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递交准入明日截止，欠薪俱乐部谁上岸？

再困难也别饮鸩止渴再困难也别饮鸩止渴
明天（12月 5

日），是中国足协
规定的各级职业
俱乐部递交2024
赛季准入材料的
最后期限。相比
于往年，2024 年
的职业球队准入
审核，中超、中甲
俱乐部将面临的
考验更大。

以中超俱乐
部为例，大体分为
三种类型：一、衣
食无忧型，例如上
海申花、上海海
港、山东泰山等；
二、努力活下去
型，如天津津门
虎、北京国安、河
南队、长春亚泰
等；三、等米下锅
型，如浙江队、武
汉三镇、沧州雄
狮等。衣食无忧
的俱乐部在当今
足球大环境中已
实属难得。身处
这样的俱乐部的
球员，当念“阿弥
陀佛”。

职业球员薪资一降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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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月。在这一年
经历重大赛事三连败的中国女足总算可以和
过去黯然告别了。2024年即将到来，可中国
女足的新时代却以0比3的失利拉开帷幕。
很无奈，但却是残酷的现实。更无奈的是，因
为王军被抽调入国家队，原本由他带队的
U20国青队，昨天在厦门同澳大利亚国青队
的热身赛也输了，比分是1比3。

罗德曼女儿“导演”了比赛
在宣布水庆霞及其教练组离任的同时，

中国足协安排了U20女足国青队主帅王军为
首的四人教练组带领国家队前往美国去踢两
场热身赛。这是与美国足协早已协定的比
赛，哪怕目前我们没有主教练，但依然要履
约。这支赴美的女足队伍不得不刻上“临时”
的烙印，而热身赛的成绩也就不足以让人期
待——虽然非临时的正规国字号也大概率打
不过美国。在北京时间周日凌晨的首场比
赛，中国队毫不意外地0比3负于美国。

即便是“临时”，但这支女足国家队依然面
临了各种意外和困难。先是效力于法甲的吴
澄舒意外受伤，王军不得不临时征召苏超凯尔
特人俱乐部的沈梦露来救急。然后，主力后腰
杨莉娜因为生病而无法成行，陈巧珠也在香河
集训时拉伤韧带，王军只能再临时召入刘艳秋
入队。抵达美国后，从U20国青队抽调入队的
王爱芳和高静遥再双双遭受流感侵袭。

这样一支临时拼凑又困难重重的队伍，
面对世界强队美国而0比3落败，意料之中也
是情理之中。整个上半时，中国队未能完成
一脚射门。下半时，替换多名球员的中国队
略有起色，但依然不足以抗衡主场作战的美
国队。她们无论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技战术
水平，都明显高于中国队，而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就是8号球员特里尼蒂·罗德曼。

身为NBA传奇球星罗德曼的女儿，特里
尼蒂·罗德曼继承了乃父的体育天赋。她曾参
加2022年的女足世界杯并有出色发挥，本场
比赛更参与了全部三粒进球。第8分钟，她左
路突破后助攻队友率先得分。此后，队友接她
的界外球后传中而“误入”，2比0。下半时，罗
德曼又在禁区内接队友传中而亲自破门，将比
分锁定在3比0。

对于这场于美国队并无多大实战意义的
比赛，美国方面却尽显骄傲。美国足协这样
写道：“8分钟之后就找到了突破中国队防线
的办法。”唯一得到他们褒奖的就是门将徐
欢：“如果没有她，进球数可能远不止三个。”

“临时主帅”有变化但不多
虽然是“临时工”王军率领的一支临时队

伍，比赛又纯属应景的热身赛，输赢本无大
碍。可毕竟是女足国家队新的开始，说毫无期
待也并不属实。正如，作为足协副主席的孙雯
也随队远征。失败是更容易暴露不足，可对中
国女足而言却意义不大。对于实力的落后，我
们早已心知肚明。更新换代后需要的是方向，

可如今举步维艰的开局却让人更加迷惘。
和奥预赛相比，王军的首发阵容略有变

化，但也不大，还是以老带新。门将徐欢，后
卫窦加星、刘艳秋和李梦雯，中场闫锦锦、沈
梦雨、姚伟和张琳艳，以及锋线的乌日古木
拉，这都是水庆霞时代留下的。唯一的新人
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后卫汪思倩，而另一名首
发的前锋唐佳丽也是水庆霞的旧将，只不过
没有踢奥预赛。下半时，从U20提拔进国家
队的霍悦欣替补出场而迎来国家队首秀，但
表现平平。

要说变化，也有。雷打不动的队长王珊
珊“终于”没有出场，在场上戴队长袖标的换
成了姚伟，而且她没有像奥预赛首场同朝鲜
的比赛一样被排在后卫线，而是出现在更习
惯的中场。再就是，奥预赛鲜有出场的李梦
雯，本场比赛出现在了首发当中。

除此之外鲜有亮色，最大的收获可能还是真
切感受到了美国队的强大。无论队员的身体、技
术还是球队的整体性，美国队都强过我们太多。
这种差距会让我们很痛，但也有其宝贵价值。经
常和高手过招，就算输也会输得越来越明白。
当越来越明白和美国这样强队的差距之后，我
们也就有了追赶的方向，无论球员还是球队。

12月6日，中国队将和美国队进行第二
场热身赛，此后就要回国。大概率还会输，可
这种比赛如果还能来个十场八场就更好了。
失去了奥运会的资格，中国队未来两三年都
不会有重大赛事可踢，要踢也只能踢这种热
身赛了，每一场都弥足珍贵。

流感侵袭，中国女足只坚持了8分钟赴美
热身

等米下锅的俱乐部最危险。例
如，大连人和深圳队欠债既有存量，
也有增量，他们的代表虽然参加了苏
州会议，但不代表球队一定出现在下
赛季联赛中，因为尚未听闻有关方面
计划对这两家俱乐部施以援手。一
旦降级的大连人、深足两家俱乐部发
生重大变故，牵扯到中甲、中乙两级
联赛的数量、递补等一些列问题。另
外，众所周知的足坛反腐行动还没有
告一段落，涉案俱乐部如何处理暂时
没有答案，令2024赛季中超、中甲、中
乙联赛都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方实在干不动了，交给当地
体育行政部门暂时托管，例如武汉三
镇、浙江队等，未来如果股改或“找
钱”失败，最有可能走的也是被托管
模式。中超俱乐部由于关注度高、影
响力大，一般来说“活下去”的机会更
大，中甲、中乙俱乐部则相反，几乎就
是听天由命。

如今职业联赛风光不再，球员、
教练员的薪酬也大幅缩水，压得俱乐
部喘不过气来的“大合同”“变态合
同”也消化得差不多了，中超俱乐部
的包袱确实减轻不少。中甲俱乐部
一年投入千万，中乙俱乐部一年投入
几百万，一线主力队员月工资顶薪2
万元已很不错，一万甚至几千元工资
的也大有人在。“减负”后却仍无法按
时足额发放薪酬，表明了职业俱乐部
股改进展缓慢，现阶段还是靠“输血”
活着的现实。

外界部分声音认为上届中国足
协犯下的错误之一，是对俱乐部中性
名称的“一刀切”做法，导致投资方加
速抽身，或不愿意投资，导致中超联

赛形势急转直下。其实，俱乐部中性
名称是必须要推行的，利害关系业内
人士都清楚，说“时机不对”，那么什
么时候才合适？不吹不黑地说，如果
不强推，恐怕这项写入“足改方案”的
要求或长时间躺在文件上落不了
地。空说无凭，有据为证，当年阎世
铎主政中国足协，设计中超俱乐部架
构时就要求俱乐部有五家股东，避免
单一投资方而带来的风险，后来因为
种种原因放缓执行，但一放缓就是
20 年，现在干足球的人恐怕都不记
得当初还有这么一条。

所以说，强推中性名称不是俱乐
部普遍日子不好过的“原错”，关键是
前后五六年时间自己都了什么建设
性工作，如果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那么时机永远都不对。

对于当下的中超俱乐部来说，努力活
下去是普遍情况。比如，2023赛季表现稳
中有升的天津津门虎，本应从2024赛季
开始结束托管，但有消息表明，新赛季天
津津门虎大概率仍采取托管模式。由体
育行政部门“兜底”，背后的逻辑是俱乐部
自主运行缺少“来钱的道儿”，无法生存。

2023赛季中期，天津津门虎俱乐部
在有关方面帮助下，与五家颇具名头的
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获得部
分赞助；球衣胸前和臂上广告也有着落；
球队成绩不错，球市非常火爆，有一定票
房收入；俱乐部运营上精打细算，如此努
力地活着，理想与现实依旧不兼容。

中国足协11月26日在苏州召开了
工作会议，据了解48家职业俱乐部里，

没有按时或者说及时发放薪水、奖金的
俱乐部为数不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没有按时或者说及时发钱，不能简单地
扣上“欠薪”的帽子，因为投资方的钱打
到俱乐部账上有一个过程，只要球员、教
练员、工作人员先在工资表上签了名，或
者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基本能够迈过准
入这道门槛，北京国安、长春亚泰、河南
等老牌俱乐部，这些年基本是这样滚过
来的，2024年照方抓药未尝不可。

中甲和中乙的俱乐部对此更是轻车
熟路。不过，2024赛季中超和中甲准入
审核须通过亚足联俱乐部准入管理系
统，已不像过去那样“宽泛”，这套系统甚
至是严苛的，对习惯了“变通”的俱乐部
构成挑战。

球员签工资表就“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