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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足协在苏州召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
会议。 在今年赛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中国
足协召开联赛会议，此举不同寻常。 外界普遍认为，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头戏是宣布各级俱乐部进一步
压缩投入和球员进一步限薪。 一
方面要为俱乐部减负，一方面还
要进行联赛扩军，中国足协这样

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 实际上还有
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背景。

根据之前消息，未来中超本土球
员的顶薪是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
的顶薪是税前300万欧元（另一个版
本是俱乐部外援薪酬综合不超过1000
万欧元）。按照今年的规定，本土球员
顶薪（不含获胜奖金）是1000万人民
币，国脚可以上浮20%；外援是税后
300万欧元。两者相比较，无论本土球
员还是外援，薪资都将被“腰斩”。
俱乐部进一步压缩投入和球员进

一步限薪，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究
竟是不是上述的数字，今天的会议可
能会有其它的建议，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压缩和降薪的幅度再大一些是可
以的，更是中国足协欢迎的。

根据2018年12月出台的相关规定，
到2021年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单季注资
上限是3亿人民币。该规定还宣布，2021
年中超俱乐部支出上限是9亿元，薪酬
总支出占俱乐部大盘子的55%。上述三

个数字之间是有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
数字发生变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
而最大的变量则来自薪酬支出这一块。
最近几个赛季，中超俱乐部的年投

入普遍在8亿至10亿人民币之间，有的
甚至更高，本土球员、外教和外援的薪
酬占俱乐部总支出的75%以上。这其
中，相当一部分本土球员薪水之高已
背离了国情，举个例子，今年转会南方
的某国脚级球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
费用（究竟是不是已被禁止的签字费
无从考证），比其年薪还要多，该俱乐
部几支青训梯队年度费用总和都没有
他一个人收入多。“球员吃青春饭，多
挣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成为本
土球员天价薪酬的说辞，问题是已不
是“多挣一点”了，相当一部分本土球
员职业生涯所赚的钱，普通老百姓奋斗
一生也难以望其项背，更关键的是我们
的水平在亚洲都算不上一流。

前不久结束的广州恒大和水原三
星的亚冠小组赛，配备了外援和入籍
球员的恒大被“全韩班”的水原全场碾
压，两国足球水平高低立判，试问，恒
大哪个球员不是最低几百万级的年
薪？高工资提高本土球员竞争力了吗？
当然，也不是说外教、外援的高收入就
合理，像里皮那样一天挣几百万人民
币，更脱离中国足球实际情况。所以，
无论怎么讲，降薪都符合“民意”。

今年大部分中超俱乐部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欠薪，一方面是受疫情冲击，
母公司经济形势不好；另一方面，薪酬
的支出让俱乐部不堪重负。此前有俱
乐部的声音：中超俱乐部每年投入不

超过2亿元应当是比较理性的，一线核
心球员，年收入两三百万；第二级别的
球员一两百多万，以此类推。应当说一
部分俱乐部已看到“金元足球”的危
害，但受制于大环境，不得不跟风，否
则就是被玩死。大幅度降薪其实是针
对“金元足球”的“靶向治疗”。
俱乐部压缩投入，球员大幅限薪，

很多细节还没有落地，今天的会议中
可能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结果，比如
传说中的“转会锁”，即每家俱乐部拥
有几个名额，一旦球员合同到期后俱
乐部提出续约，该球员只能与原俱乐
部续约。据了解，今年中超部分一线
球员尚未与俱乐部续约，主要问题都

基本卡在球员想多赚一点，比如提出
俱乐部给某某费，但这是违规的，有
的俱乐部可能会搞变通，但有的俱乐
部背景不一样，没有答应，续约的事情
就悬在那里。

事实上，出台规定并不困难，关
键是事后监管要到位。如果个别俱乐
部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突破了底线，
该如何查证、如何处罚，是事关“压投
限薪”规定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
键。据悉，中国足协将引进与知名会
计事务所合作，引进第三方监管机
制，通过严格审计措施堵住球员收入
步入“灰色地带”，甚至不排除引入司
法手段。

由于疫情的影响，本赛季中超的
整体比赛质量并不算高，很多球队经
营压力更是很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为何中国足协仍然执意要给联赛
扩军呢？其实，这是之前中国足协长
远规划早就定下的内容。根据十年前
中国足协提出的《职业足球联赛
(2013-2022)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赛
季中超联赛就应该完成18支球队的
扩军，以增加顶级联赛的影响力和比
赛数量。另一个因素来自国际足联和
世界其他联赛等外部力量。

目前各国的联赛之中，英超、西
甲都是20支球队，而德甲、意甲也都
是18支球队，更多的球队意味着更多
的比赛，也意味着更多商业开发和媒
体曝光机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自
2021赛季起，亚冠联赛将扩军到40支
球队，但是中超球队的亚冠名额仍然
是“3+1”，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增加。众
所周知，亚足联对于各国联赛评分有
着一套非常复杂的积分计算系统，而
根据目前的技术分评分办法，国家队

战绩仅做参考，俱乐部评分则占据了
100%的权重。
俱乐部技术评分中，除了要计算

该联赛参赛球队过去四年在亚冠联赛
中的积分和表现之外，参赛球队在本
国联赛中获得积分的情况，也占据了
一定权重。从这个角度讲，中超俱乐部
要想进一步在亚冠获得更多的技术评
分，争取更多的参赛资格。中超每年比
赛场次少，也让各俱乐部在这一评分
中吃了小亏。此次中超希望扩军，显然
也是为了能够让联赛进一步和国际接
轨，助推未来亚冠名额的分配，帮助中
超俱乐部和国际规则更好地衔接。

从本赛季的情况看，无论是冲超
未果的杭州绿城，还是最终遗憾降级
的石家庄永昌，实际上都具备了参加
中超联赛的基础和实力，因此中超未
来扩军，实际上也是帮助更多的球队
走到顶级联赛的舞台。但与此同时，
对于中甲联赛，中国足协显然也不希
望放弃，还会继续增加联赛的竞争
性，以确保中甲联赛、中乙联赛成为
联赛的金字塔塔基。

在之前接受媒体专访时，中国足
协主席陈戌源表示：“会尽最大努力，
年内成立职业联盟。不能把话说死，但
是明年联赛一定交给职业联盟去做。”
众所周知，去年年底中国足协就曾经
考虑成立职业联盟，并且当时选择了
广州富力的张力作为联盟主席，同时
还聘请了新浪体育的魏江雷和江苏苏
宁的刘军赴任。
实际上，就在魏江雷和刘军带领

团队赴任不到一个月之后，由于相关

政策的问题，职业联盟再次难产，魏江
雷也转而奔赴富力集团就职。

在各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的推
动下，经过一年的时间，职业联盟的
成立扫清了相关的政策障碍，如今可
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目前职业联盟
仍然在物色一位政治过硬，同时又具
备足球管理能力的主席。由于这个位
置的特殊性，因此聘请外籍人士或国
企领导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还需
要在足球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协

调各家俱乐部。
有消息称，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

辉目前最为接近职业联盟首位主席，
但据记者了解，这一提议目前只是足
协内部的方案之一，最终职业联盟主
席的选举，还需要各家俱乐部集体表
态认可。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限薪、
扩军还是成立职业联盟，显然中超联
赛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来年的联赛
或许会真的“改头换面”。

据记者了解，在苏州的两天闭门
会议中，并不会公开讨论即将推出的
“限薪令”，原因一方面是各俱乐部目
前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很多具体
操作的细节都没有达成一致，同时更
棘手的是年底即将“再次成立”的职业
联盟，究竟何去何从也没有最终定论。
通过私下的沟通，事实上很多中

超队对于联赛即将再次大幅度降
薪，存在一些“抵触心理”，在足协去
年先后颁布“四大帽”和第一步限薪
令之后，加上疫情影响，各家俱乐部
给队员们减薪，很多队员在收入上已
经大幅度减少。更为重要的是，本赛
季中超、中甲很多球队经营不善，存
在欠薪的问题，因此很多队员在过去
一年并没有如数拿到薪水。如今在
这样的心情和背景下，中国足协再
次推出更严格的限薪令，不少队员
怨言颇多。

未来中国足协的限薪令将国内球
员的年薪限额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
年薪限额税前300万欧元。这样的限制

让很多老队员开始考虑退役转行，同
时一些在合同年的外援未来是否还会
在中国留下，也成为了大问题。与此同
时，外界一直传闻还在酝酿中国足协
所谓的“转会锁”，即如果某队员合同
到期，原俱乐部提出以顶薪续约，该队
员只能留在母队，每个队有两个名额。
但据记者最新了解的情况来看，这其
实是在去年某次足协组织召开的会议
上有些俱乐部提出来过的，与投资人
会议议题并没有关系。

中国足协的行政命令，实际上与
国际通用的“博斯曼法案”和欧足联
采用的“财政公平法案”有很多相悖
的地方。在看到外界出现负面评价之
后，中国足协也在重新考量相关政
策。毕竟，如果“转会锁”政策最终落
地，很可能会造成大量球员自由转会
海外踢球，对于投资人将是更大的资
产流失。同时，每个队“转会锁”的政
策，限制球员流动的同时，对于一些
中小俱乐部的核心球员来说，等于没
有了转会到大俱乐部进一步提高、发

展的机会，这样的政策对于球员个体
来说，恐怕也不是很好的消息。
据悉，中国足协之所以此次痛下

决心，要颁布强硬的行政命令，是因为
中超某些球队，本赛季开出天价签字
费挖角解散的其他球队的球员，同时
一些豪门俱乐部也提前接触了其他国
脚级别的球员，为了避免金元的恶性
竞争，中国足协才决定“痛下杀手”。显
然，中国足协治理联赛“金元足球”的
方向和思路是坚决的，但是面对职业
联赛的管理，相关领导也需要进一步
谨慎：行政过多干预市场，如果职业联
赛降温过头，过去十年中超联赛的积
累和进步，也难免会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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