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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进入第三天的时候，中国足协“上新”了。
3日上午，中国足协通过官方网站同时下了《2024赛季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球员转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职业联赛俱

乐部变更注册会员协会及股权转让规定（试行）的通知》以及《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和球队名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等三项通知，为即将
拉开帷幕的2024赛季“定调”的同时，也让外界看到了“换帅”之后新的足协领导班子的“新意”。

是“搞搞新意思”还是“新瓶装旧酒”？中国足球能否在被球迷戏称为“新年三板斧”的三条新政的“加持”下，在2024年走出一条跟以往不同的新
路？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用最简单的话对《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和
球队名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进行概括，就是“俱乐
部中性名保持不变，一线队和梯队可以冠名”。

对于中超中甲球队冠名的问题，中国足协相关负责
人也进行了详细解释：“首先坚持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
（中性名），在此前提下，允许俱乐部在2024-2028赛季
对所属球队冠名。冠名对象必须具有合法资质和良好
的社会形象。冠名名称应为赞助商企业或品牌名称，不
包含商品或服务类别、组织形式等，且符合《广告法》及
行业管理相关要求。此外，俱乐部所属球队不得接受俱
乐部股东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包括与其相似的汉字或
词组）的冠名；不得接受博彩、烟草等赞助商的冠名。冠
名内容应符合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整体形象和品牌战
略，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含有虚假、误导性信
息。一支球队仅可接受一个赞助商的冠名。不同俱乐
部的球队不可被同一赞助商（包括其前十大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冠名。”

从甲A时代到中超联赛开始使用中性名的这段时
间里，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以投资企业的名称命
名，这也是职业联赛“回馈”投资方为数不多的途径之
一，而由此同时带来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随着
投资企业或者投资人的变更，俱乐部和球队的名称也如
走马灯一般，不停地变化，包括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从
未离开缺席过顶级联赛的“三驾马车”上海申花、山东泰
山和北京国安也不例外。

与英超西甲很多球队自身具备造血功能不同，在职
业足球联赛进入“中性名”时代之后，绝大多数中超、中
甲球队只能靠背后的投资人或者母公司“输血”来维持，
而且球队同样只能使用中性名称的规定，也直接堵死了
其他想要跟中超中甲球队合作的企业的路，尤其是随着

“金元足球”的迅速退潮，这条原本并不被重视的“来钱
的道儿”显得更加重要。

从中国足协新推出的对于球队名称管理规定来
看，无疑给了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一定的经营空间和
自由度，同时也通过各项规定鼓励各队开发新的“补
血”通道，杜绝重走单纯依靠投资方“输血”这条老路的
可能性。

在中国足协《2024赛季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球
员转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中，正式明确了新赛季中
超联赛外援政策将采取“7655”的模式，也就是全年可注
册7人，冬窗可注册6人，每场可报名5人上场5人，中甲
联赛则为“4333”，即全年可注册4人，冬窗可注册3人，
每场可报名3人上场3人。

与此同时，2024赛季球员转会窗口开启和关闭的
时间也正式确定，其中中超中甲俱乐部的冬窗将于1月
4日开启，2月28日结束；夏窗则在6月17日开启，7月
15日关闭。中乙俱乐部的冬窗从1月4日开放至3月8
日，时间相对中超中甲略长，此举有助于那些未能在中
超中甲得到工作机会的球员寻找下家。至于夏窗的开
启和关闭时间，三级联赛则保持一致。

跟以往的外援政策相比，中超和中甲联赛都增加
了一名可出场外援的名额，但全年总注册人数以及每
场比赛的报名人数都没有发生变化。中国足协之所以
在外援使用政策上进行这样的调整，出发点应该是与
改制后的亚冠精英联赛“接轨”，每场比赛可以派五名
外援上场，避免代表中超参加亚冠精英赛的中超球队
在外援使用问题上吃亏。

事实上，中国足协在推出中超“5外援新政”之前，
已经做过了相当多的调研，并且向各级职业足球俱乐
部和相关部门以及人士进行过征询，虽然也有意见表
示，更多的外援会挤占本土球员的上场机会甚至生存
空间，但是从中国职业联赛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来看，

“5外援新政”或许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影响甚至阵
痛，但是随着更多高水平外援的加入，联赛会变得更具
观赏性，中超球队的竞争力也能够得到提高，对于球市
以及俱乐部的市场开发都会带来帮助，而且一定程度
上，还可以“倒逼”国内球员更快地提升自身实力，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上场比赛的机会。

在中国足协推出“5外援新政”之后，也有人担心中
超甚至中甲一些球队是不是会就此进行新一轮的外援

“扩军备战”，而且之前中国足协规定的“每年1000万美
元”的外援薪资限额是否会随之进行调整，《通知》当中
暂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对此，一位业内人士也给出了
自己的分析：“现在绝大多数投资人的心里都有一本
账，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疯狂烧钱了，俱乐部也基本
都会选择理性消费，不再一味追求大牌，‘好用不贵’和

‘性价比’才是王道。至于买外援会不会有‘超标’的烦
恼，至少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暂时还没有。”

从甲A时期的上海中远，到中超时代的陕西浐灞，
再到后来的贵州人和跟北京人和，这支在2021赛季开
始之前解散的球队的“迁居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浪者”的典型写照。
也正因为如此，从2017年开始，中国足协不再接

受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异地转让申请，规定所有参
加中超、中甲和中乙等职业联赛的俱乐部球队必须在
注册地进行主场比赛，并且不能随意更换主场所在地，
这个政策也被坚定地执行了七年时间，其间并未引起
太大的争议。不过从中国足协这次推出的《中国足球
协会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变更注册会员协会及股权转
让规定（试行）》来看，在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和球队异
地迁移以及股权变更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具体包
括有条件地接受异地迁移，取消新升级俱乐部在升级
一年内不得进行重要股权转让的限制，适度放宽对转
让方、受让方的资格审查要求，更好地适应俱乐部股权
多元化改革的要求。

在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中，职业足球俱乐部异地
迁移是有前提条件和限制的：第一，俱乐部需要转入地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会员协会的书面同意函；第二，转
出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会员协会的书面同意函；第
三，转入地地级市（含）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同意函。
与此同时，在完成协会变更后，原则上五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变更注册会员协会。

可以肯定的是，重新放开职业足球俱乐部异地迁
移，对于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并非好事，但是结合中国
足球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中国足协在这个时候进行
这样的调整，应该也是一种妥协之后的无奈之举，相关
足协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希望职业足球
俱乐部能够相对稳定在一个城市，打造各级梯队并培
养球迷群体和球迷文化：“这项政策的调整，主要是考
虑到一些俱乐部的现实状况，使俱乐部获得更多的支
持与资源，让俱乐部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同样不可
否认的是，并没有得到职业足球圈广泛赞同的这次调
整，以及这项新规当中类似“原则上”之类的模凌两可
的规定，能否真正遏制住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有奶便
是娘”的逐利行为，防止或者减少“流浪队”的出现，恐
怕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生存为上，足协向现实妥协了
——解读新赛季的三大新政

要补血，不要输血

新政①：2024赛季，各俱乐部名称将继续实施中
性名政策，但一线队和梯队允许球队冠名。

新政解读—— 新政③：2024赛季中超联赛的外援赛季可累计
注册7人，比赛报名5人上场5人。中甲球队可注册4
名外援，比赛报名3人上场3人。此外，各俱乐部新转
入国内球员没有名额限制。

要接轨，不要脱轨
新政解读——

新政②：2024赛季，开放俱乐部异地转让。凡是
想要异地转让，就必须得到转出、转入地的同意，以及
足协的同意，并且五年内不允许再次转让，而能够满
足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

要迁移，不要流浪
新政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