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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拟推出重磅新政惹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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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进行的农心杯世界围

棋团体锦标赛上，中国队先锋杨鼎
新九段延续疯狂势头，执白中盘挑

落韩国队副帅申真谞九段，追平范
廷钰九段保持的七连胜纪录，并有

望改写新的历史。在第 18届、第 20

届和本届农心杯上，中国棋手已三

度达成七连胜的最长纪录。为什么

农心杯能屡屡留下如此佳话？

赛制助力 连胜有理
此前，杨鼎新已先后挑落元晟

溱、山下敬吾、金志锡、一力辽、李东

勋和许家元六位日韩高手。昨天下
午，杨鼎新发挥出色，他在中盘早早

就抓住了申真谞的破绽而确立优
势。最终，双方仅下了 170手，杨鼎

新就迫使韩国副帅中盘投子认输，

其连胜奖金升至 5000万韩元。
如此一来，中国队 5名棋手毫

发未损，而日韩两队均只剩下“光杆
司令”支撑。今天下午杨鼎新若能击

败井山裕太九段、拔掉日本队的帅
旗，将创造农心杯八连胜新纪录。甚

至，棋迷认为杨先锋有“一杆清台”
的实力，在明年 2月的第三阶段比

赛挑落韩国队主帅朴廷桓九段。
客观来说，农心杯的擂台赛赛

制有利于棋手屡屡刷新连胜纪录。
早几届的赛事中，以“石佛”李昌镐

九段为首，就是这类英雄人物的代
表。尤其是作为一队主帅，被逼入绝

境反倒可能激发出最佳状态，力挽
狂澜。2004年农心杯，李昌镐出场

时以 1对 5，却连胜罗洗河、张栩、

王磊、王铭琬和王檄五位九段棋手，
为韩国队留住奖杯。6届农心杯，李

昌镐在韩国队主帅位置上取得跨届
14连胜。可以说，农心杯也部分成

就了“石佛”的传奇生涯，李昌镐九
段曾被誉为韩国队的“铁门”。

日本势弱 中国领先
前 17届农心杯，最长连胜纪录

是五连胜，包括中国的胡耀宇八段、

彭荃七段、谢赫七段和韩国的姜东

润九段，均创造过这个成绩。第 18

届农心杯，“95后”的范廷钰九段以
中国队先锋身份出战，连胜一力辽、

李东勋、张栩、姜东润、河野临、金志
锡和村川大介，将连胜纪录提高至

七场。一年后的农心杯，韩国队先锋
申旻埈六段大放异彩，取得六连胜，

却被中国队副帅党毅飞九段阻拦，

后者的一波五连胜，一举扭转中国
队不利态势。去年的第 20届农心

杯，范廷钰复制神奇，七连胜后逼出
韩国队主将朴廷桓，差点让赛事提

前结束悬念。

加上本届赛事杨鼎新完成的七
连胜，棋迷感叹连胜似乎成了农心

杯的常规操作。为什么连胜纪录屡
被打破？这与日本围棋实力下滑有

直接关系。2011年至 2013年，连续
三届农心杯，日本队均提前全军覆

没，缺席在上海的第三阶段总决赛。

以致后一年的比赛，主办方将第二
阶段在釜山的 6盘棋改为 5盘，就

是为避免最后阶段又变成中韩两队
打擂的尴尬。只是，日本棋手在农心

杯上的弱势并未因此有太多改变。

随着“90后”“95后”中国棋手不断
获得世界冠军，中国围棋顶尖人才

的数量和水准已全面领先日韩，连
胜因此更容易发生。

第 18届农心杯，日本队中仅先
锋一力辽八段取得唯一一胜，其后

出场的四名棋手都是陪太子读书；

第 19届农心杯，日本队 5名棋手一
盘未赢，时隔 6年后再次零胜局“垫

底”。日本棋手上一次在三国围棋擂
台赛连胜，是农心杯的前身首届真

露杯的时候。当时依田纪基九段连
胜徐奉洙九段、马晓春九段、郑寿铉

七段、聂卫平九段和刘昌赫九段，但
那已是 20多年前的事了。

今天下午，如日本队主帅井山裕
太九段挡不住杨鼎新先锋的冲击，农

心杯将诞生新的连胜纪录。对棋迷来
说，接下来的话题是杨鼎新能否顺势

挑落韩国队主帅朴廷桓，追平三国围
棋擂台赛历史上的连胜纪录。1996

年第五届真露杯上，担任先锋的徐奉
洙九段取得 9连胜，凭借一己之力为

韩国队夺下冠军。以杨鼎新的火热状
态、加上他与谢尔豪、芈昱廷、范廷钰

和柯洁 5名“95后”世界冠军组成的
中国队班底，本届农心杯中国队夺冠

形势是一片光明。
本报记者 张建东 金雷

农心杯中国棋手为何屡屡上演连胜佳话

畅想非空想
实干不蛮干

    昨天，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由 16家

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代表参加的联赛工作
会议，对即将出台的联赛新政进行交流

探讨，为相关规则或政策的科学合理出
台集思广益。尽管最终并未敲定任何决

议，但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很可能对
将来的国内联赛产生深远影响。本土球

员限薪、只能有一名超级外援、顶薪球员

不能随意转会⋯⋯这一系列设想中的改
革，真会在未来付诸于实践吗？

改革力度大
昨日的上海绿地万豪酒店，聚集了

来自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及中超 16家俱

乐部的代表。如何使联赛更加健康有序
地发展，各方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此之前的 11月 20日，中国足协
就发布了《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

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要求中超、中甲、

中乙三级俱乐部暂停球员签约，由此也
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下赛季的联赛，将

有重大变革。
怎么变？昨天，有关限薪、转会、外援

政策等诸多方面的联赛新政逐渐浮出水
面。包括：未来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

本土球员的单季顶薪标准分别为税前
1000万元、600万元、300万元；凡领到

中超顶薪的球员，未经原属俱乐部同意
不得自由转会；每家中超俱乐部允许引

进 1名超级外援，其身价不

得超过 2500万欧元，且薪资不受限，但

球队所有外援薪资累计不得超过 1.5亿
元人民币；U21 本土球员税前不超过

100万元；俱乐部如有 U23本土球员经
中国足协推荐赴海外留洋，可以在联赛

中适当减免执行 U23球员政策；中乙球
队每队单季最多只能报名 3 名年龄在

30岁以上的球员。

而对于外界普遍关心的联赛归化球
员注册及使用办法，目前初步草拟的方

案是，中超俱乐部每家最多同时注册 2

名非华裔血统入籍球员，且每场比赛只

能上场 1人。普通外援政策则基本延续
本赛季下半赛季调整后的政策，即每场

比赛每队可以报名 4外援，其中同时登
场 3外援。至于具有华裔血统的入籍球

员则视同为普通本土球员，所有入籍球
员的薪资标准同于普通本土球员。

亦有反对声
不难看出，在新掌门陈戌源上任之

后，中国足协推出这一系列新举措的目

的，是为职业俱乐部减负、推动本土球员
培养发展，不过因为具体动议内容带有

明显的干预、调控色彩，还是引起了不小
反响，甚至有多家俱乐部明确表示了反

对意见。

比如在限薪方面，有俱乐部代表认
为应该根据各级联赛的实际情况，科学

划定，而不是“一刀切”。对于“领到中超
顶薪的球员，不得未经原属俱乐部同意

自由转会”，有代表认为这有悖于国际足

坛现行转会制度的精神，这样的规则可
能有益于拥有大量合同即将到期球员的

俱乐部强留球员，但对其他俱乐部引进
人才造成影响。

至于“国脚级球员顶薪可上浮
20%”这一点，争议也不少。“国脚”如何

界定？是不是入选了一次集训队也算国

脚？如何在选拔国脚时保证公平，减少人
为的“权力寻租”空间？

对于“U21球员税前薪水不得超过
100万元”，也有人提出，一些优秀的年

轻球员已经在球队踢上主力，这种限制
是否不公平？最典型的是申花 19岁的中

卫朱辰杰，现在甚至成为了国家队的主
力，难道比其他队友的薪水还要低很多？

还有外援的相关政策，“每家俱乐部
只允许 1名超级外援”，那什么样的外援

才能算“超级外援”？如果有超级外援存
在，势必其他外援的身价就会大幅下降，

水平能否得到保障？让一名身价超高的
外援，同场与身价相差 10多倍的外援比

赛，效果如何？
由于事关各方重大利益，中国足协

也不会在会议期间就草率拍板定案。当
然，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错综复杂、利

益纠缠的中国足坛，想要“动刀”难度也
可想而知。只要目标是为俱乐部减负、有

利于青训和国字号球队人才建设，哪怕
有部分反对声音，也应该大胆迈开步子

向前走一走。 首席记者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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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棋手中的世界冠军合影，90后已占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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