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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的是，中国足协拟推出
的新政当中，无论球员限薪还是联赛
入籍球员注册使用办法的初衷，都是
从俱乐部的健康运营以及中国足球的
长远发展来考虑的，只是在各个俱乐
部情况不尽相同，诉求与定位也千差
万别的情况下，想要用“一刀切”的方
式加以解决，现实当中的基础显然没
有那么牢靠，再加上一些或隐或现的
“BUG”，新政尚未正式形成决议，便争
议不断，已经惹出了“一地鸡毛”。

ퟣ킭탂헾·쿞킽

传闻 中超、中甲和中乙三
级联赛本土球员的单季顶

薪标准分别为税前1000万元、600万元
（此前传闻为500万）、300万元，国脚
薪资可上浮20%；当赛季拿到顶薪的
本土自由身球员在没有得到俱乐部同
意情况下，不能自由转会；各队U21本
土年轻球员税前年薪不得超过100万
元。

初衷 一方面，球员不断上
涨的薪水已经成为俱乐部

的巨大负担，增加了球队的运营成本
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球员“价值”
与“价格”不相符现象；另一方面，中国
男足国家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中表现欠佳，
在连续战平菲律宾和输给叙利亚队之
后，出线难度大增，国足队员的表现引
发了外界的广泛质疑，中超赛场上确
实存在“高薪低能”的情况。限制球员
薪水无限制上涨，让职业俱乐部的投
入回归理性，对于中国足球的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

争议 1.如何处理球员现有的
工作合同？是全部作废重

签，还是继续执行原有合同？由此会不
会造成球员之间新的事实上的不公平？

2.设置顶薪，是否会限制球员流

动？作为职业联赛特征之一的市场化
转会制度是否会失去意义？在球员无
法流动的情况下，球队内部缺乏竞争，
中超很有可能变成一潭死水，联赛的
观赏性将大打折扣。
3.如何认定国脚资格？是否会因此

滋生诸如球员到国字号球队“洗澡”获得
国脚称号并且获得更多利益等现象？

4. 以绿地申花中后卫朱辰杰为
例，这名出生于2000年的19岁小将，已
经坐稳了中国男足国家队和申花队主
力中卫的位置，如果按照“U21本土年
轻球员税前年薪不得超过100万元”的
规定执行，一些有可能连替补名单都
无法进入的非U21球员的收入将远远
超过朱辰杰，以他的实力和表现，显然
是不公平的。

ퟣ킭탂헾·맩뮯

传闻 未来中超俱乐部每

家至多同时注册两名非
华裔血统入籍球员，每场比赛只能上
场一名非华裔血统入籍球员。普通外

援政策则基本延续本赛季下半赛季调
整后的政策，也就是每场比赛每队可
以报名四外援，其中同时登场三外援，
具有华裔血统的入籍球员视同为普通
本土球员。此外，所有入籍球员的薪资
（限定）标准等同于普通本土球员。

初衷 对中超大多数俱乐部
而言，这项政策的影响不

大，而足协此举的目的，则是为了遏制
俱乐部无限制地归化球员。到目前为
止，除了已经入选中国男足国家队的
艾克森和李可之外，按照坊间的说法，
高拉特、费尔南多、阿兰和阿洛伊西奥
等前外援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归化手
续，如果这些“本土球员”全部集中在
一支球队并且可以同时上场，一方面
对其他球员不够公平，同时也会挤压
其他国内球员的出场机会。

争议 1、对于已经完成归化
的球员而言，此前签订的

工作合同如何处理？
2、非华裔血统外援的薪资以及转

会，是采取外援标准还是普通本土球
员标准？

ퟣ킭탂헾·췢풮

传闻 每家中超俱乐部允许
引进一名超级外援，其身价

不得超过2500万欧元，且薪资不受限。

初衷 从扩大中超联赛知名
度以及提升联赛影响力的

角度来讲，像德罗巴这样的超级外援能
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超整体水
平并不算高的情况下，高额的薪水对这
些超级外援的吸引力不容忽视。

争议 1. 如何界定“超级外
援”身份？

2.按照中国足协此前“投资帽”的
规定，中超俱乐部每年投入将逐年递
减，在超级外援方面的投入，是否会计
入俱乐部的总投资额度之内？此外，包
括外援薪资投入总额，足协很有可能
会规定“1.5亿元”这样一个上限，一旦
超级外援工资过高，势必会影响俱乐
部对其他外援的投入，俱乐部能否再
引进其他真正高水平的外援，恐怕就
是一个未知数了。

ퟣ킭탂헾·쇴퇳

传闻 俱乐部如有U23本土
球员经中国足协推荐获得

赴海外留洋机会的，将可以在联赛中
适当减免执行U23球员政策。

初衷 适当减免执行U23球员
政策，是为了鼓励俱乐部输

送更多的年轻球员到海外联赛锻炼，真
正起到“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效果。

争议 1.U23球员留洋如何规
范？如何避免出现年轻球

员“出口转内销”的“洗澡”行为？
2.在已经有了U23球员入选国字号

球队减免“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俱乐部
是否还会继续支持年轻队员留洋？
3. 将俱乐部用不上的年轻球员送

去留洋，是否能获得减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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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用“反应强烈”四个字来形容25日
在上海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
议，一点都不为过。
与以往宣读草案然后举手通过鼓

掌致意的“常规程序”不同，在球员限
薪、U23球员政策以及联赛入籍（归
化）球员注册使用办法等方面想要搞
出一点“新意思”的中国足协，听到了
来自不同层面中超俱乐部的质疑，甚
至是反对的声音，这也让原本准备在
今年中超联赛结束之后寻找机会“落
地”的若干“新政”，多了几分变数，最
终的决议，还需要各方在接下来的这
段时间里慎重权衡。
就在上周，中国足协临时出台了

《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工
作合同的通知》，而在上海召开的这次
会议上，中国足协对现有的一些制度
和政策进行了补充、完善和调整，主要
包括联赛扩军、限制转会、外援政策以
及鼓励年轻队员留洋等，其中最引人
关注的，无疑便是酝酿中的新的转会
制度。按照足协的设想，将限制30岁以
上的球员转会，以此激励年轻球员、加
快年轻球员的成长。此外，本土球员将
进一步执行限薪政策，中超、中甲、中
乙三级联赛本土球员的单季顶薪标准
分别为税前1000万元、600万元、300
万元，国脚薪资则可以上浮20%；当
赛季拿到顶薪的本土自由身球员没
有得到俱乐部同意，不能自由转会，
各队U21本土球员的税前年薪则不能
超过100万元。至于外援和归化球员，
每家中超俱乐部至多同时注册两名
非华裔血统入籍球员，每场比赛只能
上场一名非华裔血统的入籍球员；具
有华裔血统的入籍球员则视同为普
通本土球员，所有入籍球员的薪资标
准和普通本土球员相同；普通外援政
策则基本延续2019赛季下半赛季调
整后的规定，即每场比赛每队可报名
四外援，其中同时登场三外援，不设
置亚洲外援限制。

中国足协拟推出的新政当中，还
涉及到了“超级外援”以及球员留洋，
即允许每家中超俱乐部引进一名超级
外援，其身价不得超过2500万欧元，该
外援的薪资不受限制。与此同时，中国
足协鼓励各俱乐部的U23球员留洋，
如果有球员加盟欧洲联赛，可以在中
超联赛中根据球队的实际情况，适当
减免执行U23球员政策。

对于推行新政可能遇到的阻力，
中国足协方面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是继续“革”自己“命”的大方向不会
改变。据悉，12月2日，也就是今年中超
联赛全部结束后的第二天，中超各俱
乐部的投资人将齐聚深圳，举行第二
轮投资人会议，参会的也将从这次的
总经理级别，“升级”为俱乐部老板和
投资人级别，只是对原本应该在国足
输给叙利亚，主教练里皮弃冠而去陷
入一地鸡毛状态的中国足球来讲，不
踏踏实实按照足球发展规律办事，而
是热衷于时不时用这样那样的新政来
“颠覆”自己，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像
踩着西瓜皮走路一样，滑到哪里算哪
里了。

金贵谈新政———

뚥킽폐뫏샭횮뒦
“顶薪是1000万，对于中国球员来讲，也是一个不

小的收入，当然运动员有他的特殊性，一般青春期都

很短，大约10年，这样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从平均工

资来讲是合情合理的，中国足协也是经过考察以后才

确定的。 我觉得对于中超、中甲老队员来讲，都有一种

促进作用，必须认认真真地在联赛里踢，如果像现在

这个情况，有很多老队员中超踢不了，踢中甲去，中甲

踢不了踢中乙去，这样的情况对他们也是一种促进作

用不大；第二，有碍于年轻队员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

样还是挺合理的。 ”

刘越谈新政———

뻟쳥뮹튪뾴쪵쪩
“足协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是一种调整，是对之

前一些政策出台的修正和归拢。 我觉得限薪这个事是

早晚的事，之前高投入低产出，这个产出不仅仅是成

绩，从足球市场等各方面看，这个比例有点高。 这样不

成正比的投入是不科学的。 限制老队员我觉得没必要

一刀切，这是对球员不太负责任，也不近人情。 很多时

候为了提拔年轻人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要遵循规律，

对职业球员来讲， 年轻时吃的苦到之后迎来辉煌，然

而传帮带也好以老带新也好，离不开成熟的队员。 总

体来说，这次拟出台的新政，有利有弊，还要看未来具

体如何实施。 ”

年年出台新政，习惯“推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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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由16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参加的联赛工作会议，对即将出台的联赛
新政进行交流探讨，为相关规则或政策的科学合理出台集思广益。 尽管最终并未敲定任何决议，但这次会
议所讨论的内容，很可能对将来的国内联赛产生深远影响。 本土球员限薪、只能有一名超级外援、顶薪球
员不能随意转会……这一系列设想中的改革，真会在将来实施吗？

新政下，一些有可能连替补名单都无法进入的非U21球员的收入或超过朱辰杰

一年一个变化，中超的“玩法”让人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