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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7汇文 体

场外音

与天价外援说再见
中国足协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之后，已

经主导过一次球员降薪行动。但很显然，他

们觉得还不够。继续降薪，已经箭在弦上。
按照 2019赛季的规定，国内球员的顶

薪不能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国脚可以上
浮 20%）。但现在足协认为，这还是高了，必

须再降———下赛季，国内球员的顶薪为 500

万元，外援顶薪为 300万欧元，俱乐部年度
支出不得超过人民币 6?元。与第一期相

比，新版“限薪令”对本土球员更加严格，顶
薪缩水 50%。而且其收入范围包括工资、有

价证券、房产等，统一为税前薪酬，但不包
括比赛奖金。

在外援薪资方面，虽然单人工资上限

保持 300万欧元不变，却制定了更加严格

的细则，要求每家俱乐部的外援薪资总额
不得超过 1000万欧元。以往盛行的天价外

援，从此基本将与中超说再见了。
为什么还要降薪水？中国足协公布了

一份中日韩收支对比的主要数据：“2019赛
季俱乐部平均支出，中超 11.26?元，J联赛

3.16?元、K联赛 1.09?元；球员（含外援）

平均工资，中超 1389 万元、J 联赛 241 万
元；K联赛 119万元。”也就是说，中超球员

的平均年薪是日本的 6 倍、是韩国的 12

倍！而中超球队的总支出，与日韩联赛相

比，也数倍于对方。但论能力和水平呢？恐
怕无需多说。

足协重拳出击，是下决心要终结中超
“金元足球”的虚假泡沫。最近几个赛季，众

多俱乐部大搞“军备竞赛”，但大把的钱花

出去了，国家队的水平却没见有什么提升，
倒是让一些中小俱乐部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性冠名去企业化
除降薪之外，俱乐部和球队名称去企

业化一事，也被中国足协再度提及。这项工

作按要求必须在 2021年内落实，足协将出
台类似“俱乐部名称规范”内容细则，违规

俱乐部将面临诸如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球队名中性化”，意思就是，从下赛季

开始，中超、中甲、中乙各俱乐部的全称和

简称，都不得含有企业名，也不能通过“谐
音”的方式打擦边球。目前，只有中超的大

连人队符合规定。
早在 2018年 11月，中国足协就出台

过一份《职业俱乐部名称规范》。出于兼顾
国情及职业联赛发展现状的考虑，若俱乐

部名称或简称原为非中性的，但被本俱乐
部长期、连续使用，使其名称在足球行业内

具有较高知名度，形成俱乐部品牌或在球
迷群体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可在规定时

限内经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申请并批准，将
该名称认定为中性名称。但申请此类名称

认定的俱乐部应为 2004 年中超联赛前已
经参加甲 A或甲 B联赛的俱乐部，并连续

参赛至今。同时，俱乐部未发生所属地方会
员协会的变更。

一些老牌俱乐部则可以做出微调，撤
除赞助商名即可通过。比如“上海绿地申

花”去除“绿地”、“北京中赫国安”去除“中
赫”、“山东鲁能泰山”去除“鲁能”，基本能

够通过。但绝大多数俱乐部，比如广州恒
大、上海上港、江苏苏宁、天津泰达，都是采

用地域名+企业名的形式，不符合“中性化”
的要求，这些球队都需要更改名称。

但是，对于一些中小俱乐部来说，例如

重庆当代、武汉卓尔、青岛黄海青港等等，
不知这一次完全去企业化的改名，会不会

影响到投资人的热情和决心。毕竟现阶段
投资中国足球，得到的回报并不多，如果连

冠名都不行，是否会引发一股退出潮呢？

本报记者 关尹

    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宣布，2021年

世俱杯改在日本举行，同时参赛队仍为目前
的 7支。而去年，国际足联已决定 2021年世

俱杯由中国举办，采用全新赛制，参赛队增加
到 24支。如今国际足联改变方案引发各方关

注，中国足协昨天发表声明，强调扩军后的首
届新版世俱杯仍将在中国举行。

目前的世俱杯在每年年底进行，由各大

洲俱乐部赛事的冠军加上东道主的代表，总
共 7支球队参赛。而改制后的世俱杯将有 24

支球队参加，其中欧洲 8个名额，南美 6个，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和非洲各 3

个，大洋洲 1个。扩军后的世俱杯也将由每年

举办，变成四年一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俱乐
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新版

世俱杯仍在国际足联的工作日程上，不过具
体举办时间尚未确定。
对此，中国足协昨天发表声明：国际足联

做出推迟新版世俱杯的决定之前，与中国世
俱杯筹备办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中国方面理

解并支持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中国足协强

调：“日本将于 2021年举办的世俱杯仍是 7

支球队参加的旧版世俱杯，由 24 支球队参

赛的首届新版世俱杯仍将在中国举办。国
际足联正与中国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积极磋

商推迟后的举办日期。国际足联和世俱杯
中国筹备办有信心在未来办好首届新版世

俱杯。”

中国足协的声明，再次确认疫情不会影
响中国举办首届新版世俱杯。事实上，为积极

筹备新版世俱杯，去年 12月经国际足联和中
国足协考察评估，确定了上海、天津、广州、武

汉、沈阳、济南、杭州、大连 8个承办城市，各
城市也开始了赛场新建或改建工程，其中上

海体育场去年底开启升级改造工程，因为疫
情工程在今年年初一度中断，不过 2月复工，

目前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
如今的变故，导致本赛季中超冠军江苏

苏宁将不再有资格参加 2021年世俱杯。此
前，中超只有赢得亚冠冠军的广州恒大征战

过世俱杯。对于广大中国球迷而言，在家门口
集聚全球顶尖豪门的首届新版世俱杯只会推

迟，不会缺席。 本报记者 黄永顺

    最近两天，有关天津泰达可能退出中国

足坛的传闻正闹得沸沸扬扬。津门当地的足
球记者满怀悲愤之情写下一段文字：天津不

能没有职业足球！泰达这样有国企背景的老
牌俱乐部尚且如此，更别提那些民营或私营

的中小俱乐部了。

不管泰达是真“玩不起”了，还是只想放

风借此索要一些优惠政策， 都足以表明，在

如今的中国足坛，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并不容
易。 好歹一年十来个亿真金白银的投入，干

什么不行？

中国足协在新赛季准备推行的降薪、限

外政策，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
拍手称快，有人忧心忡忡。但主流的意见，基

本还是支持的。 其原因不外乎，中国足球虚
火太旺、泡沫太多，再不好好治理，恐怕大家

都要玩不下去了。

过去这两三年的中国足坛，“欠薪”成为

“常态”，“解散”成了“热词”，好多家中乙、中
甲俱乐部，踢着踢着就没了，长此以往，塔基

崩塌，何谈上层建筑？即便是中超大户，也要
为自己的营生发愁，肯定不正常。

买个外援， 不上千万欧元的不算够格；

一个基本不怎么上场的预备队球员，年薪也

要百万以上……如果任由诸如此类的现象
发展下去，足球真成了烧钱的“无底洞”。 何

况，早就有一拨接一拨的网友发出“灵魂拷
问”：中国球员的收入稳居世界前列，国家队

的水平排多少位？

至于俱乐部中性改名， 以我的意见来

看，倒未必要如此着急。 足协的出发点自然
是好的，但现实情况还得多加考虑。 足球的

投资方不是“活雷锋”，连冠名的权利都被剥

夺，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欧洲的主流联赛， 的确都是中性名字，

但不要忘了， 他们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运营
体系。联赛转播权的分成、场地广告牌的收入，

甚至俱乐部衍生产品的开发，包括培养年轻球
员的转会，都是一支球队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

这一切，对国内俱乐部来说，想借此盈利还相
当遥远。 现实如此，又何必好高骛远呢？

只是推迟不会缺席，中国足协声明———

首届新版世俱杯仍在中国举行
新闻追踪

轻重缓急
◆ 关尹

降薪、限投、改名……足协酝酿一系列新政行将出炉

下赛季中超怎么 ？

玩 IC

■ 新版世俱杯赛场上海体育场改造工程进行中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体坛话题

亚冠联赛和足协杯赛渐入尾声，为下赛季中超的未雨绸
缪又将成为各家俱乐部的重点。而此前结束不久的中超联赛
工作会议和投资人会议已经传出消息，2021 年的中超将有
诸多改革，明年的中超，该怎么“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