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可持续发展计划
另一方面，在方案中也没有让人

看到足协对于中乙联赛的长期规划，
如果不是本赛季多家中乙俱乐部因为
欠薪等各种原因解散或退出，如果
2001年龄段球员不是奥运会适龄球
员，中国足协是否还会组织中超预备
队和国青队参加中乙联赛？
有中乙投资人就认为，“如果想长

期发展，就不差这一年，应该让他们像
其他球队一样从中冠打上来，有实力
就再往中甲打。如果不想长期发展，就
想快速成长，那就去打中超吧。”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都

希望足协能够跟我们有沟通，中超预
备队不是不能来打中乙，但是应该有
方式有方法。如果今年就剩20支中乙
球队，那为什么我们这20支球队就不
能打？现在球队肯定是减少了，在这种
情况下，就更应该去帮扶这么多年一
直能坚持下来的俱乐部怎么样能发展
好、怎么样能稳定住。”

如果没有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这
件事，一位在中乙坚守了多年的投资
人认为，新赛季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
经营理念，小成本投入、控制支出，通
过青训培养年轻球员，等待金主的到
来，到时就能把俱乐部传给更有实力
的投资人，也把球队继续留在这个城
市，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之前，他的坚持可能暂时看不到

希望，但至少还有意义。现在，他已经
觉得自己的坚持不再有意义。

目前，绝大部分中乙俱乐部仍处
在放假中，近期陆续会有球队开始集
中，恢复训练。但对于外界传闻中乙有
可能会先于中超开赛，多位中乙俱乐
部负责人表示并未接到足协的任何通
知或暗示。本赛季中乙联赛具体何时
开赛、相关转会政策，以及最终是哪些
中超预备队参加，各家中乙俱乐部目
前也并不知道。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中超预备队或国青队打

中乙， 而是反对足协在没有跟中乙俱乐部沟通

与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参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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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太子”读书，还缺道程序
中超预备队空降触怒中乙球队

恳请足协三思，但沟通无果
就在陈戌源接受央视采访的前

一天，多家中乙俱乐部投资人联合起
草了《关于中超U23队参加中乙联赛
方案的公开信》，并在5月7日晚通过
网络平台发布，希望中国足协能够更
多听取中乙俱乐部的声音，再做定
夺。
公开信中写道：“作为中乙联赛俱

乐部投资人，我们近期从网络和媒体
上看到中超俱乐部收到了《中超U23
队参加中乙联赛方案》（4月29日），这
与之前球员限薪到疫情降薪等方案类
似，都是通过媒体报道中超代表参加
的会议或新闻等渠道获悉，作为中乙
联赛实际参与者的中乙俱乐部却毫不
知情，没有从官方渠道得到任何信息
或征求意见，请原谅我们只能采取这
种形式表达疑惑和意见。”

实际上，早在4月10日，当从外界
获悉“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的消息，
就有中乙俱乐部投资人在微信中乙工
作群中向中国足协直接提出反对意
见。但之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
得到中国足协任何形式的回复。
4月30日，又有中乙投资人将一份

《中超U23队参加中乙联赛方案》（4月

29 日）发至中乙工作群中，并询问足
协相关工作人员，但同样没有任何回
复。
5月8日下午，中国足协将《中超

U23队参加中乙联赛方案》发至中乙
各家俱乐部，并附言：“现将该方案发
给俱乐部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及时反
馈、沟通。”但在前一天晚上，所有关注
“疫情下的中国足球”的人，都已经知
道“中超U23队参加中乙联赛已经基
本定了”。
“这个方案我仔细看了一下，与4

月29日足协发给中超俱乐部的方案基
本一样。”一位中乙投资人表示。
对于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联赛这

件事，90%的中乙俱乐部都持反对意
见。中国足协在制定政策时只单方面
参考中超俱乐部的建议，却从未对中
乙联赛主体的各家中乙俱乐部有过征
询，既没有考虑中乙俱乐部的利益，也
毫无尊重可言。

而在此前征询中超俱乐部意见
时，曾有一家中超俱乐部向足协强硬
表态：“只参加中乙，如果不让踢中乙，
U23联赛也不参加。”足协的回复是，
“按中乙的准入标准准备。”

5月7日晚，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的连线采访
中，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首次公开确认新赛季将安排中
国国青队（2001年龄段）和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联赛。
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一位中乙投资人，当听到

陈戌源说，“这个事情听取了绝大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意
见，绝大部分俱乐部都愿意参加中乙联赛，所以这个事情
基本定了”。无奈地摇了摇头，“让我去踢中超，我也愿
意。”

不被尊重 伤了投资人的心
在一位中乙投资人看来，这种“不

征询、不沟通、不尊重”已经不是第一
次了。
“去年中超开会决定限薪1000万，

结果还带上了中乙限薪300万，还有
U21球员转会不限名额，类似这些政策
我们中乙俱乐部都不知道，没有任何
通报。像限薪300万，对中乙来说跟没
限有什么区别？去年在中乙年终工作
会议上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中乙的事
情为什么不跟中乙商量？包括疫情期
间的降薪，前一段时间足协通知中乙
俱乐部开视频会议，结果中超俱乐部
开完时间不够了，中乙的就没开。但随
后足协官网发布公告说，关于疫情期
间降薪，中超、中甲、中乙达成共识。都
没轮到中乙开会，我们怎么达成共识？
降薪30%-50%，从来都没人跟我们说
过。然后足协的回复是，关于疫情期间

降薪，协会未向任何俱乐部下发过问
卷，包括高级俱乐部，不存在被代表。
之后协会有相关建议和方案，将会与
俱乐部积极沟通，保证信息流畅。结
果，在中超预备队打中乙这件事上，就
又没信儿了。”
“中乙联赛的事情反反复复不跟

中乙俱乐部沟通，太不尊重俱乐部和
投资人，有点过分了。中乙从2014年开
始执行准入和升降级制度，目前所有
中乙俱乐部都是通过严格的准入和中
冠升级赛获得的中乙资格，而中超预
备队却通过邀请或指派的形式轻易就
能参加中乙，严重影响了中乙品牌的
商业价值与形象。让我们珍视的中乙
资格严重贬值，也让所有中乙俱乐部
多年来的努力和投入化为乌有。”另一
位在中乙联赛坚持了数年的投资人对
此表示难以理解。

“

方案不合理激化矛盾———

影响中乙升降级，并且没有任何补贴
多位中乙投资人在仔细看过《中

超U23队参加中乙联赛方案》后，都认
为其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这恰
恰都是前期需要跟中乙俱乐部探讨
的，但方案只考虑中超俱乐部的利
益，根本就没有考虑中乙俱乐部的利
益。
比如，方案中表明参赛目标是“为

中超俱乐部U23队（俱乐部组队参赛）
提供高水平的竞赛平台，为培养优秀
青年运动员成长提供竞赛资源。”
有中乙投资人则表示：“大多数中

乙俱乐部的宗旨都是培养年轻球员，
但我们为什么要提供平台为中超俱乐
部培养年轻球员呢？让我们培养也可
以，那就像国外那样从最低级别联赛
打上来，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进来。”

对于方案中在中超一队报名U23

国内球员都可以随时参加中乙，以及
在中超一队报名超龄国内球员每场最
多1名。有中乙投资人也提出异议，“虽
然中超预备队不参与升降级，但他们
会影响到其他球队的升降级。如果恒
大让张琳秡来打一场，国安让张玉宁
来打一场，攻防能力是一样的吗？在规
则之内对其他球队公平吗？”
方案中还提到：“设立青年队名次

赛及奖金（中超U23队参加），预赛阶
段每个赛区排名靠前相应名次的青年
队参加名次赛，并根据相应名次获得
奖金。”
对此，另一名中乙投资人无奈地

表示：“我们陪你玩，你还有奖金。那我
们呢？”

据了解，2017赛季中乙联赛版权
费分给每家俱乐部不到十万元，2018

和2019赛季因为某些原因，版权费一
直没有发放，中乙联赛也没有其他分
红和奖金。
有中乙投资人算了笔账，中超、

中甲有版权费、有分红，中乙有什
么？“如果足协真想通过中乙平台锻
炼年轻球员，就应该对中乙俱乐部
进行相应的补贴。这是早就应该做
的，而不是现在让中超U23打中乙我
们才开口要的。比如每家俱乐部补
贴500万，20家中乙俱乐部也就一个
亿。甚至补贴1000万，也不过两个亿。
一两个亿对中国足球来说可能也就
是一两个球员的身价，但是1000万，
哪怕500万，对中乙俱乐部意味着什
么？可以改变很多俱乐部的生存状
况，去专注地培养年轻球员和谋求
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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