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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看似正确，实则危
险。不用再去尝试，因为前人
的经验教训早已将结果展现得
明明白白。

比如海水不能直接饮用，只
要学习过中学生物知识就能明
白这其中的浅显道理，即使没有
学习过现代科学知识的古人也
不会这样去尝试，他们的前辈口
口相传将经验保留了下来。但
一定会有人坚信自己是天选之
人，即使违背经验和常识，也能
涉险过关。所谓“头铁”。

在中国体育组织里，足协的
“头铁”程度若称第二，没人敢当
第一。中国足协这几十年来出台
的荒谬政策，足以集结成册。职
业化前尚可推说幼稚懵懂，职业
化初期也能找到“摸着石头过河”
的理由，可都蹚了三十年水，还能
持续不断地输出“反向政策”，确
实只能称之为“头铁”。

允许俱乐部异地搬迁、允许球
队出售冠名权，是中国足协在新年
伊始颁布的两大新政。之所以说

“新”，只是足协又给了这两条政策
新生——异地搬迁早在2016年就
被禁止，冠名权则终于2021年。

关于异地搬迁被禁，原本就
毫无争议。中国足球职业化三十
年里诞生了多支“流浪者”球队，
因为一时利诱再三搬迁，几乎无
一落得好结果。至于禁止冠名
权，因为实施时期刚好与中国足
球“硬着陆”重叠，引发了一些争
议。但争议只限于时机问题，无
关禁止本身。显而易见的是，俱

乐部中性命名是所有主流联赛的
共同经验，而卖冠名权的操作早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前就已尝试，
至被封禁前已超过三十年，但这
套落后的“广告输出模式”并没有
让中国足球俱乐部们活出精彩，
现在又有什么勇气拿出来作为冬
天里的柴火呢？

走回头路不可怕，毕竟总有
选择错误的时候，明白错在何处，
重新出发或许能迎来新生。但过
去三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条
老路前方断头、无路可走，可偏偏
非不信邪，还选再来一遍，全然不
顾职业联赛正在走出封禁冠名权
的阵痛期的现实，足协无非又一
次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

新任足协主席宋凯在上任初
曾公开表示：“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
就是经常变来变去。”可实际行动似
乎与这样清醒的认识截然相反。现
实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无论怎么折
腾，中国足球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在明知的错误里不停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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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中生足球
火爆的背后

1 月 8 日，第 102 届日本高
中足球大会决赛现场依然火
爆，观众达到了55019人。

去年10月，国际足联官网
发表了《日本独特的足球与教育
结合》一文，认为日本高中年终
比赛的火爆凸显了日本足球基
层比赛所独有的极广的参与度。

日本高中生足球联赛的高

参与度，不仅体现在决赛如此庞
大的现场观战人数，更是体现在
以高中生足球为塔尖的日本中小
学足球对无数日本家庭正在带来
的巨大影响。日本足协技术委员
会主席反町康治说：“一些本来对
足球不感兴趣的父母，或是爷爷
奶奶，在为孩子或孙子加油打气
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学习教
练或裁判的兴趣，或者尝试自己
踢球。这种情况是相当常见的。”

日本高中生足球高光表现的
背后，也离不开必要的资金和高
水平的基层足球专业人才的支
持。包括高中生足球在内的日本
业余足球，正在获得更多来自于
日本足协提供的人才和资金的支
持。

从日本足协到各地足协，再
到无数的日本家庭，日本可谓是
举国之力在呵护和发展高中生足
球。如今日本高中生足球比赛，

也成了藏龙卧虎之地。
比如，去年U17世界杯上，打

进四球的来自日章学园的高冈伶
飒，也出现在了本届日本高中足
球大会决赛阶段比赛名单中。但
是，他效力的日章学园第一轮就
被淘汰。不难想象，日本高中生
中，应该还有不少像高冈这样具
有成为世界级球员潜力的未来之
星。

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日本球
员中，有几乎一半的国脚都效力
过高中生联队。

正如前述国际足联官网文章
所说那样：“日本的大学足球已经
超越了业余水平。这是一个许多
优秀人才寻求成长机会，并在职
业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生
态系统。”日本高中生足球正是这
生态系统中重要部分，其球市的
火爆，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传统，
更是未来继续可期的。

新年三看

2014 年到来，今天是开篇。
开篇写什么？写一个“看”字。

看什么？看申花，看海港，当
然，更重要的是看中国足球。

申花与海港今年面临同样的
新课题。他们都取得了冠军，一
个中超冠军，一个足协杯冠军，再
下去的超霸杯冠军也将在这两队
中产生，也就是说，上海的这两支
球队把中国足协三个最重要的冠
军奖杯都拿了。

但是，这两家俱乐部不仅要
赢得冠军，还要赢得漂亮。因此，
他们几乎同时作出了同样的决
定，炒掉了帮他们取得冠军奖杯
的主教练，另请高明了。这样做
是不是合理，能不能服人心，很难
说清楚。只是有打抱不平的：人
家蛮好帮侬夺冠，侬却奈伊赶走
了，侬能保证接下来的教练能够
做得比伊拉好？

这个谁也不敢保证，中超16
支球队，中国各级联赛加起来远
超 16 支，冠军奖杯只有两个，夺
冠等于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
稍有闪失就是不可能，谁敢拍着
胸脯表这个决心？

当年恒大用里皮换掉帮他们
夺冠的李章洙，虽然里皮无论是
实力还是名气远超李章洙，也有
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在最
后里皮争气，让质疑者闭了嘴。
但申花和海港的两个接任者与里
皮相比如何？足球最后还是靠结
果说话，打法漂亮，培养年青球
员，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模糊概
念，耐心等到年底看结果吧。

再看中国足协。大换班之
后，新班子几乎把之前留下的所
有都翻了个身。俱乐部中性化有
了“解释性变通”，过去坚决不可
上标的内容可以摆上台面了；外
援的报名和上场数量有了较大增
加，这两个变化会有什么影响呢？

中超“职业市场”有点回暖，
最多也只是暖一些，对于投资者
来说，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中性与
否，而是投资者对足球的热情有
多高？而这又取决于市场环境，
投资者不会因为可以加个隐晦的
名字而慷慨解囊的。

今年的亚洲杯将是中国足球
能否在社会面起暖的重要指标。
但是在这位扬教练的指挥下，元
旦之日输给中国香港队，2024开
门不利。虽然说后来大比分赢了
阿联酋二级联赛不入流的俱乐部
队，但这对于提高球队技战术能
力和士气不会有太大帮助。国足
要想赢回人们的尊重，只有靠他
们自己了。从 2024 的第一步开
始，从亚洲杯开始，从 13 日的第
一场开始。

新年三看就看这些：上海滩
两个俱乐部能否证明自己的决定
正确；中超联赛能否踢得比过去
漂亮一些，吸引得住观众和商家；
中国足球队能否在亚洲杯有个小
小的翻身。

●足协今年的三条新政中
放开外援出场人数是重要的一
条。中超联赛的球队可以注册
外援六人，其中五人能够进入新
赛季一线球队的大名单，能够同
时派遣五外援首发上场。中甲
联赛也进行相应调整，球队可以
注册四名外援，比赛报名三人，
上场参赛三人。在2024赛季里
中超球队可累计注册外援七人，
这是为了应对亚冠联赛的调
整。亚冠参战球队已经能派出
5+1的外援出场，“1”为亚洲外
援。中超球队如果不增添外援
将会在赛场上吃亏了。一句话，
以后看国内球赛，看到的外国人
来踢球的更多了。假如交锋的
两支球队穿了颜色相近的球衫

在绿茵场上奔走，你可能会错觉
为是一支外国人球队与一支中国
人球队在白相呢。

开放外援新政，舆论场是一
片喝彩声响。日后各级职业联赛
的比赛质量会得到提升，大批外
援球员的出场将激发本土球员的
激情与活力。外国人敢拼敢杀，
中国人也敢杀敢拼，大家都想显
摆身手、施展拳脚，球赛当然会好
看不少了。中国足球联赛与篮球
CBA联赛一样，看来看去主要的
看点还是看外援踢球与打球。全
华班行不通的。

●有不同声音的是已经退役
的本土球员，他们认为放开外援
数量是对国内球员生存空间的挤

压。上场 11 人，除了门将，中外
球员各五人。重金招募来的外援
本事当然强于本土球员，这使得
本土球员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
上场机会更难更少了。外来和尚
好念经，住家和尚由此产生危机
感，这在职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
场景，不足为奇。

我有所担心的是，在前锋、边
锋、中场乃至后场的关键位置上，
国内球员恐怕要失去更多的锻练
机会。在以后的国足中，锋无力，
中场缺灵魂，后防少脊梁的窘状
很难得到改观了。联赛为国家队
的根本。外来和尚蜂拥而至的联
赛能栽培出更多上乘国足吗？

希望这是瞎担心。嘿嘿。

即便是告别金元足球之后的
当下，和韩国相比，中超仍然属于
东亚职业足球联赛里收入偏高的。

韩国职业足球联盟一般会在
每年的年底或第二年的年初，公
布上一个赛季整个联盟球员的薪
资情况。日前，韩国职业足球联
盟公布了2023赛季K联赛俱乐部
的球员工资以及支出状况。K1
联赛俱乐部的平均年薪支出为
138.567亿韩元（约合7500万人民
币）。在各俱乐部当中，全北现代
的年薪支出为 198.7677 亿韩元
（约合1亿人民币），排名第一。

韩国联赛最高的年薪支出全
队内外援加起来不过是1亿人民
币。中超俱乐部的这些数字从来
都是只有江湖传说，没有官方发
布。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中
超目前投入依然比较大的几家俱
乐部，全队年薪收入加起来，比1
个亿多得多是大概率事件。

而 K1 联赛一线球员平均年
薪为 2.95 亿韩元（约合 161 万人
民币），蔚山现代以5.7766亿韩元
（约合315万人民币）的平均年薪
排 名 第 一 ，全 北 现 代 以
4.08 亿韩元（约合223 万人民币）
排名第二。

再回看一年前公布的数据，
2022赛季K联赛球员平均年薪为
2.8211亿韩元（约合155.5万人民
币）。韩国国内球员平均年薪是
2.30995 亿韩元（约合 127.3 万人
民币），外援平均年薪为 8.62685
亿韩元（约合475.6万人民币）。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数
字均是税前收入。

韩国本土球员当中，2023 赛
季年薪最高的是韩国国脚金英
权，他的年薪为15.3亿韩元（约合
835万人民币），外籍球员中，年薪
最高的是塞西尼亚，他的年薪为
15.5亿韩元（约合846万人民币），
据报道即将加盟中超球队的蔚山
现代外援卡扎伊什维利以15.2亿
韩元（约合830万人民币）的年薪
排名第二。另一位即将登陆中超
的2023赛季K联赛射手榜排名第
三的泽卡，年薪为10.5亿韩元（约
74万欧元）。

韩国职业联盟每年都会公布
球员收入，日本J联赛每家俱乐部
的工资支出以及很多球员的收
入，也在网上公开平台能查到。

伊涅斯塔离开后，日本 J1 联
赛大多数外援目前工资也普遍不
高，联赛金靴安德松·洛佩斯年薪
是 1.35 亿日元（约合 672 万人民
币），中超球队即将在亚冠淘汰赛
遇到的对手川崎前锋的巴西边锋
马尔西尼奥，工资是1亿日元（约
合497.7万人民币）。

所以，对中超来说，控制成本
的空间，仍然有。

对比日韩
的球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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