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记者 丁山

与其他等待中国足协新政今天
“落地”的俱乐部不一样，武汉卓尔、
鲁能泰山以及河南建业这三支中超
球队的“心”，恐怕还要再多揪上几
天，因为按照中国足协的时间表，基
本要到2020年元旦之后才会正式
宣布新的国家队主教练人选，而国
足新主帅也已经基本确定，将从这
三支球队的主教练当中选出，而这
也就意味着，在俱乐部主教练被抽
调之后，卓尔、鲁能和建业三支球队
当中的一支，只能另起炉灶，从“零”
开始新赛季的备战工作了。
对中国男足国家队而言，这同

样也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历程，毕
竟此前无论是建队思路还是技战术
打法，都是由意大利人里皮一手主
导的，几乎没有中方教练参与其中，
也即是说，即便还是原来的那些国
足队员，肯定要会有一个与新教练
熟悉、适应和磨合的问题，而留给国
足新帅备战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
月，这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球员要
跟随各自的俱乐部进行冬训，
“BIG4”球队当中的国脚，也要备战2
月上旬开始的新赛季亚冠联赛，国
足几乎没有什么集中训练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让对中超联赛和国
内球员更加了解的本土教练带队，
对中国足协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加
务实的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在现有人员的
基础上，短时间内指望国足整体实
力有一个大的提升是不现实的，所
以在中国足协相关部门和人士看
来，新的国家队主教练的责任感就
尤为重要了，甚至是最重要的。在
刚刚结束的东亚杯赛中，在主教练

李铁的带领下，国足集训队克服了
种种困难，面对整体实力高于自己
的日本和韩国队全力以赴，打出了
不错的内容和精神面貌，他的执教
和抗压能力得到了高层的认可。

据悉，率队回到北京之后，李铁
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汇报，并且与中国
足协的专家顾问团进行了交流，获得
了不错的评价，这为他在本周五的三
位国足主帅候选人的集中面试当中，
赢得了一定的印象分。
不过，记者从另外的渠道获悉，

不管李霄鹏还是王宝山，足协内部包
括更高层面也都相当认可，究竟最后
谁能脱颖而出，他们三个人届时的
“临场发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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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新政部分通过议题包括：
1.国内球员薪酬限额、俱乐部支出限额等仍将按照

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会上的决议执行， 球员与俱乐部
现有合同将得到尊重与承认

2.外援政策拟定“单赛季最多注册六人，可同时报名
五人，每场最多上场四人”，如遇特殊情况二转期间或可
适当调整

3.非华裔入籍球员将被视为普通外援，华裔入籍球员
被视为国内球员

4.U21球员将不设薪酬限额，并且放开转会名额

誗新政未知讨论议题包括：
1.是否还存在限价不限薪的“超级外援”，新签外援将

如何执行限薪？

2.U23政策和引援调节费是否调整或继
续执行？

3. 外援每场最多上四名任意外援是否意
味着恢复亚外“3+1”的政策？

尽管距离2020年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
间，但是对中国足球
来讲，更确切地说，是
对中超和中甲总共32
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来
讲，他们的2020赛季，
或许从今天就要开始
了———12月25日，中国
足协将召集各职业足
球俱乐部总经理们举
行通气会，有关2020
赛季中超中甲联赛的
各项政策，有望在这
次通气会后正式落
地，属于中国足球的21
世纪的时代大幕，也
将就此徐徐拉开。

最近几个赛季，如何使用外援，对
中超球队来讲，一直都是个问题。

按照2019赛季中超章程规定，中
超联赛每支球队可以注册外援四人，
每场比赛登场不超过三人次，没有亚
洲外援与非亚洲外援的区分。对于要
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BIG4”球队而
言，如果选择注册四名非亚洲外援，那
么在亚冠赛场上只能放弃一个亚洲外
援的名额。2018赛季，上海申花弃用了

韩国中卫金基熙，他们也是那个赛季
当中唯一没能获得亚冠联赛小组出线
权的中超球队。
与中超球队“弃用”亚洲外援不

同，最近两个赛季的亚冠联赛当中，来
自韩国、日本以及西亚的一些球队，却
加大了对亚洲外援的使用力度，外援
使用政策的“先天不足”，也让中超球
队在亚冠赛场上的竞争力出现了明显
的下滑。从2021赛季开始，落户中国的
世俱杯赛给了中超俱乐部登上这个俱
乐部层面全球最高舞台的机会，而且
从理论上讲，中超最多可能会有两支
球队参赛，在本土球员缺少竞争力的
情况下，如果没有高水平外援“撑台
面”，中超球队很有可能像参加“中国

杯”赛的中国男足国家队那样，大概率
地“被惨案”。从这个角度来看，在
2020赛季重新启用外援“3+1”政策，也
就是每场比赛中最多使用三名非亚洲
外援以及一名非亚洲外援，完成与亚
冠联赛的接轨，也是在为中超球队参
加世俱杯“未雨绸缪”。
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为了保证本

土球员的出场机会，中超联赛每场比赛
最多只能报名三个外援。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新赛季中超联赛将执行“注册六
人报名五人上场四人”的政策，但值得
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
消息表明，上场的四名外援当中必须要
有一名亚洲外援，但单场外援外援出场
总人次，肯定不能超过四人次。

当李可和艾克森以中国男足国家
队成员的身份参加了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之后，在
很多人看来，作为新鲜事物的“归化球
员”，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并
且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归化球员“身份”难以统一

就在这个月，此前效力广州恒大
队的巴西球员高拉特通过“自宣”的
方式，证实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
成为一名归化球员，并且表达了希望
帮助中国队冲击2022年世界杯参赛
资格的想法。

对于李可这样拥有中国血统的
“外援”归化，外界普遍持欢迎态度，引
发争议的，则是像艾克森和高拉特这
样的非华人血统球员。今年中超联赛
结束之前，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中超
中甲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商讨研究的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归化球员的界
定与使用，当时提出的一种方案是“注
2上1”，也就是每支球队可以注册两名
非华人血统的归化球员，但每场比赛
只能上其中一人，而所谓的“注2”，是
指2020赛季新增注册的归化球员，像
艾克森这种今年已经报名的球员，并
不受新政的限制。
对即将推出归化球员使用新政的

中国足协来讲，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
个瓶颈，就是对这些归化球员的身份
认定，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在拿到中国
国籍成为中国公民之后，这些归化球
员与本土球员一样，拥有在中国境内
参加工作和劳动的权利。正因为如此，
曾有俱乐部建议，可以参考以往中超
中甲对于中国香港球员的使用方法，
在规定每支球队拥有归化球员具体人
数的基础上，施行“内外有别”的使用
方法，也就是在中超中甲联赛联赛当
中，归化球员可以作为本土球员使用，
但是在亚冠联赛中，则按照亚足联的
相关规定来执行。

“鸡肋”政策或被“一刀切”

上个月的上海中超中甲俱乐部投
资人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包括“三级
职业联赛本土球员限薪”、“中超球员
薪酬达到顶薪标准后不能随意转会”、
“超级外援身价不超2500万欧元且不
限薪”、“U21本土球员税前年薪不超
100万元”、“俱乐部如有U23球员经足
协推荐赴海外留洋，可在联赛中适当
减免执行U23球员政策”以及“中乙每
队只能注册三名30岁以上球员”等诸
多动议，虽然其中一些引发了外界相
当大的争议，但中国足协追求职业联
赛“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

变，尤其是在相当核心的“减负”和“限
薪”问题上，没有任何动摇。

去年底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总结
会上，中国足协推出了“四大帽”，旨在
遏制联赛非理性消费，为俱乐部减负
同时鼓励俱乐部将投入目标转向本土
人才培养从而造福中国足球，此次推
出的新政当中，依然把联赛的财务管
理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去年形成的决
议，中超每家俱乐部2019年至2021年三
个赛季的总支出限额分别为12亿、11亿
和9亿，而这三个赛季中超俱乐部薪酬
所占俱乐部投入比例分别为65%、
60%、55%，逐年递减。至于中超联赛个
人薪酬限额，依然维持国内球员单季
最高（不含奖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
限额，国脚薪酬按比例最多上浮20%
（1200万元）不变。

至于之前一直为人诟病的U23球
员政策，下赛季很有可能会“翻篇”成
为历史。事实上，虽然中国足协出台这
项政策的初衷是增加年轻球员的上场
机会，但是一来俱乐部会使用“即上即
下”来应付了事，二来中国足协在执行
这项政策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因为各
种原因在球员使用人数上“减免”，而
且从一开始的跟外援出场人次挂钩，
到后来的单独执行，早就成了可有可
无的“鸡肋”了。

专题撰稿 特约记者 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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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内外有别 U23政策半途而废

获顾问团“高度评价”
面试还看“临场发挥”

李铁初试领先半个身位———

今日 14:00 北京昆仑饭店
2020赛季中超相关政策投资人会议

李铁上任只差官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