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 薪 给 足 球
老 板 们 减 负
是 实 实 在 在
的，带来的影
响 也 是 立 竿
见影的，习以
为 常 的 中 国
足球生态，即
将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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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甲升降级附加赛，武汉卓尔两回合3 比

2战胜绿城，成功保级。

每年秋去冬来，中甲和乙级联赛赛场都

会上演一些老套路的闹剧，有些明明有实力

晋级的球队时而打鸡血时而打摆子，形迹可

疑举止诡异。

每年岁末年初，临近职业俱乐部注册日

期截止日的时候，总会有少则几家、多则几十

家中低级别的俱乐部销声匿迹。

这类业内见怪不怪的现象，都是缺钱闹

的。因为缺钱，人穷志短；因为缺钱，庙小妖

风大，池浅王八多。

缺钱的原因，是中国的职业足球非常烧

钱。今年每家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成本超过

十一亿，是日本同行的三倍，是韩国同行的十

倍。

中国的足球投资人苦于烧钱久矣，但大

家毫无办法。个别财大气粗的老板掌握了定

价权，大家只能套上红舞鞋，跟着他疯狂舞

蹈。

和前任们相比，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

源的不幸之处是，他接手的摊子，竞技水平

最差，国际排名最低。他的幸运之处是，虽

然暂时无法提高竞技水平，但可以办成其他

任何想办的事情。当年大连实德横行中国

足坛的时候，中国足协的威信犹如狂风中咯

吱作响的小木屋。那时实德系和足协的关

系，也是老鼠和猫的关系，但老鼠扛刀，满街

找猫。

这届足协下定决心推行限薪，相信能令

行禁止。虽说老板想给手下多发钱还会有门

道，比如做房产的请球员代言某个楼盘，造汽

车的请球员代言一款新车，补贴点家用，但当

年大连实德那样弄一堆阴阳合同糊弄人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再玩这么 LOW 的手

段，有贼心未必有贼胆。

根据足协的设想，以后中超俱乐部每年

投资不得超过6亿，国内球员年薪上限是税前

500万，外援年薪300万欧元封顶，外援群体总

薪酬不得超过1000万欧元。

各家俱乐部的老总们造明年的预算，投

入直接减半。展望 2021 年，球员收入至少减

半，最多的将抹掉一个零。限薪给足球老板

们减负是实实在在的，带来的影响也是立竿

见影的，习以为常的中国足球生态，即将天翻

地覆。

薪水这个东西，普通人的感受是能上不

能下。收入对半砍，队伍不好带。韩国、美

国、日本的职业足球也限薪，但他们都是未雨

绸缪，职业联赛开张伊始就执行，大家早已习

惯，年轻人在国内联赛无法发家致富，想赚

钱，去留洋，早已是共识，水平高的都在欧美。

中国足球正好相反，现在要做的，是从王

子重返乞儿的活法，落差巨大。因为是一刀

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情况也许不会

发生，豪门囤一堆国脚，一半踢、一半看的情

况以后会减少，天津、河南这类囊中羞涩的小

俱乐部会松口气，但对本来就很不景气的青

少年足球来说，未来充满变数。

老板爱烧钱是中国足球的特色，无节制

的烧钱，烧出了世界第六大联赛。足球队员

高薪，也很容易带出大众情绪。和日本、韩

国、伊朗，所有比我们水平高的亚洲同行比起

来，中超的外援和国脚们确实拿得太多，是别

人的三倍以上。

没有人真的愿意跟自己的钱过不去，中

超老板烧钱的冲动，源头在于球员的稀缺。

市场上有流动性的职业球员就那么几个，你

下手时稍一犹豫，就到了别人碗里。你给自

家的台柱子发饷稍微寒酸点，他就可能身在

曹营心在汉。人人怕吃亏，人人就都伸出了

哄抬物价的黑手。

某种程度上，低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足球

这些年还能这么热闹，至少维持了表面的繁

荣，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主要是拜重金投入所

赐。有三个年薪一千万欧元级别的外援点

缀，国内球员努力一下，是可以踢出点观赏性

的，在亚冠也有一定竞争力。以后指望 300 万

欧元的外援还能踢得美如画，就很需要经纪

人的眼光和总经理主教练们的良知。找外援

像赌石，成败就在一把，因为这点钱，可操作

的空间很小。

中国职业足球的根本问题，其实不是节

流，而是开源，是怎么让俱乐部的投入更理

性，有可持续性。目前没有一家俱乐部真正

找到赢利模式，即使明年投入减一半，大家也

都是亏钱的。

大幅度降薪导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对

足球生态链末端的冲击。混到国脚水平，在

中超里辛苦一年，工资奖金合计税前不超过

500 万；摊到中甲球员，不管怎么努力，一年所

得很难超过 250 万，这有点残酷。职业足球是

高淘汰率、高风险的职业，想踢成中超主力，

难度丝毫不亚于同龄人考进北大清华。

社会上对足球队员高薪的非议，可能不

是他们拿得太多，而是竞技水平太低。国内

每年赚千万以上的运动员不少，其中多数是

奥运冠军，比如乒乓球、女排之类，但也有只

能看着别人领奖的项目，比如男篮，他们的收

入问题并没有成为社会话题。平心而论，足

球队员的努力和拼命程度，不见得比乒乓球

举重游泳差。

高薪维持下的中国职业足球，多年来其

实生态一直脆弱不堪，足球学校招生很难，各

家俱乐部的梯队人丁不旺。如果足球老板们

的热情不改，投入不减，最理想的局面是把省

下来的钱投到青训，在足球沙漠里种树种草，

但这需要他们有用爱发电的觉悟和境界。

拦腰截断式限薪，颠覆中国足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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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大家办事越来越方便，无论是

看病挂号，餐厅吃饭，还是乘飞机、坐火车远

行，仅仅依靠一部手机，就能把一切搞定。在

社会大多数人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有一部

分老年人却频频受困于智能科技，被扫码、刷

脸、手机支付等搞得寸步难行，似乎成了被智

能生活遗忘的“局外人”。

最近有两则和老年人相关的新闻上了热

搜，重重地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

11 月 21 日，湖北广水一名行动不便的 94

岁老人，为了激活社保卡，被亲属抬到银行、

抱起来进行人脸识别。

11月23日，湖北宜昌秭归县，一位老奶奶

独自冒雨在柜台交医保，工作人员告诉老奶

奶“不收现金”，老人茫然不知所措。

这些场景，令人心酸又似曾相识，就在我

们身边。他们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邻居、

我们未来的自己。

这是当务之急，不能再让老人受困于扫

码、刷脸、手机支付等智能科技手段。国家终

于出手，破除这道老年人的智能鸿沟。

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提

出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要求在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

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充分保障在运用智

能技术方面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等方式拒收现金。

方案针对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方面遇

到的各种问题，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包含应

急保障、交通出行、日常就医、政务服务等七

方面 20 条，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

直接的人性化便利服务。

关心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遇到的困难，并

非小题大做，这确确实实是困扰老人日常生活

的大问题。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刷健

康码、不会网上挂号、不会网上交医保⋯⋯新技

术的应用，对老年人显示出“不友好”的一面。

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痛点，折射

出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存在

着一些盲区。据相关调查显示：2019 年，我国

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中，将近2亿老人从来没有

接触过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单靠老人自

己的努力，说再多的“活到老，学到老”，显然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在公共服务领域，社会

应更多关爱，提供人性化的特殊服务，这是精

细化社会治理应有的温度。

智能时代的列车再快，也不应该丢下老

年人。一个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检验着

它的文明程度。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既要

给领跑的年轻群体更多机会，也要给落在后

面的老弱病残人群以充分关照。现在的老年

人，年轻时也是建设社会的主力军，他们建设

社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淘汰自己。每个人都

有老去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善待老人，就是

善待明天的自己。

不断进步的社会，绝不会丢下老年人
本报评论员
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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