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出青训营被索赔 18万元

受伤小球员的母亲张女士称，孩子自

2024年 2月从西安赴大连参加“嗨球少
年”青训营测试后，就入选成为主力队员，

除了每日文化课程学业外，还有至少 4小
时的高强度体育训练。由于医院诊疗孩子

膝盖出现胫骨结节炎、髌腱炎、骨裂等病

症，家长提出退训，希望开具“球员自由身

证明”。对此，青训营方面按照“一天训练

费 500 元”计算，索要 18 万元赔偿，这让
张女士觉得不合理。

项目发起人孙继海曾公开表示，免费

青训让真正有天赋的孩子不会被拒之门

外。据介绍，“嗨球少年”配备了豪华教练

团队，包括两名亚足联职业级教练及七名

亚足联 A级教练，小球员还有机会前往德
国、日本等地参赛、交流。“培训一名球员

每年的花费在 20万至 30万左右。”

一位接近中国足协的人士对记者表

示，从青训机构角度看，投入巨大成本培

养球员，若球员中途随意退出，前期投入

便可能付诸东流。“在职业足球领域，球员

转会时，新俱乐部需向原俱乐部支付培养

费，以补偿其培养成本，这是行业通行规

则。面对球员退训时，要求合理赔偿并非

毫无道理，但 18万元的赔偿金额是否经
过严谨核算，值得研究。”

张女士认为，当初因“嗨球计划”的

“全免费”承诺才让孩子加入青训，如今孩

子受伤退训却面临高额赔偿，心理上难以

接受。她表示，理解青训营的付出，愿意给

予合理补偿，“可 18万元的要价实在超出
承受范围”。

据悉，“嗨球少年”一直以“全免费”为

由头，但“免费”并不意味着“无成本”。相

反，青训的运营成本高得惊人。根据项目介

绍，一部分资金依赖于公众募捐。

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 1月，“嗨球少
年”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

育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合作，共同发起“海选未来足球

计划”公益项目，通过网络募捐

的方式筹集资金。截至 2025年
5月 30日，已有 15.1 万人捐
赠，筹得 8985288.56 元，达成
目标金额 11000240元的 81%。

野全免费冶青训营背后的
资金困境

记者通过字节跳动公益平

台检索发现，“海选未来足球计

划”项目备案时间为 2024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项目上线时间为 2023年
12月 31日，募捐时间为 2年。
其合作公募机构为中国关心下

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

根据“海选未来足球计划”

项目介绍，入选青训基地的“嗨

球少年”的训练、比赛、生活均

免费，体教融合，旨在让有天赋

的足球少年不因地域、家庭局

限被埋没。项目招募核心精英

教练组（如亚足联职业级、A级
教练），打造系统的训练体系，

为“嗨球少年”们提供专业指导

和优质资源。自 2024年 1月以
来，共计 73名来自全国 20多
个省份的孩子接受孙继海核心

教练团队指导。

另据“海选未来足球计划”

项目预算表显示，2024年 1月
至 2024年 5月，“嗨球少年”日
常训练比赛费用预算金额中，

“球队训练装备及器材费用”

100000 元，“大型比赛费用”

325500 元，“小型比赛费用”241500 元，
“球员海选费用”100000元，“大数据分析”
为 100000元。公益覆盖比例均为 100%，
意味着这期间预算资金均为公益资金。

而同样的“嗨球少年”日常训练比赛

费用，在 2024年 6月至 2025年 5月的预
算表中，已有调整（根据 2024年 1月至
2024年 5月实践情况，部分项目内容及单
价存在调整/优化）。球队训练装备及器材
费用 50000元，夏冬训保障费用 467500
元，大型比赛费用 282000元，小型比赛费
用 420000元，基地海选物料费 20000元，
基地海选差旅费 40000 元，公益行费用
100000元、公益行差旅费用 200000元、优
秀队员试训基金 25000元。

记者注意到，后一期的预算表中，公

益覆盖比例除了公益性差旅费用覆盖

50%之外，其他板块均只覆盖 25%。显然，
公益覆盖不足的部分还需要其他经费来

补充。

上述接近中国足协的人士表示，孙继

海的青训项目接受了社会募款并获得了公

益平台的支持，这使得该项目具有一定的

公益性质。青训项目本质上是一项培养人

才的事业，既要关注体育发展，也要确保可

持续运营。“商业化和公益化的结合是不可

避免的，但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二者。”

商业与公益的平衡难题

除了公益募捐，“嗨球少年”项目背后

的北京嗨球科技有限公司也试图通过其

他商业业务来反哺青训。但在实际操作

中，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公益目标，成为

一大难题。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资深顾问李劲表

示，公众常将“免费”与“公益”画等号，这是

一个认知误区，公益并不等于无偿。“公益

的核心是服务公共目的，具有自愿性、自发

性和非强制性，而非仅凭是否收费来界定。

公益项目与商业行为需要清晰分界。”

对于像孙继海青训项目这样既有私

人投资又通过基金会进行募捐的“公益+
商业”模式，李劲认为，“运营主体必须具

备区分公益与商业的能力。如果公共募集

的资金用于培训学员，就不应要求家长支

付赔偿，而投资人投入的部分则可能另当

别论。”

他表示，“全免费”的承诺意味着需要

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学员的训练、生活、教

育等方面，确保每名学员享受到优质资

源，这要求商业支持能够稳定且持续地输

血给青训项目。

西安仲裁委员会体育商事仲裁院院

长范海兰表示，虽然该俱乐部声称其项目

具有公益性质，并获得了部分社会捐赠，

但实际上，很多青训项目在运营中并未严

格遵循公益原则，反而过度商业化，导致

公益性质变得名不副实。

“公益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主要用于

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和成长，而非俱乐部运

营的资本。”范海兰认为，“青训项目不应

只着眼于经济利益，而应致力于发现和培

养足球人才，为更多孩子提供公平的发展

机会，而非短期的商业利益。”

而针对家长提出的解约赔偿问题，上

述接近中国足协人士表示，青训项目中的

学员注册制是行业惯例。一旦孩子进入青

训体系，他们就会与俱乐部签订合同并进

行注册，离开时需经过俱乐部同意并获得

“恢复自由身”证明。他指出，这一做法在

全球范围内都十分普遍，目的是保护青训

机构的投入和人才培养成果。但他也表

示，在涉及赔偿金额时，俱乐部应更加透

明，并依据合同条款进行合理的赔偿。

范海兰则表示，青训项目的合同条款

通常未充分考虑运动员的权益，尤其是涉

及解约、赔偿和运动员人身自由的条款。

“任何形式的合同都不能过度限制个人的

自由，尤其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俱乐

部不应将孩子的未来束缚在某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一纸合同并不是卖身契，双方均

可解除合同，按合同约定处理赔偿问题。

但若合同条款未明确或显失公平（如高额

赔偿远超实际损失），家长可通过法律途

径主张撤销或调整赔偿金额。”

青训营提出的 18万元赔偿，按照“一
天训练费 500元”计算，这一标准是否合
理？是否经过严谨的成本核算？

范海兰建议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仲裁

机构进行调解和裁决，避免双方陷入无休

止的口水战，进而快速、有效地解决纠纷，

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截至发稿时，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抖音

账号“张卓毅妈妈”，希望查看合同事宜，

但未获得回应。

公益青训足球的发展路径

公益青训项目作为以培养孩子为中

心的社会项目，不仅在于培养足球人才，

更在于为球员提供更好的成长平台。公益

青训平衡公益和商业的矛盾，如何确保运

动员在其中的权益，值得关注。

2024年 3月，国家体育总局等 12部
门印发《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

见》，旨在推动青少年足球事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足球青训迎来新的契机。

记者注意到，除了孙继海发起的“海

选未来”足球计划公益外，一些前足球运

动员、爱心人士也纷纷投身公益足球青训

事业。

2025年 5月，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内蒙古蒙牛公益基金会、蒙牛集团联合

主办的“2025希望工程蒙牛足球未来星公
益行”启动，计划在北京、苏州、东莞、沈阳、

成都、乌鲁木齐 6座重点城市，面向 U10
到 U12年龄段的青少年开展选拔，将专程
赴贵州“村超”举办地榕江县进行海选。

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体育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足球青训项

目。同时，青训项目也正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深入挖掘足球产业链上下游的商业价

值，吸引企业以冠名赞助、股权合作等形

式参与到青训中来。

范海兰表示，“青训项目应当是一个

共赢的过程，俱乐部提供专业的训练和支

持，家长和运动员付出努力，共同推动孩

子的成长。只有通过积极合作，才能让每

一位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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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员因伤退训被索赔 18万元：

野商业+公益冶办学模式下的青训足球困境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日，一则“小球员因伤退训被索赔 18万”的新闻，将足球运动员孙继海创办的“嗨球少年”青训营推上了舆论

风口浪尖。

5月 27日，抖音账号“张卓毅妈妈”爆料，去年 2月，12岁的孩子加入球星孙继海开办的全免费“嗨球少年”青训

营项目后，因每日超 4小时训练，孩子膝盖出现伤病。其无奈提出退训，并希望开具“恢复自由身”证明，青训营却以

“一天训练费 500元”为由，要求赔偿 18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嗨球少年”是由北京嗨球科技有限公司设立的一个少年青训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公益赞助、政府支持，以及公司其他业务的营收兜底，以“全免费”模式对外招募青训少年。

而“商业 +公益”青训足球办学模式透露出的平衡难题，也凸显着发展中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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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海选未来足球计划冶项目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