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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足足足足协协协协协新新新新新政政政政政
能能让让中中国国足足球球““触触底底反反弹弹””吗吗？？

4月25日， 中国足协宣布2022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参
赛球队名单及相关政策， 根据新政， 中超联赛没有俱乐部退出，
按计划扩军至18支参赛球队， 实行 “升3降3” 的升降级政策。 青
岛队和贵州队退出职业联赛， 由新疆天山雪豹队和北京理工大学
队递补参加中甲联赛。 中超、 中甲俱乐部每场比赛应有1名U23
球员始终在场。

联赛开始前， 相关政策出台本无可厚非， 然而时间已经来到
4月的最后一周， 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依然 “只闻其声， 不见其
人”， 且当下任何讨论中超和中国足球联赛的消息， 在最后都要
附上一句 “目前三级职业联赛尚未确定开赛时间、 赛程及比赛举
办地”， 不免让人唏嘘。

如果细分析新政内容， 未能触及核心问题的 “小修小补”，
乃至 “老调重弹”， 都无法让人对中国足球 “触底反弹” 保有信
心。

疫情之前的2019赛季， 中国
足协紧锣密鼓宣布， 未来几个赛
季中超、 中甲都将进行扩军———
增加职业联赛球队数量以及比赛
场次。 在当时国足还没从世预赛
出局， 金元足球的泡沫仍未破灭
的大背景下， 足协改革政策的提
出给人一种中国足球将会迎来大
发展的乐观景象。

然而， 突发的疫情扰乱了中
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改革计划，
再加上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 中
国足球的发展每况愈下。 如今，
绝大多数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球队
都存在欠薪问题， 难以符合足协
的职业联赛准入规则成为普遍现
象。 根据相关政策要求， 在欠薪
背景下中国三级职业联赛出现大
规模的 “退出潮” 不可避免。

此时联赛扩军与 “退出潮”
成为了悖论 ， 如何调和这种矛
盾 ？ 4月3日 ， 中国足协下发了
《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2赛季中
超联赛、 中甲联赛、 中乙联赛相

关工作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要
求， 中国足协放宽了准入原则 ，
并未坚持不欠薪俱乐部才能准入
的标准， 而是允许欠薪准入。

根据 《足球》 报报道， 如果
严格遵循不欠薪才可以准入的原
则， 那么中超俱乐部有极大可能
最多只剩下10家左右 ， 这样一
来， 联赛首先面对的就会是赞助
商的解约、 基本盘的崩塌。 《足
球 》 报认为 ， 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 退出和解散俱乐部的球员的
欠薪也无法讨回。 这种情况下，
只有保住联赛基本盘才能确保有
政策时借助契机起势。

■ 保住“基本盘” ■

■ 委曲求全 ■
“升3降3” 这一新的升降级

名额制度在形式上等同于放宽准
入， 于是， 中国足球的一番奇异
景象被催生出来： 凭借其自身实
力本不应该出现在高级别联赛中
的一批球队依据政策又回来了，
当然， 在过去几年类似这样 “起
死回生” 戏码已经见怪不怪。 保
住中国足球的基本盘在事实上已
经被曲解为一种对中国足球发展
不利的委曲求全式做法。

在如今中国联赛的环境下，
没有了金元的涌入， 绝大多数的
球队实力差距并不大， “升3降
3” 很有可能会演变为这样一个
结果： 在新赛季， 由几支球队组
成第一集团， 身后统统是第二集
团， 一众球队陷入到保级大混战
之中。 而3个降级名额也是历年
少见， 届时经济困难的保级、 降
级球队难免再来一波 “退出潮”，
根据递补原则， 中甲排名前三分
之一的球队， 都将有希望升入中
超 。 “ 困 难———放 宽———退
出———递补”， 中国足球似乎要
在这个死循环里继续走下去了。

按照足协人员的说法， 新政
考虑了 “俱乐部和球员多方利
益”，可惜，这样的“和稀泥”是永
远无法让联赛好起来的。 准入大
放水让联赛水平下降的同时，也
会助长一些俱乐部欠薪的底气，
毕竟足协害怕有球队退出总会出

手相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共识。
反观中国足球真正的基本

盘： 中超冠军球队隔年就解散退
出， 昔日称霸亚洲的王者之师分
分钟大厦倾覆， 老牌球队深陷欠
薪风波……中国足球天花板摇摇
欲坠。

如果今年联赛还能够进行，
那么本赛季将是U23政策实行的
第6个年头。 这个政策褒贬不一，
主要是看从哪个角度出发看问
题 。 例如 ， 在这一政策的熏陶
下， 过去几年确实有一些在国内
还算不错的适龄球员获得了比赛
机会， 也渐渐成为了俱乐部和国
字号球队的主力人选， 但这终究
是少数， 而且在亚洲赛场也没什
么竞争力。 另一方面， 这一政策
也加速了联赛内部的不正当竞
争。 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讨论这
一政策是否有意义， 而在于它是
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在金元足球虚火狂烧的那几
年， 各队均以大牌外援为本， 各
级联赛1985至1993年龄段的本土
球员并未得到有效锻炼。 现如今
大牌外援不复存在， 各支球队当
务 之 急 就 是 要 拼 谁 找 廉 价 外
援 的 眼光好 ， 以及谁的本土球
员储备能力强 。 在这样的情况
下， U23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本就

不再需要政策倾向给与的充足出
场时间。

同时， U23政策的众多负面
影响之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
是造成了各年龄段球员的不公平
竞争。以23岁为分水岭，政策适龄
球员成了抢手货，24岁以上球员
随时面临没球踢的风险， 这导致
不少24岁到30岁的当打球员前往
次级联赛淘金， 顶级联赛剩下就
是应付政策的U23球员、 大牌外
援和本土老将， 这样的联赛生态
结构是极其不合理的。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在金
元足球泡沫破灭的当下， 其实正
是废除U23政策、 让中国足球各
个年龄段参与公平竞争的大好机
会， 但仍然施行的这一政策不得
不让人联想有关方面是否还有其
他方面考虑。比如，要保住本土的
亚运会男足比赛成绩， 要为巴黎
奥运会作战略准备之类。 但这些
准备在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基
础面前，无异于水中花、镜中月。

■ 当断不断的U23政策 ■

■ 别让足球改革流于形式 ■
中国足协此次施行的新政还

有其他一些细枝末节的调整， 比
如一支球队如果被征调了足够的
U23球员后可以不用遵守U23政
策， U19国青继续去踢中乙联赛
等 。 然而 ， 这些政策所带来的
正 、 负面影响其实都是小修小
补， 并未触及让本就十分脆弱的
中国职业联赛走上正轨， 并以一

种健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核心问题。

中国足球说了许多年的 “不
破不立， 触底反弹”， 然而， 温
吞水似的新政让足球改革沦为浮
皮潦草走形式。 当下， 中国足球
已无底线可以继续突破， 期待改
革可以更加大刀阔斧一些， 让中
国足球真正置死地而后生。

中国足球期待置死地而后生

江苏苏宁易购中超夺冠后解散退出

新疆天山雪豹
队和北京理工大学
队递补参加中甲联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