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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季禹

阶梯式降薪成可能方案

4月9日的联赛筹备工作视频会议上，中
国足协曾就国内职业俱乐部球员、教练员减
薪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在当时发布的公告
中，规定了减薪周期从2020年3月1日至2020
赛季联赛开赛日。同时公告表示，原则上一
致同意俱乐部和球员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
实行全队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

不过对于具体如何落实减薪，该不该一
刀切，却是一件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主要是
因为任何形式的减薪或者减薪额度的多少，
都事关俱乐部与球员及各相关方的重大利
益。在此前会议上，就有代表针对“一刀切”
这一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的方案发表了不同
意见。这些代表认为，目前各级联赛、同级联
赛不同类型球员、中外球员间的薪资水平参
差不齐，因此按统一额度减薪的办法不科
学、不公平。

根据球员薪资水准按比例减薪显然更
为公平一些，但此类办法须与复杂的累计递
进计税规定挂钩，因此在操作方面存有相当
难度。这也是中国足协不得不进一步讨论，
并向各俱乐部征集意见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球队球员的构成不一，有外援、
国脚、年轻球员等。各球员之间的薪资也各
不相同，不宜一刀切，因此最有可能实施的
方案是根据收入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降低比
例。例如：年薪在59万元以下的不降薪；年薪
在59万元至99万元区间的球员降薪10%；年
薪在100万元至299万元的球员降薪20%；年
薪在300万元以上的降薪30%。

根据中国足协相关人士透露，足协在推
出“减薪指导意见”时遵循几个原则：首先，
减薪必须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第二，减

薪指导意见非强制性规定，俱乐部与球员在
就减薪问题沟通过程中须严格尊重契约，减
薪需要双方在友好协商的条件下落实；第
三、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减薪也需在国际足
联相关规则及指导意见框架下进行。

俱乐部不愿出头

球员降薪，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为了缓解
俱乐部在停赛期间的经济压力，帮助俱乐部
应对经营困境。受疫情影响，不少俱乐部正面
临“零收入，纯支出”的窘境。青岛黄海俱乐部
总经理孙迪曾表示：“联赛不开打，招商赞助就
举步维艰，然后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卖也
都是停滞的。所以说俱乐部原本还可以有一
些收入，现在就为零，真的纯支出了。”

2019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的工资总额
超过41亿元人民币，如果所有人按照最低标
准10%来计算，那么中超总共省下的薪资就
有4亿元之多。不过别忘了，各俱乐部的外援
薪水才占据大头。据统计，2019年16队高达
41亿的工资中，外籍球员的工资总和超过30
亿元。毫无疑问，外援薪水绝大多数都属于
最高一档，也就是减薪30%的标准。这样算
下来，16家俱乐部可以省掉近10亿元，这几
乎相当于一家中超豪门一年的开销。

即使减薪对各俱乐部有利，但实际想要
推动这项工作却是困难重重。由于降薪政策
不具强制性，因此并没有俱乐部愿意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亏到心痛，不愿出头，也不
方便出声。”这是各俱乐部的普遍现状。

俱乐部不愿意出头，带头降薪的重任就
落在了国脚身上。此前向国足全队讲话时，
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会倡导减薪，希望队
员在突破极限、提高自己的同时，能够展现
出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成为球迷和其他球
员的楷模。对于减薪，陈戌源表态“希望国脚
们带好这个头”。

中中超超或阶梯式降薪，俱乐部却不肯发声

亏亏到到心痛，也不愿出头
中超、中甲及中乙联赛迟迟无法开赛，这让球员降薪成板上钉钉。据悉，不久前中国足协

已经将职业俱乐部球员减薪指导意见初稿发给各级俱乐部，以征求意见。不出意外最终的指
导方案将在本周出台，阶梯式减薪是最有可能实施的方案。

中中超超俱俱乐乐部部没没人人带带头头降降薪薪，，中中国国足足协协希希望望国国脚脚们们起起表表率率作作用用。。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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