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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简称“视频助理裁判系统”。顾名思义，这项技术

主要依靠遍布足球场的摄像机镜头，多机位、多角度捕捉球员

在场上的每个细小动作，使裁判能够通过这些视频影像进行

判罚。这项技术自诞生起就伴随不少争论：支持者认为，高科

技的应用能够有效减少足球场上的“冤假错案”；反对者则说，

VAR削弱了足球这项运动的激情和魅力。

在 与 VAR 磨 合 了 五 个 赛 季

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决定在 6

月6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决定

下赛季这项技术的去留。这一提案

由英超其中一家俱乐部狼队提交，

需得到英超 20 家俱乐部中 2/3（即

14家）的支持才能通过。本报记者 应璐洋

VAR系统进入球迷和大众视野，并应

用于赛事中，并非一蹴而就。其首次在国

际足联认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最早可以

追溯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的世俱杯半决

赛。在鹿岛鹿角 3：0 战胜国民竞技的比赛

中，裁判依据VAR系统判罚了点球。

随后，2018 年 3 月，VAR 应用在俄罗

斯世界杯上。并在小组赛法国与澳大利亚

的焦点战中，诞生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

通过观看 VAR 实行的改判。而在俄罗斯

世界杯法国对阵克罗地亚的决赛中，佩里

西奇在防守法国队任意球时不慎禁区内手

球，裁判经VAR回看后判定点球。

自此以后，VAR系统在国际球赛上频

繁亮相。南美洲足联宣布自 2023 年起，该

联合会组织的所有比赛都用上 VAR。同

年，欧足联官方宣布，从附加赛开始，欧会

杯 整 个 淘 汰 赛 阶 段 都 将 使 用 VAR。

2023-24 赛季，欧冠、欧联和欧会杯共有

239场比赛使用VAR。

那 VAR 系统在技术上就没有对手了

吗？2021 年，升级后的“半自动越位识别”

（SAOT）技术系统开始应用于卡塔尔举办

的比赛上，随后又被引进了欧洲超级杯和

欧冠比赛。相比 VAR 用视频慢动作回放

来辨别越位与否，SAOT 在科技含量上更

进了一步。

这套系统通过足球内部的传感器和安

装在球场内的 12 个跟踪摄像头，既能监控

足球的位置，也可以确定每名球员的实时

位置。2022 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上，

首次应用于世界杯的SAOT技术即提醒主

裁判厄瓜多尔球员越位在先，后者判罚进

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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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裁判引发争议不断

英超下月决定这项技术去留

VAR取消
你赞成吗

在 2018 年 11 月投票通过后，2019/20 赛季英

超联赛首次采用了 VAR 系统。自此，该技术在不

断改善裁判判罚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议。

主导取消 VAR 提案的狼队提出，尽管一开始

引入这项技术是为了足球和英超的良好发展考虑，

但它也带来诸多未曾预料的负面后果，包括削弱足

球的魅力和激情，破坏比赛的流畅度和完整性，削弱

裁判在场上的权威等等。

关于破坏比赛的流畅度和完整性的这个弊端，

相信看过本赛季中超第9轮浙江队对战河南队比赛

的观众们都深有感触。仅上半场，VAR 就数次介

入，不仅消耗大量时间，还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最

终，两队上半场的补时长达 17 分钟，现场球迷纷纷

感叹“如此超长补时真是见所未见。”这场比赛，浙江

队取得 4 比 1 的大胜，然而，赛后球迷们对 VAR 争

议判罚的讨论却远远超过了对比赛本身的关注。

事物都有两面性，VAR 能够在足球世界全面

铺开，说明这项技术带来的优势和便利显而易见。

英超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自从 VAR 进入英超联

赛以来，判罚的准确率已经从 82%攀升到 96%。仅

在本赛季，VAR 就有 57 次正确干预，仅有 2 次错误

干预。

尽管最终的决策要等到投票后才会尘埃落定，

但据了解，大多数俱乐部支持保留这项技术，同时也

提出希望对它进行改进和优化。毕竟，VAR如今仍

是欧足联旗下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英超选择

“特立独行”，那么英超的俱乐部和球员们或将更难

适应欧冠等欧战赛事。

针对俱乐部的不满，英超公司也承诺会与裁判

公司一起改进这一系统。比如，针对如何提高VAR

沟通流畅性和透明度的问题，英超公司正致力于游

说国际足球理事会（IFAB）修改规则，希望能够允许

裁判在审查监控器的视频回放后第一时间向观众解

释判罚的原因。

准确率显著提升 比赛却支离破碎

尽管这项技术在英超的使用仅有五个赛季，但

在足球运动中，VAR 的历史已有近 14 年。随着时

代的进步，拥抱科技成为足球这项运动的发展趋势。

VAR最初的设想是由荷兰足协在2010年提出

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技术的有效使用，使足球裁判在

场上尽量避免错误决策。和 VAR 设想一同提出的

还有门线技术，即通过技术判断球是否越过门线，从

而判断进球是否有效。

新技术将会把足球这项运动变成什么模样？一

开始，没有人能够确切回答。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

拉特曾是引入门线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反对者，理

由是这样会打破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和流畅度。

当业内人士还在纠结于足球运动是否该被高科

技手段“重塑”时，各类“冤案”的发生已经悄然打破

人们心中的天平。2010年南非世界杯附加赛，法国

队借助一次应该被判为犯规的手部停球获得进球，

并以此淘汰爱尔兰；南非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队

在 1 比 2 落后德国的情况下由兰帕德打入一球，皮

球已越过门线却被主裁判认定无效。

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错误，理应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随着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

诺上台，引入 VAR 逐渐被确认为世界足球的发展

方向之一。从各国职业联赛再到世界杯、亚洲杯欧

冠等等，这项技术如今已然在全世界铺开。比赛期

间，裁判因 VAR 的介入暂停比赛，通过二级听取

VAR裁判的建议或到场边观看回放，最后做出改判

或维持原判的一幕也成为比赛中常见的现象。

究其根源，VAR不过也就是一种对裁判判罚依

据的补充和增强，最终下达判罚决断的还是主裁

判。只要是人做出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伴随主观

的成分，就可能存在争议。无论球迷还是俱乐部，让

他们失望的其实更多的是决策标准，而并非技术本

身。为此，英格兰裁判公司（PGMOL）已推出一项

新计划，从基层裁判中挑选出一些未来有潜力成为

VAR专家的群体。经过培训后，这部分裁判将能更

高效地运作VAR系统，成为现有裁判的重要补充。

VAR变双刃剑 拥抱科技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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