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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中国足协11月25日在上海召集

投资人会议， 就未来中国职业联赛

发展的相关问题征求中超俱乐部投

资人的意见，对中超联赛以及中甲、

中乙俱乐部实施 “限薪”、“减薪”问

题征求意见。 据称，会议期间，围绕

着相关规定与细则，争论不少，这也

很正常， 毕竟这涉及到诸多人的切

身利益。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人

对限薪额度是否太多提出异议， 这恐

怕就有些让人不解了。

譬如， 当中国足协提出U21球员

限薪100万人民币时，有俱乐部以上海

绿地申花俱乐部的朱辰杰为例子，认

为这不合理。 因为朱辰杰在今年已经

入选了国家队， 而且在中国男足征战

40强赛的前四场比赛中，场场首发，类

似像朱辰杰这样的球员， 限薪百万人

民币，似乎就很不合理。这个例子的确

让人觉得很有道理， 甚至让人无法反

驳。但是，仔细琢磨，在中国足坛，类似

像朱辰杰这样的球员，究竟有多少？恐

怕也就是个例吧？那么，以个例来反对

普遍性的东西，这合理吗？

从规则的制定角度来说， 更多的

时候， 恐怕只能以普遍性作为一个基

本出发点，而不可能单单考虑一个“个

例”。 这就好比在拟定法律条文的时

候，更多地是以普遍性作为一个标准，

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我们不能因

为“个例”的存在，就以此来全面推翻

或者否定某一条法律规定。 作为规则

的制定者， 更多地顾及大多数显然是

合理的、正确的，当然也尽可能需要考

虑周全。

就现在中国足球的现实情况而

言，外界普遍的感觉就是：现在中国球

员的价格远远偏离了真正的价值！ 所

以，围绕着球员身价虚高的问题，外界

热议不断。而俱乐部也是“有苦难言”，

因为负担实在太重。 而且， 某种程度

上，俱乐部之所以负担过重，很重要一

点完全是因为俱乐部的“面子”所致，

因为有个别俱乐部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 而且还不是追求足球本身

的利益，而是为了足球以外的东西，因

而不惜血本、不计成本拼命“烧钱”，将

整个俱乐部的运行成本无限度地抬

升。因为别的俱乐部这么做了，自己的

俱乐部如果不“跟风”，就有可能会被

外人说三道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面子”！ 于是，为了

本俱乐部、自己的面子，就只能跟风，

从而导致现在的中国足球 “泡沫”飞

溅。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管理部门，中

国足协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限制高

薪，这也应该算是合理的。这其实也是

为俱乐部以及投资人、老板们着想。不

过，就像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足球不团

结”，尤其是在球队输球的时候，说球

员在场上不团结，其实，球场之外，各

家俱乐部大老板都不团结， 相互之间

都在算计着。因为相互之间在算计，所

以，更多的时候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

就好比一名球员如果不愿意接受降

薪，可以去其他俱乐部，因为其他俱乐

部愿意给高薪。 这难道不就是中国足

球老板们的不团结？ 当老板们为了自

己的小九九而无法团结一致时， 又可

以让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必须要团结

一致？ 这恐怕就是中国足球的问题所

在。

所以，中国足球的“限薪”其实压

根就不是中国足协拟定怎样的标准问

题， 而是在于中国足球人能否真正团

结一心，将个人、个体的利益暂时先安

置于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之下。 唯如

此， 中国足球才有可能真正发生一些

改变。

阿仁

自说自画

●足协日前发出了 《中国足球

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

员工作合同的通知》 与这个通知的

说明。 足协认为“降低职业联赛俱乐

部财务负担规范薪酬体系转会市场，

严格监管措施”， 能使中国的职业联

赛健康发展。一句话，要限薪了。还有

隐蔽的一句话，即迄今为止的各级职

业联赛并不健康， 联赛中的中超、中

甲、中乙都病了。 病得还不轻。 什么

病？ 铜钿银子拿得太多的毛病。 高价

年薪致使许多球员丢失了为国家争

光的荣誉感与顽强拼搏的意志力。最

近的写照就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强赛的中叙之战。为这场比赛火线

辞职的主帅里皮对上场国足作出了

鉴定：“我们的球员表现得很害怕，没

有斗志、欲望，不能踢出训练的东西

……”这也因此有议论认为张琳 的

一脚乌龙球蹭开了足协限薪令的盖

子。 如果没有这脚乌龙，那么战平了叙

利亚队的国足还可以留在睡梦中继续

去点大钞票的。

●中超球员究竟有多少收入？ 一

团迷雾。 发高薪的俱乐部封口。 拿高薪

的球员闭嘴。即使有人来查查账簿也白

搭，阴阳合同比比皆是，暗箱操作白相

到海外。偶尔发生老板与球员翻脸的情

节，这才凸显了由海外公司为球员发铜

钿的细节。 有披露内情的报告称，中超

球员的人平均年薪约为750万人民币。

收入超过千万薪金的中超球员逾60人。

所以在联赛中上场踢踢皮球的球员，一

场球就有20至30万的入账。难怪有这样

的讲法：“球是踢得邪臭邪臭，钱是拿得

麦克麦克。”麦克麦克，是上海滩旧时从

洋泾浜英语转化过来的一句上海闲话。

意思是口袋里、屋里厢的钞票是大大的

有。 看来讲绿茵场上奔过来、奔过去都

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是不为过的。 看

台上摇旗呐喊的都是平头百姓，年收入

有个靠10万的就不错了。 相差太大。

●限薪，收骨头哉。 收骨头也是一

句上海闲话，形象生动地比喻对人要加

强管束。 用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为多。 教

师教育惩戒征求意见稿面世，上海电视

台为此做的标题就是：“熊孩子，收骨头

了！”收收小囡的骨头便当，而足球场上

都是钱包鼓鼓的大爷们，能收他们的骨

头吗？ 收得了他们的骨头吗？ 足协是亮

出了勇气与手段，各个俱乐部会拥护配

合吗？面上唯唯诺诺，背后做做小动作、

假动作的，更要对此狠收骨头。 教育惩

戒条例中有此一条：“不超过一节课堂

教育时间的教室站立或者面壁反省。 ”

对违规的俱乐部老板可以参照惩戒；不

超过一场球的时间在足球场上 “立壁

角”一记。 呵呵。

限薪这一步
不踏出便是绝路

恒大的
逆向思维

上轮中超天王山之战， 恒大赢

在其逆向的战术思维。

恒大和上港的交战史说明，双

方外援的临场发挥是成败关键。 赛

前，摆在双方面前的战术选择，无非

就是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打法，拼谁

的外援更能进球，这是正向思维；还

有就是逆向思维， 我不管自己外援

能不能进球， 我先让你的外援感觉

难受，以破坏对方的进攻为出发点，

比谁不那么烂。

正向战术思维屡屡遭挫， 已经到

了背水一战的恒大， 选择了逆向战术

思维。三名中后卫的站位，将杨立瑜解

放为右翼卫， 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主

动变阵，高位逼抢防守的战意甚浓。

张修维更是奇兵。他能抢善拼，跑

动范围大， 踢球有侵略性。 他的侵略

性，包含了技战术和心理两个层面。因

为他具有攻击性的缠绕防守， 很容易

激怒对手，特别在本方取得优势后，他

也善于刺激对手，起到打乱对方节奏、

打击对手信心的效果。就这点来说，张

修维的作用堪比老将郑智。

比赛第77分钟， 上港获得了一个

靠近禁区的任意球机会。整场比赛，上

港没有一次射正球门。 这样靠近对方

球门的定位球机会， 对于上港来说非

常宝贵。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先是张修维抱住皮球阻延罚球， 浩克

情急之下抢下皮球， 张修维追上去要

讨说法，准备罚球的浩克推都推不开，

林创益过来要保护浩克准备罚球，也

被张修维推搡。

就在此时， 郑智则跑向倒地的李

圣龙，低头对他说着什么，结果李圣龙

爬起来用手搂郑智的脖子， 明显带着

情绪。 无论是张修维，还是郑智，都没

有犯规， 但是却在上港反攻最猛的时

候， 不仅为体能已经透支严重的本队

赢得了喘息机会， 更是加剧了攻方的

急躁心情。

这样的场景只是全场的一个缩

影，恒大通过凶狠的高位逼抢，辅以非

技术层面的语言和动作的干扰， 限制

对方核心球员的逆向思维战术果然奏

效。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的裁判

比较宽容身体对抗， 也放大了恒大的

战术效果。第31分钟时，韦世豪接后场

传球时停球过大， 眼看要被贺惯夺去

球权，韦世豪情急之下拉倒贺惯，不远

处的裁判却毫无表示， 结果后插上的

保利尼奥控球后完成了一次极有威胁

的射门。

但是，所谓正向或逆向思维，只是

过度依赖外援的中超球队一个硬币的

两个面， 遇到浦和红钻那样依靠整体

而不是依靠球星的球队， 逆向思维也

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作用。

限薪争议
因缺少团结

收骨头哉

这几年， 每到秋去冬来的时分，

坊间总会传出几则有关中国足球的

未来政策动向。 尽管，这些传言中的

“未来政策”通常伴随着争议，但其中

的大部分还是会在来年春天落地成

真。 至于效果，那自然，呵呵。

今年并不例外。 在输给叙利亚、

里皮去职后不到一周，中国足协便发

出了《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

部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

为实质性推动“限薪令”做最后准备。

不过，这其实并非一则“崭新的

想法”。 早在去年此时举行的职业联

赛会议上，足协已与各俱乐部讨论并

制定了包括限个体薪水、限整体工资

额度、限投资人注资额等在内的财务

监管规程。 如今推进执行，并不令人

意外。 只是这个时间点非常赶巧，也

留给了外界想象的空间———是否因

为国足在世预赛上的难堪表现，才推

动了政策落地？ 当然存在这种可能

性。 就出台时间而言，这则通知确实

存在古怪之处：按国际惯例，自由球

员在合同还剩不到半年时就可与新

东家签约，而中国球员的合同到期日

普遍在年底，因此，更严谨的做法应

是在6月左右就暂缓签约， 不然仍有

可能遗留下不少让未来难办的“垃圾

合同”。

“限薪令”本身其实争议性不大，

这与之前陆续随着批评现身的政策

不同，因为这个需求并非来自管理机

构自身，而是市场主体已经深受高薪

所害。 在恒大刚介入中国足球时，顶

薪球员的年薪约为五六百万元，六七

年前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而如今，则

高达二三千万元。 就在这几日，有媒

体曝光，某位今年下半年才在中超稳

定打上比赛，此前曾出国转内销的国

内U23球员， 年薪高达八九百万元。

毫无疑问，如此高薪已经严重背离了

该位球员的能力。这一数额在日本国

内联赛已属于最顶级球星， 在欧洲，

也已接近二流球员的水准。这只是一

位在中超都只能算刚刚起步的年轻

人的收入，很难想象，这份高薪会让

他产生多大的动力去继续提高自己；

同样，对至少拥有一二十位如此球员

的一家俱乐部，要背上多重的薪酬包

袱。

由中超而起的泡沫早已波及到

低级别联赛，今年多支中甲、近半数

中乙球队未能如期上交半年度的薪

酬发放证明，这已经体现了中国足球

的市场基石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旦不

加以遏制，中国职业足球很可能面临

硬着陆，而此局面可能比冲不进世界

杯更具有摧毁性。很多人担心中国足

球“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但限薪这

一条，不属于政策强行介入，而是市

场主体确实对此有需求，但又无力自

拔，此时介入可以纠偏。 就目前已知

的情况，此次限薪所拟定的国内球员

年薪上限为 1000万元 （国脚上浮

20%?， 不像20年前的那次行政强制

限薪，由于设定金额过低且常年没有

变更，因而完全失去可操作性。 但在

执行等细节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还是

空白，如随时间上浮比例、第三方监

察、信息公开制度等。 但限薪乃至限

投入这一步， 是必然要踏出去的，且

越早越好，就此而言，这或许是国足

输给叙利亚的最正面影响。

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投资人会

议，提出了一些关于限薪的提案，其中

有几个条款， 还是期待进一步的解释

和补充。

比如所有入籍球员的薪资限定标

准和普通本土球员一样，那么问题是，

这个入籍球员非华裔和华裔全部包括

吗？如果包括，艾克森等一票巴西人岂

不是全部要重新签合同？ 人民币税前

1000万人民币的合同，哥几个会签吗？

如果不包括， 那就是说同样中国

国籍球员， 执行的却是不一样的薪资

标准，而且相差巨大。假如每个队用满

两个非血统归化注册名额， 相当于中

超的规定对于全联盟总共32名球员是

例外。 这规定还有实际意义吗？

另外，中超本土球员（含所有入籍

球员? 顶薪单赛季税前1000万， 中甲

600万，中乙300万。

凡领到顶薪球员， 不可在俱乐部

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自由转会。

这条个人感觉目的是限制顶薪球

员也就是国家队级别球员转会。 哪怕

你合同即将到期，只要俱乐部想留你，

就可以以原先的顶薪待遇， 强行和你

续签合同。

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里， 合同到

期的球员都可以自由转会啊。 和国际

不接轨的条款， 总感觉会留下一些隐

患。

其实要我说，如果真要想限薪，不

在俱乐部投入总额上下重手、下狠手，

目前看到的所有限薪的规定， 只会让

中超的强弱更加固化和分化。

在投入总额上下重手、下狠手，将

会使得一些俱乐部不得不主动清理大

存量的严重超标合同球员， 整个联盟

的薪资水准才有可能整体下移。

而且很重要一点在于， 所有的16

家中超俱乐部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可

能是一样的。有的想省钱，但有的却未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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