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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争取中超和足协杯的冠
军，拿到亚冠参赛资格，然后“轻装”上
阵，让梯队和年轻队员去踢亚冠，主力
留在国内继续全力争取联赛和足协杯
的冠军———中超就此进入了自娱自乐
的“内卷”时代。
在中超确定放弃承办小组赛事之

后，亚足联公布了2022亚冠联赛小组
赛的举办地，中超四支球队当中，山东
泰山和上海海港队将前往泰国参赛，
广州队所在的小组比赛地为马来西
亚，长春亚泰如果能够闯过附加赛这
一关，将前往越南参加H组的小组赛
正赛。
按照亚足联的赛程，新赛季亚冠

联赛东亚大区小组赛将于4月15日至5
月1日分别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进
行，而从中国足协公布的新赛季赛程
征询方案来看，新赛季中超联赛大概
率于4月23日开打，这也就意味着，参

加今年亚冠联赛的中超“BIG4（长春亚
泰队需要参加资格赛）”必须在中超和
亚冠当中“二选一”。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即便亚冠小

组赛要打到5月初，中超球队估计依然
会选择“先亚冠，后中超”，毕竟对多达
34轮的中超来讲，即便前面几轮联赛
受到一些影响，后面也还有追赶的机
会。但是按照现行的防疫规定，如果中
超球队前往海外参加亚冠联赛，回国
之后首先要接受“14＋7”天的医学隔离
观察，也就是说，如果以主力出战亚冠
的话，到5月底之前，这些球队只能以
替补和青年队出战中超联赛，如此大
的风险，显然不是谁都敢去冒的。

事实上，即便“BIG4”球队想以全
主力出战，也要首先过掉国家队这一
“关”。虽然已经出局，但是3月24和29
日两场与沙特和阿曼队的比赛，对李
霄鹏和中国队来讲，依然不容有失，这
从中国足协安排国足提前三周开始集
训的举动当中便不难看出。虽然从理

论上讲，国足队员在打完与阿曼队的
比赛之后，可以直接前往泰国和越南
等地与俱乐部球队会合，不用进行至
少两周的医学隔离观察，但届时势必
又会带来诸如防疫以及技战术打法调
整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包括联赛和足协

杯双料冠军山东泰山队在内，中超
“BIG4”球队基本倾向于全力“保持中
超竞争力”，优先确保国内比赛的成
绩，由部分一线队员加梯队年轻队员
组成混编队，代表俱乐部参加亚冠小
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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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中超视为 “香饽饽” 的亚

冠，成了不折不扣的“鸡肋”。

当一脸委屈的牛夫人对着至尊宝

说出“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

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

人”的时候，一定没有想明白，明明自

己还是那个自己， 原先把自己当宝贝

的那个，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呢？

改制后的亚冠联赛， 像极了怨妇

般的牛夫人，而“背叛”了她的那个至

尊宝，正是从“齐天大圣”沦为 “至尊

宝”的中超。

很难说， 亚足联隆重推出的亚冠

新政，是不是为中超联赛“量身打造”

的，但是放眼整个亚洲足坛，过去这十

年时间里，能够用得起“5+1”并且能

够保证外援质量和水平的，也只有“不

差钱”的中超土豪们了。

亚冠还是那个亚冠，但中超，已经

不是那个中超了。2013和2015赛季，广

州恒大队“前无古人”地两夺亚冠，而

可以肯定的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这

样的高度，应该也是“后无来者”的。

刚刚经历了金元足球泡沫破裂的

中超， 受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因素的

影响，在亚冠赛场上同样抬不起头来，

而且在“限投+限薪”的大环境下，这

样的低迷， 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是个

头———用“祸不单行”来形容眼下的中

超，显然是再贴切不过了。

现在的中超， 到底该用一种什么

样的心态和态度来面对亚冠？

可以肯定的是， 在中超与亚冠很

难兼得的情况下，中超俱乐部选择“内

卷”虽然有些无奈，但同样也是可以理

解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以“混编队”

甚至“青年队”出战的中超球队，在今

年亚冠赛场上的表现， 或许会比去年

更加“惨不忍睹”，但是从锻炼球员的

角度来讲， 早一点把年轻队员推上前

台，即便遭遇到了现实的“毒打”，如果

能够进行正确地引导， 让队员更清楚

地认识自身，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

竟从现代足球的发展来看， 无论欧洲

还是作为亚洲近邻的日韩， 一大批二

十出头甚至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队

员，已经开始登上了职业联赛的舞台。

反观中超中甲， 虽然有中国足协

的“U23政策 ”助推 ，从1993年到1997

年龄段球员当中， 真正能够冒出来的

屈指可数， 更不要说挑起中国足球的

大梁了。或许在亚冠赛场上，中超球队

要经历阵痛和失落， 甚至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 只能出任陪太子读书的角

色，但是祸福相倚，只要真正把亚冠当

成淬炼自己的比赛去对待， 总归会有

收获的， 前提是从俱乐部到教练的态

度都要端正， 否则球员也只会把亚冠

当成走过场，贴着中超标签的各种“惨

案”，可能要越来越多了。

对亚冠而言，中超同样也已经不
再是那个能够带来巨大影响力和利益
的中超了。

2021年11月下旬，亚足联公布了
参加2022年亚冠联赛的俱乐部准入
名单，中超联赛只有上海海港、上海申
花、山东泰山、深圳、广州队和长春亚
泰队获得“限制性准入”牌照，没有一
家俱乐部获得直接准入资格，而这也
就意味着，除了这六家俱乐部的球队
之外，即便拿到了中超联赛或者足协
杯赛的冠军，一样打不了亚冠。

之所以只拿到了“限制性准入”牌
照，是因为亚足联打亚冠准入标准分
为“强制性标准”和“义务性标准”两
种，如果能够同时满足包括体育、基础

设施、人员和行政、法律和财务状况五
大类标准，就可以获得“直接准入”资
格；而一旦俱乐部基本达到了强制性
标准，在义务性标准方面有所欠缺但
可以通过整改达标的，就可获得“限制
性准入”资格。
此前的连续五个赛季当中，中超

中甲都有超过10家俱乐部获得亚足联
颁发的亚冠直接准入牌照，但是到了
2022赛季，这个数字变成了“0”，而申
请参加亚冠的俱乐部数量，也从2019
年的27支中超中甲俱乐部，变成了
2021年的14支。

要想获得直接准入牌照的俱乐
部，按照亚足联发放亚冠直接准入牌
照的标准，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性是

极为重要的一项，比如俱乐部必须拥
有能参加正式比赛的青年梯队以及健
康的财务状况，而在圈内人士看来，来
自中超中甲的职业俱乐部之所以在去
年的亚冠牌照审查过程中“全军覆
没”，很大程度上跟俱乐部糟糕的财务
状况有关。“中超中甲俱乐部一直被曝
出各种欠薪的消息，而且外援外教也
没少去国际足联打官司，原因都是欠
薪，再加上很多俱乐部确实达不到亚
足联的要求，拿不到直接准入资格再
正常不过了。”
与中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

农历虎年春节期间历史性地战胜了中
国队的越南。在获得亚足联颁布的直
接准入资格的俱乐部球队中，越南有

11家，而同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有10
家，缅甸有九家，泰国和印尼各有八家
俱乐部，获得了直接参加2022赛季亚
冠联赛的资格。

受过去两个赛季亚冠成绩的影
响，曾经高居亚洲第一的中超联赛的
技术积分，在最新的亚足联排名中降
至第七，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
超球队参加亚冠的名额，从过去的
“3+1”变成了“2+2”，也就是除了联赛
和足协杯赛冠军之外，另外两支球队
都要从资格赛打起，然后才能获得参
加小组赛的资格，这对曾经立志成为
“世界第六大联赛”的中超而言，多少
显得有些讽刺。

落后越南缅甸 中超无球队获“直接准入资格”
申请参加亚冠球队数量从27降到14

当“小甜甜”变“牛夫人”

亚冠有毒 中超进入内卷时代
不是3+1，不是4+1，为了让亚冠联赛更好看，让亚洲的俱

乐部球队更有竞争力，亚足联直接放出了大招：从2023至2024

赛季开始，参加亚冠的俱乐部外援名额，直接提升到了5+1，也

就是五名不限国籍的外援，加上一名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的外

援。 属于亚冠联赛的“大场面”，已经来临了。

面对如此“利好”，中超球队却大多无动于衷，毕竟从2020

赛季开始，这个必须“走出去”的比赛，对中超而言，事实上已经

变成了“鸡肋”———不打，不但要承担“丢中超联赛的脸”的指

责，还要面对来自亚足联的处罚。 打，不但前途难料，还有冒着

各种各样的风险，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

2月25日，亚足联官方正式宣布，
亚冠联赛和亚足联杯将由目前的春季
/秋季赛制，改为秋季/春季的跨年赛
制，该赛制将于2023至2024赛季起实
施；同时自2023至2024赛季亚冠联赛
和亚足联杯赛开始，亚足联俱乐部赛
事参赛球队的外援名额，从目前的
“3+1”改为“5+1”，即不限国籍的五名
外籍球员加一名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
的球员。
不过，这样的一枚“重磅炸弹”，并

没有在中超引起太大的反响。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了，至少对

今年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所以也没太
关注。”事实上，对这件事情“不太关
注”的这名球员，正是来自将要参加这
个赛季亚冠联赛的中超“BIG4”球队中

的一员，但是在他看来，由于亚冠赛程
和中超以及国足参加12强赛的赛程发
生了冲突，像去年那样以混编队甚至
青年队去踢亚冠，应该是大概率的事
情：“更不要说广州队了，网上不是说
他们一线队的主力都解约离队了吗？
你现在就是允许每支球队有10个外
援，有意义吗？”
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以中超俱

乐部的购买力，如果当时有现在这样
的“利好”政策，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
上的竞争力，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提
升，而且从广州恒大队的两次夺冠来
看，凭借的也正是超过日韩对手的外
援“硬实力”。即便是第一次参加亚冠
的天津权健，在维特塞尔、帕托和莫德
斯特这些大牌外援的带领下，一路挺

进到了东亚区八强。
“至少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我觉

得亚足联的这个政策对中超的影响应
该不大吧，毕竟这两年很多球队都已
经不走大牌路线了，包括上赛季的中
超，打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有些球队干
脆连外援都不用了，你给再多的名额
又有什么用？”在这名球员看来，在中
国足协有可能进一步限投限薪的情况
下，亚足联的“利好”政策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用处：“一分价钱一分货，虽然
不是说外援越贵越好，但是从这些年
的表现来看，外援贵还是有贵的道理
的，如果山东队少了费莱尼，海港队没
有了奥斯卡，可能就是另外一支球队
了，如果没有了他们这种水平的大牌
外援，人来得再多也没用。”

“就是允许有10个外援，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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