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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3月29日上
午，中国足协召开媒体沟通会，
公布了2023赛季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48家职
业足球俱乐部顺利迈过“准入门
槛”，得到了新赛季三级联赛的
参赛资格。广州城及昆山俱乐
部无缘中超，陕西长安竞技和淄
博蹴鞠俱乐部无缘中甲。为维
护联赛竞争品质，新赛季中超和
中甲、中乙联赛规模都将重回16
支球队，“扩军”至18支球队的政
策实行了一年后宣告结束。赛
事主办方正按照中超新赛季于4
月15日开赛的方案全力推进相
关准备工作。

在中国足协的联赛时间表
中，原本准入名单公布的时间是
3月20日左右。不过因为种种原
因，最终推迟到了3月29日才
宣布。

相较于前两年，今年足协对
于联赛的准入标准更为严格。3
月5日，三级联赛的参赛俱乐部
全部完成准入资料的提交。3月
13日，足协公布了第一批完成债

务清欠的俱乐部名单，在三级联
赛共56家俱乐部中，有42家俱乐
部完成债务清欠。3月20日，足
协公布了第二批完成债务清欠
的俱乐部名单，在名单上的9家
俱乐部中，成都、深圳和广州城3
家中超俱乐部位列其中，这也意
味着18家在成绩上满足新赛季
中超参赛要求的俱乐部均进入
公示名单之列。

名单虽然公示了，但这些俱
乐部真的全都解决了欠薪问题
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名单公
示后，中国足协就接到了多份申
诉，协会随即展开调查，确认有
部分名单内俱乐部存在相关遗
留问题（含清偿欠薪问题）尚未
妥善解决，并责成相关俱乐部尽
快按要求如期解决问题。但最
终的截止时间后，仍有两家成绩
符合中超参赛要求的俱乐部准
入条件未达标，他们就是“升班
马”昆山俱乐部以及广州城俱乐
部。而同样在清偿债务问题上
面临困境的深圳足球俱乐部近
日在深圳市有关方面支持下，在

准入工作方面峰回路转，救急资
金到位，因此留在了新赛季中超
联赛参赛阵营中。此外，备受关
注的原中超及亚冠联赛冠军得
主广州足球俱乐部在上周得到
包括深足打来的2000万元欠款
后，也终于起死回生，确认参加
新赛季中甲联赛。

经过综合考量，出于不希望
一味注重联赛规模而放弃对联
赛品质追求的初衷，最终赛事主
办方确定将中超、中甲、中乙联
赛从上赛季的18支队缩减至
16支队。

■ 中超联赛
准入名单

武 汉 三
镇、山东泰山、
浙 江 、上 海 海
港 、成 都 蓉 城 、
河南嵩山龙门、北京国
安、天津津门虎、梅州客家、上海
申花、大连人、沧州雄狮、长春亚
泰、深圳、青岛海牛、南通支云

广州城及昆山俱乐部准入条件未达标

今今年年中中超超联联赛赛再再回回1166队队规规模模

48支球队会是中国足球希望
的火种吗？未必如此。在这份准入
名单中，依然有球队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问题。首先，薪资清欠并不是
全盘解决，而是通过延缓支付或打
折支付等方式与球队达成和解，这
也是大多数俱乐部得以通过准入的
主要方式，但如果在未来的约定日
期无法偿还欠薪，那么新赛季依旧
可能有“爆雷风险”。另外，仍有俱
乐部牵扯仲裁等法律纠纷，在正式
判决出炉前，俱乐部运营存在不确
定风险。

在3月29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
上，中国足协与中足联筹备组负责
人表示，2023赛季准入工作基本完
成，但清理“足球债务”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中国足协针对即将做出裁
决的案件、2023赛季新产生的欠薪
欠债、达成和解协议分期付清的情
况等，结合目前积极推进的财务监
管系统，正在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
同时，为确保下赛季各项工作有序
衔接，中国足协计划今年八九月份
提前启动下赛季准入工作。

2020赛季，受疫情影响下的中
超联赛喊出了“唤燃亿心”的口号。
3年时间过去了，越来越多对足球怀
有初心和热情的人已经变得冷漠和
失望。在春暖花开之时，熟悉的足
球将重新进入城市生活，但对于广
大从业者而言，想要找到那份熟悉
的激情注定任重道远。

本报综合

■ 相关分析

三级联赛准入名单解读：

山东7队最多 联赛秩序亟待重建
3月29日，中国足协公布获得2023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的俱乐部名单。自此，中国足坛本年度至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已经有了答案。
在严格把控准入质量的背景下，三级联赛的规模均将缩水至16支球队参赛。中国足协“做减法”的勇气能否换来职业联赛新的春天？至少目前还无法得

出答案。

新赛季告别中国足
坛的共有8支球队，他们
以“橄榄型结构”分布在
三级联赛中。

中超联赛中，广州城
与昆山俱乐部的退出并
没有任何悬念，他们主要
受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股
权改制等相关问题的
影响。

中甲联赛中，河北队
没有提交准入申请，武汉
长江也在此前宣布退出。
另外一支备受关注的球
队——— 陕西长安竞技曾
尝试采用球迷众筹的方
式渡过难关，但在巨额债
务面前，球迷们的贡献可
谓杯水车薪。加上过去
几个赛季问题重重的淄
博蹴鞠，2023赛季中甲联
赛退出的球队共有4支，
占上赛季球队总数的
22%。

中乙层面中则有北
京北体大、新疆天山雪豹
两队退出，如果没有4支
中冠球队升级，这一职业
足坛最低级别联赛甚至
连16支球队的规模都无
法保持。

联赛准入名单的确
定也标志着中国足球版
图的重新洗牌。在广州
城队退出之后，曾经拥有
4支中超俱乐部的广东省
还有梅州客家、深圳队2
支球队，数量相同的还有

山东省、上海市。
中甲联赛中，广东、

山东、广西、辽宁四省拥
有2支职业球队。中乙联
赛中，江苏、山东两省拥
有3支职业球队。

综合统计，山东省拥
有的7支职业球队仍然是
全国最多的：山东泰山、
青岛海牛出战中超，青岛
西海岸、济南兴洲出战中
甲，泰安天贶、青岛红狮
以及淄博齐盛征战中乙。
也就是说，在三级联赛
中，都将出现“齐鲁德
比”。这其中，又以中超
版“齐鲁德比”最受人
关注。

这已经是山东省职
业球队数量连续两年位
居全国之首。2022年，山
东籍职业球队数量为8
支，今年在淄博蹴鞠未能
通过准入后，这一数字减
少为7支。虽然总体数量
有所减少，但山东球队的
整体竞争力有所增强，中
超升班马青岛海牛在休
赛期招兵买马，济南兴洲
也代表泉城济南亮相中
甲赛场。不过，在中国职
业足坛的寒冬之中，多支
山东球队也曾出现运营
上的问题，对于俱乐部与
相关部门的管理者来说，
若想继续维持现有规模，
亟需进一步提升管理
质量。

联赛格局再次洗牌 山东7队全国最多

2023年，三级职业联赛的参赛
球队数量均为16支，这也标志着实
行了仅仅一个赛季的中超扩军政策
迎来无疾而终的结局。

过去几年中，三级联赛的发展
趋势并不相同，中超常年维持16支
球队的规模，直到2022年才正式扩
军。中甲联赛则从2020赛季扩军至
18支球队并维持了三个赛季。中乙
联赛变化最大，2020赛季参赛球队
数量为21支（包括U19国足），2021
赛季扩充至24支，2022赛季又减少
至18支。从这一角度看，过去中乙
联赛的扩军一方面增加了问题球队
的数量，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持
联赛基本面的作用，如果没有过去
的基数支撑，那么在联赛准入越来

越严格的背景下，职业联赛将面临
球队资源紧缺的情况。

三级联赛同时缩水，最直接的
影响是比赛场次减少，这对于竞赛
管理部门来说是个好消息，毕竟联
赛时间跨度将缩短，可以减少与国
字号球队备战上的冲突。另一方
面，联赛管理压力将进一步减少，无
论是场次安排还是裁判选派都将更
为轻松。

但是站在球迷的立场看，联赛
缩水首先是拥有主队的球迷数量进
一步缩减，这将影响到职业联赛品
牌影响力的提升。在目前严峻的发
展环境下，联赛的缩水相当于“休克
疗法”。在大众足球热情降至谷底
后，如果球队数量减少依旧无法换

来比赛质量的提升，那么职业足球
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从商业角度看，本赛季的联赛
缩水影响倒不是太大。在赛事主办
方此前的合作方案中，主要要求的
是全年比赛的总体数量，目前来看
三级联赛缩水后仍能达到这一基本
要求。不过，职业联赛商业合作的
背后都有着半公益性质的固定模
式，重要合作伙伴对于联赛指标往
往缺乏硬性考核，但如果想要吸引
新的合作伙伴加入，赛事主办方必
须要费一番脑筋。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确定新
赛季赛程和开赛时间。足协方面仍
在坚持4月15日的开赛日期，赛事秩
序必须重新编排，实际操作难度大。

扩军新政无疾而终 赛事秩序重新编排

“带病准入”仍然存在“唤燃亿心”任重道远

山东泰山
队球员（右）在
比赛中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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