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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等同"外援
足协新政最具“杀伤力”的一条，就是规

定：中超每场比赛最多只允许 !人次外援出
场，中甲联赛为不超过 "人次，且至少一名
#"!球员首发。同时，#"!球员出场人次必须
至少与外援出场人次相同，但并未要求 #"!球
员 $%分钟内始终在场。
此外，中超外援全年累计报名人次由 &人

缩减为 '人，每家俱乐部可以引进一名港澳台
非归化球员。
中国足协还将进一步严格球员注册、转会

力度，加强监管和处罚，新赛季继续实行引援调
节费制度，严格规范国内、国外球员转会行为。

引进视频裁判
"%()赛季，在裁判安排方面将大力改革。

新赛季中超联赛将全面施行视频裁判、中甲联
赛将安排底线裁判。

视频裁判是世界足坛最为新潮的一种技
术，目前尚未全面推行，在这方面中超可谓走
在了前面。视频裁判可回看的只包括四类漏判
和遗漏事件：进球、点球事件、直接红牌（不包
括第二张黄牌）和记录处罚对象错误（罚错
人）。对于影响比赛结果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的错漏判，将对裁判进行严肃处理，直至停止
执法资格或从联赛执法队伍中除名。

完善梯队建设
会议前一天，中国足协印发了《中国足球

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对各俱乐部的青
训培养体系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年起，中国足协将正式实施“梯队捆
绑俱乐部注册制度”。届时，中超和中甲俱乐部
将必须独立拥有各自的 #*$、#*&、#*+、#*,、
#*!五级梯队，中乙必须拥有 #*&、#*+、#*,、
#*!四级梯队，并且必须代表俱乐部参加中国

足协正式举办的各级联赛，否则足协将不给相
关俱乐部注册。

过去中国足协也曾经规定过各俱乐部的
梯队数量，但没有所有权等方面的明确要求。
很多俱乐部为了省事，与社会机构合作，需要
比赛时就拉来别人的队伍挂靠在自己名下。而
这一次的新规足协明确要求：所有梯队必须是
以俱乐部名义注册的队伍，决不允许过去的
“挂靠”方式糊弄。

实现名称中性
通过 !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实现俱乐部名

称的中性化和非企业化。也就是说，未来职业
联赛俱乐部的名字都不能存在恒大、苏宁、绿
地、上港这样的字眼。
中国足协强调，俱乐部名称的稳定是培育

球迷群体和球迷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百
年俱乐部的前提。不过，如何保障俱乐部大赞
助商的利益，如何吸引资本投资足球，恐怕还
需要更多考虑。 本报记者 关尹

足协!最严"新政昨日出炉

中国足坛将掀“青春风暴”

他们迎来!盛世"

出场人次必须与外援出场人次相
等，并且首发 **人中必须至少要有 *

人———不难看出，足协新政对 #"!球员
的照顾非常明显。限制外援、扶持本土
球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无疑是足协力推
此项政策的原因。说得严重一点，再不
限制，中国联赛将变成“外援联赛”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前不久

召开的“职业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控制
会议”上，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
永道发布了他们对中超、中甲俱乐部的
调查结果，并将中超的人工成本跟世界
上其他联赛进行了对比，中超的这一项
支出以 ')-毫无悬念地拿下了“第一
名”，其他国外知名联赛中，英超人工成
本占比 +)-、法甲占 +'-、.联赛占 ,+-、
德甲占 ,"-。

中超的转会支出主要花在了引进
外援上，尽管中超水平与五大联赛相去
甚远，但球员身价和薪水却跻身第一集
团。高额转会带来的投资虚火上升，让
中超联赛的健康、稳定、长远发展受到
威胁，与此同时，对外援的过度依赖也
挤占了本土球员的成长空间，尤其是年
轻队员，更没有比赛可踢。正是基于这
种情况，中国足协出台了 "/*& 版的
#"!新政，如今又迅速推出了 "%*)年
“加强版”。

在新政的保护下，出生于 *$$+年
以后的球员无疑最受益。"!岁的他们，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恐怕很难在职业
足坛获得亮相。但有了这一纸命令，尤
其是从 "%*& 赛季的“* 人”增加到“出
场人数必须与外援相同”，他们将得到

大把机会，毕竟绝大部分俱乐部还是会
用满三外援。

可以想象的是，各俱乐部将囤积大
批 #"!球员，优秀的年轻球员将成为紧
俏品。而联赛冠军的归属，某种程度上
恐怕也要由 #"!球员的质量决定。

他们有些失落
足协的出发点是为了培养年轻人，

但这里的年轻人，或许特指的只是“"!

岁以下”。对那些大于 "!岁、实力上却
又不能完全占据主力位置的中生代而
言，他们的空间就被压缩。现行政策下，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奇景："!岁年薪千
万，",岁扫地出门。

简单算一笔账，每场球赛主力加上
可上场替补为 *,人，"%*)新政出炉后，
外援与 #"!两者 !0!的名额几乎占据
其中一半，最受冲击的无疑就是本土中
生代球员，而在 #"!这个概念出现后，
中生代的群体已经被重新定义，刚刚到
",岁的球员就被归入这个行列。

不难理解，在年龄划分上的“一刀
切”，造成的局面就是，某些年轻球员很
可能只能踢一年。比如，在 "1*&赛季符
合条件的 *$$,一代，到了 "1*)赛季就
“超龄”了。但从实力上说，他们往上不
如年纪更大的一辈经验丰富，往下不如
有政策保护的更年轻一代，大多数只能
接受被“牺牲”的命运。尤其在新政的影
响下，各俱乐部必然囤积更多的 "!岁
以下球员，留给他们的空间就更小了。

以上港俱乐部为例，今年全运会夺
冠的 $!、$, 一代，无疑将面临严重冲
击，比如实力不错的林创益、张一、张
卫，甚至包括国脚傅欢都无法避免，在
竞争中已然处于劣势。实际上，他们也
不过才 "+岁而已，同样需要时间和机
会去积累经验，否则如何成长成熟？

难怪有人调侃说，也许在将来，如
果一名球员 "! 岁之前还踢不出大名
堂，那 ",岁就可以退役了，留给你的机
会只会更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一
刀切的做法，是不是有些生硬？

本报记者 关尹

让中生代挤破头
###解读足协 !"#!加强版"新政

! ! ! ! !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正在各大影

院热映# 中国足协的新政显得颇为应

景$ 如此一片苦心#不正是为了年轻球

员的芳华#为了中国足球的芳华%

当然#对于新政#外界褒贬不一$赞

同者认为#中国足球是到了必须重视本

土年轻球员的时候# 国家队都多少年

&锋无力'腰不硬(了%反对者认为#如此

一刀切#不仅将影响联赛质量#而且是

&拔苗助长($

升级版的 !"#新政# 其核心目的

是限外援重新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认为相比于以往的&无为而治(#足协的一系列政

策还是值得为其鼓掌叫好的$相邻的日韩两强#在

如何使用年轻人的问题上#早就有了细化的条款#

各俱乐部也基本上是以本土球员为主力框架$ 如

果仅仅只是靠砸钱大肆引进天价外援' 相互间搞

&军备竞赛(#哪怕拿了亚冠冠军又如何%只不过一

时的虚假繁荣而已$ 每每到世界杯战场# 梦醒之

后#还是一地鸡毛$

但目前的新政#看似相比之前更加严厉#其实

还是有不少漏洞$ 在国内优秀年轻球员匮乏'实力

相差较大的情况下# 甚至会逼着各俱乐部去钻漏

洞$比如#新政并没有规定!"$球员的上场时间#因

此哪怕他们只踢几分钟#也并不违规$可以想象#明

年的中超赛场很可能会出现比赛尾声阶段集中换

人的现象#让!%$球员换下外援走走过场$

因此#培养年轻人'鼓励多用本土球员#这样的

措施应当举双手赞成#难点在于如何真正让俱乐部

不打折扣地执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等到不用

再为!"$绞尽脑汁'挠破头皮的那一天#才是中国

足球展露芳华之时$ 关尹

!"#$

只
为
芳
华

为新生代腾空间

U23新政出炉，有人欢喜有人愁。对1995年出生的球员而
言，无疑将迎来最好的时光；但对于同样还算年轻的93、94一
代，则无异于晴天霹雳。

正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句：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
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新政成就了“U23”这一个特殊群体，却也无
可避免地将造成其他年龄段一群人的落寞与悲伤。

备受外界关注的中超新政，终
于尘埃落定。昨天，中国足协在武
汉塔子湖召开职业俱乐部会议，通
报了有关职业联赛准入门槛、U23
球员和外援的使用、俱乐部名称中
性化等十余项政策。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