篮球人口基数庞大，国内有很多优秀

的篮球运动员，也势必会造成一部分球员没有机会代表

国家征战。这些球员归化到其他国家，代表他国参与奥

运会等国际赛事，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他的水平、展

现出他的价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人才的流动是

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

3.2  中国男篮归化球员的消极作用

1）归化球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竞技体育公平性

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你追我赶、永不言弃，

虽然竞争过程很残酷，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力会得

到发挥、价值会得到展现。近些年来，归化球员越来

越普遍，虽然国际篮联也对球员归化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在国际篮联赛事体系下，每支国家队只允许有一

名归化球员出战，但该归化球员，需要在 16 岁以后获

得一国国籍，且在 17 岁以后没有为原代表队参加过比

赛。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一些国家过度引入归化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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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为了迅速提升竞技体育实力，采用“拿来主

义”“金元主义”的模式大肆归化球员，在归化政策

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取得了很多本不该有的成

绩，使竞技体育严重变质。这种球员归化的模式使得

一些国家获得了显著收益，他们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

走“捷径”。例如卡塔尔、菲律宾，仍在大幅度地增

加归化球员的数量，其国家队中的归化球员数量在逐

年上升。菲律宾在雅加达亚运会中利用当时规则中可

能存在的一些“漏洞”，打规则的“擦边球”，给赛

事主办方和亚洲篮联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也影响了

亚洲篮坛的积极发展方向，影响了赛事的公平性，对

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2）归化球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球员的培养发展

归化球员一般都是实力比较强劲的运动员，在队

内一般都处于核心的地位，在比赛形势比较严峻、场

上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刻，教练员一般会选择将归化球

员放在场上，长此以往，国内球员会因为没有比赛时

间而得不到锻炼，进而影响国内球员的发挥，不利于

我国篮球人才培养。当前，我们的男篮国家队伍中都

是本国球员，他们有着充足的时间在场上去感受与各

个国家篮球运动员实力的差距，从而激励他们加强训

练，提升竞技水平。如果国家队与球员之间只是金钱

雇佣关系的话，这些归化球员也只会把打比赛当成一

种工作，而不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战斗，不会

让他从内心觉得要为国家付出一切去争取胜利。通过

球员归化，在短期确实能够起到迅速提升国家竞技体

育水平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会影响我们国家

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我们国家篮球竞技水平

长期提升。

3.3  中国男篮归化球员的困难点

1）民族意识较强，部分球迷不接受归化球员

几千年来，在孔孟儒学的影响下，中华儿女孕育

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的民族气节。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困难。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外国列强侵略，在

进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

逐渐形成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

成立以后，战火的创伤使得我们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从零创造，中国人民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在伟大建

设的过程中先后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祖国至上，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中华民族

意识在这些伟大精神中不断加深。近些年来，中国男

篮进行球员归化的话题不断发酵，虽然人们思想更加

开放、包容性更强，但是批评的声音依然很强烈。例

如，中国街球圈的吴悠，多次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自

己对于进行球员归化的看法。他认为这无疑是急功近

利的表现，他觉得虽然国家队成绩不好，但是希望大

家一起扛过这个低谷期，爱中国男篮不应该只是爱他

的成绩，更应该爱的是队里中华儿女的拼搏精神，更

应该输赢一起抗。不只是吴悠，很多球迷都普遍认为：

倘若有一天，中国男篮的队伍里多了几个金发碧眼的

面孔，他们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了解中国文化，就

算他们取得了优异成绩，中国人民内心里也会觉得这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会有民族认同感，另外也可能

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心。

2）入籍难度较大，相关政策措施不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不

得有双重国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归化球员想要代表

中国征战国际赛事，就必须先放弃原有国籍。对很多归

化球员来说，这无疑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并且，我国现

存的入籍政策中，没有专门为了引进高水平运动员而设

定的规则，也没有相关的简化手续，使得运动员的归化

更加困难。

4  中国男篮归化球员的实践策略
4.1  化解民族意识阻碍，谨慎选择归化球员

体育事业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是存在在天然联系

的，彼此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女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的辉煌成绩，极大地振奋了全体中华儿女的精

神，中国人民深受鼓舞，女排姑娘们也一度被称为“民

族英雄”。虽然改革开放已有近五十年，社会迅速发展，

各种思潮也不断融合，但是短期内国人接受运动员归化

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中国男篮在归化运动员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国人的民族情感，循序渐进，可以优先

尝试归化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华裔运动员。华裔球员本身

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国人在情感上也更易于接受［4］，滑

雪领域谷爱凌的归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应该

积极接触世界篮坛中的优秀华裔球员，补充我们的短板，

使我们的阵容配置更加合理，顺应国际篮球发展趋势。

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归化 CBA 当中的优秀外援，像马

尚·布鲁克斯、多米尼克·琼斯等都在中国打球、生活

超过五年以上，他们与队友、球迷相处地十分融洽，也

对中国传统习俗、文化有了一定认识，本身比较认同中

国社会，能够较快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同时国内

球迷也比较认同这些优秀外援，乐于接纳他们。从客观

角度来看，归化球员的引入，有利于我们迅速提升国家

队竞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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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解决国籍转换难题，寻求社会各界支持

中国男篮进行球员归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国家、社会、人民的共同理解与支持。除了民族意识

阻碍外，中国男篮归化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何顺利解

决归化球员的国籍问题。《国籍法》第 7 条第 3 款“有

其他正当理由的”可以作为今后推动归化球员的切入点，

以降低入籍难度，另外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

批管理办法》第 6 条第 3 款“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

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可以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证取得难度［5］。这样一来，外籍篮球运动员加入中国国

籍的难度就会有所降低。另外，中国篮球协会有义务积

极与各方面各组织协商，在工作中要积极发挥自身职能，

加快推进外籍篮球运动员归化进程。大众传媒要发挥正

确舆论引导作用，客观报道归化球员为国家体育事业做

出的贡献，让民众了解到归化球员的意义与价值，消解

民众的抵触情绪。

4.3  培养归化球员文化认同，促进归化球员融入

社会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

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

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6］，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近些

年来，日本归化了很多运动员，他们对日本体育事业贡

献颇丰，并且大多数归化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会选择继续

留在日本，在日本体育界的各个领域发挥自己的余热，

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着日本文化，他们在日本的

社会文化环境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感。虽然到现在中国在篮球领域还没有归化球员，但在

足球领域，已经归化了一些外籍运动员。这些非华裔的

足球归化运动员普遍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尽管有些归

化球员在中国已经踢球、生活很多年，但是他们连最基

本的语言沟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很明显他们还没有融

入进中国社会，至于退役之后是否还会留在中国，为我

国的体育事业奉献力量更是不得而知，这些都是当前我

国足球领域归化运动员亟待解决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

可以对中国男篮在归化球员时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让

我们提前预防、主动规避这些困难。在男篮进行归化时，

我们尤其要注重培养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使其在归化

之后尽快地融入中国社会。首先，为了解决归化球员最

基本的沟通交流问题，我们可以为归化球员配备专门的

中文老师，让他们尽快掌握中文基本知识，这有利于他

们与队友教练进行沟通，也有利于队内和谐氛围的培养。

其次，在比赛训练之余，组织相关活动，让归化球员参

与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参观中国历史景点及博物馆，在

实践中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了解中

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情况，培养其对中国社会发自内心的

认同感。归化而来的球员只有内心认同了中华文化，才

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才能发自内心地为中国篮球贡

献力量。

5  结语
中国男篮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成绩，虽然现在跌入

低谷让人痛心，但爱篮球的中国人民没有放弃篮球，大

家一直在努力重现中国男篮的昔日荣光。新时代新背景

之下，我们的观念要有所转变。一方面，我们要改变过

去“球员归化”就是急功近利的想法。虽说依靠几名归

化球员可能并不能给中国篮球带来质的提升，但是球员

归化确实能让我们短期内迅速提升篮球竞技水平，也给

了我们选拔球员的新思路，能够让我们发现当前篮球人

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速中国篮球改革，促进中

国篮球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归化球员也不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途径，虽然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开展归化工作，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切发展都要靠自己。为了我国篮

球的长远发展，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自身，结合我国篮

球运动发展特点及现状，发扬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精神，

形成健康有序的篮球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我国青少年篮

球联赛、大学生篮球联赛、职业篮球联赛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中国篮球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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