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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阵巴林的世预赛前，
国足遭遇密集伤病潮，引发了
部分业内人士的呼吁——中国
足球赛季日程安排过于紧密，
应考虑延长赛季。

近年来，中超联赛赛程稳定
在3月初开幕、11月初落幕的节
奏中。比赛总计30轮，赛季跨
度八个月，似乎并不短。但如本
赛季，中国足协为挤出更多时间
给国足进行集训备战，对联赛赛
程进行了压缩——如 9 月 5 日
的国际比赛日前，通常联赛会
进行至8月底，但中超在8月20
日结束后就留出了空白档期。
嵌在中超赛季内的3月、6月、9

月、10月四个国际比赛日均如此
安排，这也意味着中超的实际赛
程其实只有六个月。

日本J1联赛单赛季38轮，但
赛季开幕比中超早一周，落幕更
是晚了五周，加之日本足协方面
不会为国际比赛日压缩赛程，这
也意味着多赛八轮的J1联赛比中
多超出十个星期的时间。同为38
轮的 K1 联赛也比中超要宽裕六
七个星期。虽然 J1 和 K1 轮次更
多，但多出的时长意味着两国联
赛的一周双赛频次并不会高于中
超。

但中国足协或者即将挂牌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盟，更需要思考
的问题是——究竟只是简单地延
长赛季，还是对执行了几十年的
自然年度赛季赛制进行彻底改
革？

从长期来看，职业联赛向跨
年度赛季转变的趋势几乎不可逆
转。亚足联从 2023 年起将亚冠
联赛改制为跨年度举行，其实已
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希望各
会员协会均推动相关改革，最终
在亚洲层面实现全面的跨年度赛
季。在气候相对温暖的东南亚、
南亚、西亚，显然这并没有难度，
而东亚和中亚地区就有关于天气

的考量。
日本方面一年前就举行过前

三级别联赛俱乐部对此议题的投
票，同意率接近90%，通过将只是
时间问题。有消息称，J联赛希望
从2026-2027赛季就进入跨年度
赛季。而韩国方面也将于近日内
展开相关讨论。接轨亚洲赛季，
进而与欧洲赛季同步，这是日韩
推进相关改革的动力。

在中国职业化初期，也曾有
过相关的讨论，但天气原因令这
场讨论根本没有深入下去。三十
年来，天气不再是堵住讨论的理
由。俄罗斯前两个级别联赛已经
执行了十余个赛季的跨年度赛
季，与哈尔滨等地地理位置极为
接近的哈巴罗夫斯克就拥有一支
俄甲俱乐部，这也证明了在现有
天气条件下，北方地区已经执行
8月到12月、3月到6月的跨年度
赛季。

重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理应尽快
推动对于相关议题的调研和讨
论。虽然中国足球距离“接轨欧
洲赛季”尚远，但在全亚洲逐步推
进这一变革的节奏中，固步自封
只会连亚洲的脚步都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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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武磊伤退
实属居心叵测

中国男足国家队一行阿联
酋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早晨已
经从迪拜飞抵巴林，开始进入
倒计时，为11月14日巴林队主
场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展开最后
冲刺。出发前一天晚上，队内
头号射手武磊因为伤病，不得
不提前从迪拜返回上海，而且
据称今年赛季已经报销。这不
管是对国足还是上海海港而
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令笔者颇为困惑的是，武
磊伤病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外
界依然有各种说辞，甚至比较
恶毒，尤其是针对武磊本人。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相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当下中国
足球的大环境一直就是以攻击
球队、攻击球员为主旋律，以至
于现在整个中国足球的舆论和
媒体环境也变得极为恶劣，各
种居心叵测的说法不断，尤其
是像“放弃国家队比赛，回去准
备足协杯决赛”。但问题是，这
样的判断是如何作出的？

单就武磊本人而言，在当
下中国足坛整体不景气的情况
下，还有必要为一个足协杯决
赛而装伤？相比之下，如果武
磊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不管
是对阵巴林队还是日本队，其
出战场次就达 100 场。100 场
意味着什么？国际足联专门成
立了一个“世纪俱乐部”，只有
代表国家队出场满100 场的球
员才能进入到这个俱乐部中。
迄今为止，全球百年历史，代表
国家队出场满百场的也就 650
多人，而放眼整个中国，迄今为
止也才六人，武磊如果能够实
现百场里程碑，意味着将成为
中国足球史上第七人，并可以
进入到国际足联这个世纪俱乐
部名单之中。相比之下，国内
足协杯决赛的分量又有几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下
的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确实不
高，作为球员，也确实存在着素
质不高的部分人，一如当下的
社会，有高尚者，也有低俗者，
各种人群、各式各样的人其实
都是存在着的。但为什么足球
圈外之人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
点上，抨击球员、指责球员“出
工不出力”？而且还是用最为
恶毒的语言，尤其是在网络时
代，更给人以“无法无天”的感
觉。

不过，面对这样的现实，即
造谣和攻击指责基本没有什么
成本，辟谣和正本清源却需要
付出极大的代价，或许只有沉
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对武
磊而言，走自己的路，让他人说
去吧，因为活着不是为他人，问
心无愧便足矣。

●“球球”飞来了!“球球”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青少年
三大球运动会的吉祥物，以橙、
绿、蓝三色为主色调，头顶花
环，身披波浪纹运动服，寓意主
办地湖南的芙蓉花和湘江水，
活泼青春、积极灵动。以国家
之力来举办青少年三大球运动
会足见对神州足篮排三大球振
兴发展的重视。这届别具一格
的运动会最终有25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96支球队进入决
赛，参赛青少年运动员达 1500
人。决赛场次总计有308场，比
赛地为湖南长沙和岳阳。运动

会设男足、女足、男篮、女篮、男
排、女排六个组别，本月 20 日揭
幕，28日闭幕。这是一次全面检
阅三大球青训成果与后备人才的
群英会。中国三大球的国字号球
队这几年里深陷后继乏人的尴尬
局面，国足一度成为了老年队，男
篮的篮下、女排的网前也多为老
面孔、老骨头在撑市面。大家所
期待的是“球球”飞来能够带来三
大球的更多新面孔、新球星，新人
辈出。

●上海人关注这届三大球的
全新赛事，是因为80岁的沪上足
坛名宿徐根宝复出，拜为上海青
少年足球队的总教头。上一次根
宝出山要回溯到七年前的天津全
运会，他麾下的朱辰杰、蒋圣龙、
徐皓阳、汪海健如今已经成长为
国足的中坚了。根宝的老搭档奚
志康担当球队的主教练。奚志康
当下也已经有68岁了，他率队的

上海三大球足球队由上海申花、
海港、嘉定汇龙和根宝基地的
2006- 2007 年龄段梯队球员组
成。上海队已顺利通过了三大球
运动会资格赛，正赛抽签与山东、
辽宁、江西同在 A 组。上海队的
目标是通过小组赛晋级排位赛，
剑指冠军。奚志康表示由于对交
战球队的资讯缺乏详细了解，加
之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相互的
竞争会非常激烈的。“我们组队的
初衷就是争取打出最好的成绩！”

●按着阿拉上海人家庭辈分
的划算，徐根宝可算得是做阿爸
的辰光带了范志毅们夺冠军，做
阿爹的辰光带了武磊们冲超冲冠
军。当下是根宝做了老太爷，要
带了沪上青少年足球队征战全国
三大球运动会了。根宝不老。当
希望能够在上海电视台里看到老
太爷与他的重孙辈小将出场比赛
的身影。拍手，叫好！

上海申花，应该是中国足球
为数不多的、已经顺利并成功完
成股改的老牌俱乐部。

回顾申花历史上几次投资方
交接，那些准备离场的前任，总体
而言，都没有留下巨额债务给后
面的接盘者。

上海申花可以在过往 30 多
年里安然度过每次投资方的交接
棒，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两年之前，久事从绿地手中接
过球队时，要处理的遗留问题，是
之前拖欠的一部分薪资，以及一些
外援外教遗留的合约与纠纷。

作为房地产企业的绿地，如果
很早就开始用抵押借贷的方式投
资申花，如果这个债务已经大到了
以十亿级甚至数十亿级别来计算
的话，两年前就算有关方面再怎么
努力撮合协调，申花的股改要想顺
利完成，都不是件容易事。

每年年底中超准入的时候，可
能有关部门更多的精力都在关注
球员是否在工资表上签字确认，但
是对于俱乐部本身的负债情况是
否已经超越警戒线的问题，其实也
应该给予一定重视。等到未来面
临股改问题时，债务的量级和股改
能否顺利完成之间，关系就很密切
了，而这同样也关系到下一个我们
要讨论的话题：关于俱乐部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到现
在，在俱乐部层面，如果要和欧洲
比，恐怕他们最看不懂的一点是，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总共 30 多年
历史发展里，为什么居然会有那
么多球队就凭空消失了？

特别是一些联赛冠军级别的
球队，在大多数职业化健康发展
的国家里，这一幕很难想象。

如果把中国职业足球分为甲
A和中超时代，你会发现，甲A时
代拿顶级联赛冠军最多的球队，
已经退出了。中超时代拿联赛冠
军最多并且拿了两届亚冠冠军的
球队，两年之前已经降级，并且连
续第二个赛季身处次级别联赛，
生存近况也不乐观。

所以，从俱乐部健康可持续
发展出发，非常赞同中国足协通
过真正有约束力的措施，进一步
规范俱乐部每年的收支和财务以
及债务平衡。

有些规矩和流程，看似约束
你，其实在保护你，懂的都懂。

2024赛季，在很多个主场，告
别了金元时代的中超依然会有如
此热烈的现场人气，即便是中甲
联赛，也有大连英博梭鱼湾主场
这样现象级的观众人数，中超俱
乐部在如今这个时间节点，应该
更加重视球市和相关市场开发，
回归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基本市场
原理，让俱乐部进入一种可持续
健康发展的良性生存模式。

中超球队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跨年度赛季
必须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