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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内 22支队解散
中国职业足球根基动荡 晨报记者金昊报道 在

昨日进行的足协会议上，中国
足协确认 2020 赛季中超联赛
以蛇形排列的方式进行分组。
关于外界关注的外援上场政
策暂不定，待联赛方案批复
后，根据后续外籍人员入境政
策各俱乐部协商再定。

5月 9日，在接受央视采
访时，足协主席陈戌源就透露
新赛季中超将在赛制和赛程上
进行重大变革。陈戌源表示：
“我们目前准备了三套方案，
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下，争取
早点开赛。联赛一开始将会空
场，随后逐步增加观众人数。”
新赛季中超将分为两大

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双循环
积分赛 (16 队蛇形排列分两
组)，第二阶段第 1 轮，A、B 组
上半区 1-4 名，下半区 5-8
名，各自进行主客场交叉淘汰
赛；第二阶段第 2 轮，上半区
第二阶段 4 胜队以及 4 负队
分别进行主客场交叉淘汰赛；
第二阶段第 3 轮，决出冠亚军
等联赛名次，进行主客场交叉
淘汰赛。

按照上赛季排名，新赛季
中超分组如下。A组：广州恒
大淘宝、江苏苏宁、山东鲁能
泰山、河南建业、大连人、广州
富力、上海绿地申花、深圳佳
兆业（暂定）；B组：北京国安、
上海上港、武汉卓尔、天津泰
达、重庆当代力帆、河北华夏
幸福、青岛黄海、石家庄永昌。

从分组来看，申花所在的
A 组整体实力明显高于上港
所在的 B组，A组不仅包括了
上赛季联赛冠军恒大和杯赛
冠军申花，还有老牌劲旅鲁
能、苏宁以及实力不俗的大连
人，此前目标冲超的深圳也在
休赛期网罗了大批好手，对于
申花而言，想在A组抢到前四
难度不小。而对于上港来说，
只要自身正常发挥，B 组除了
北京国安之外没有球队能够
给上港制造太大威胁。

事实上，在天海退出之前，中
甲、中乙、中冠已经有不少俱乐部退
出，只是这些消息远没有天海退出
的新闻更吸睛。现在把这些消息综
合起来看，中国职业足球的根基已
经危机重重。
暂且将天海放在一边，我们从

中甲看起。深足递补中超后，中甲一
共空缺四个名额，这是因为之前广
东华南虎、四川 FC和辽足已经确
定退出。
这其中，广东华南虎的退出最

让人震惊，这支冲甲时曾因“现金
支付奖金”引发外界关注的“土豪
队”最终也败在了资金问题上。
中甲空出四个名额后，足协曾

要求苏州东吴、江西联盛、河北精英
等六家俱乐部提交递补材料。没想
到，上赛季排名北区第三的河北精
英直接放弃，而苏州东吴至今还存
在欠薪问题。

再看中乙，上赛季中乙有 32支
球队，升入中甲 3支球队、再递补中
甲 4支球队后（从中甲降级的上海
申鑫已解散）。目前，未按时提交工
资确认表的有银川贺兰山等 9支球
队，也等同于退出，算下来，中乙还剩
16支球队。

一年之内，一个级别内 32 支
俱乐部少了一半，举世罕见。
这还没完，按照递补原则，中乙

剩下的名额将由中冠球队补充。但
去年参加中冠联赛的球队只有 16
支队伍，其中有 8 支未提交工资确
认表而退出，这意味着一旦中冠球
队全部递补中乙，中冠联赛将无从
谈起。

不到一年的时间，“打造世界
第六联赛”的豪言壮语已经演变为
100天内 22家俱乐部退出、中冠联
赛都无法正常展开的窘境。究其原
因，无外乎一个字：钱。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足球
离不开几个关键词：金元滚滚、年少
多金、高薪低能。不能否认，这些现
象的确存在于中国职业足球领域，
但这几个词远不是全部。
事实上，相比处于“金字塔尖”

的中超，没有超级外援、没有大牌外
教的中甲、中乙联赛，才是中国足球
更真实、更本色的“素颜“。也只有
在这里，你才能更真切了解中国足
球的本来面目。

一份业内调查材料显示，2018
赛季中乙俱乐部平均收入仅为 900
万元人民币，平均球员薪资支出就
达到了 800 万元，加上其他开支，
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 2000 万元。
同一赛季，中甲俱乐部平均亏损也
是 2000 万元。
换句话说，中国的职业俱乐部

几乎没有造血功能，只能靠投资人、
母公司不断输血。
一个不能不说的事实是，中国

职业足球联赛历来就有“房地产联
赛”的“美名”，以房地产企业为母
公司的俱乐部不再少数。作为赞助

中国足球的主流行业，房地产不景
气，也会引发职业足球俱乐部的
“财政危机”。

不难判断，俱乐部如果没有造
血功能，在投资人遭遇商业困境时
必然陷入危机。如果不遏制俱乐部
无限制烧钱，最终摧垮的不只是俱
乐部自身，而是整个联赛。

在中国职业足球的体系里，中
超、中甲、中乙、中冠四级联赛是一
个整体，上级联赛的现象必然会作
用到下级联赛形成传导，因此，联赛
必须均衡发展并伴有相应的财务公
平政策。
当然，中国足协其实很早就注

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从 2018 年开
始启动了一系列限制俱乐部投资的
政策。但两年过去，政策成效依然有
限。就在顶级联赛“烧钱”没有限制
的同时，低级别联赛球队退出潮已
悄然来临。可以预见，如果足协不对
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中超“去泡沫
化”将只是一句笑谈，中国职业足
球联赛的底层危机迟早会威胁到金
字塔尖的中超。

记者 俞 炯

晨报讯 中超上海上港的新主
场———浦东足球场建设进入新阶段。
据“浦东发布”消息，正在加紧建设
的浦东足球场，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
球场庞大的屋盖钢结构合龙成型。

在主体结构基础上，近 1300
名来自来自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机
施集团、安装集团、装饰集团、园林
集团和材料公司的建设者，正抓紧
看台板吊装与设备安装等的最后冲
刺，并开始进入装饰装修和室外总

体景观施工阶段。
今年临时把自己主场放在浦东

源深体育场的上港队，定于 2021
年入驻浦东足球场。这座全新的、世
界最先进的专业足球场，将成为上
港队的“新家”。
随着浦东足球场开始进行装饰

装修和室外总体景观施工，“浦东
发布”称球场将会确保在今年 9月
30日基本建成。

浦东足球场可以容纳 37000
名观众，同时这将是 2023 年亚洲
杯的球场之一。

晨报记者 金 昊

随着天津天海正式宣布解

散并退出本赛季的中超联赛，
中国足协 2020 赛季的准入名
单已经基本确定。 据悉，中国
足协昨日起在上海召开为期三

天的“2020 中超、中甲、中乙联
赛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就是

公布三级联赛的参赛球队名

单。事实上，足协为了这个准入
名单花了不少功夫， 因为自 2
月 3 日 （足协设定的提交工资
确认表的时间） 到昨天的 100
天时间里，中国职业足球四级
别联赛已经有 22 家俱乐部确
定退出。

● 中超赛季确定蛇形分组

A组申花前四有难度
B组上港头名大概率

上港新主场 9月底基本建成
浦东足球场屋盖钢结构合龙成型 /受采访方供图

一名天津天海俱乐部球迷前来为解散的球员送行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