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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邢成博

随着最后一个中超降级名额归属长春
亚泰，2018赛季中超落下了帷幕。这是中超
历史上比较特别的一个赛季，U23和外援新
政的加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
的背景下，中超格局悄然发生了改变。上海
上港用广州恒大的方式打败恒大，成为中超
历史上第七个冠军球队；土帅逆袭洋帅，为
本土教头争回了尊严；VAR技术的加入和
外籍裁判越来越多让比赛在更加公正的同
时，也有了不少的“断点”；U23新政让今年
的中超镀上了新的成色，然而一个赛季之
后，并没有多少年轻球员被培养出来，也让
这项政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格局变了>>>

70亿元终堆出“上港王朝”

在连续霸占了七个赛季中超榜首之
后，本赛季恒大终于被赶下神坛，上海上
港用恒大的方式打败恒大，登基新科中超
冠军，给中超带来新气象。
上港的成功和恒大几乎如出一辙，众多
国脚+大牌外援+巨额投入之下，上港也终于
洗刷了“千年老二”的前耻。从初登中超到登
顶中超，上港一共用了五年时间。除了众多国
脚，先后引进了孔卡、埃尔克森、胡尔克和奥
斯卡等大牌外援。近四个赛季以来，上港总投
入达到70亿元，在本赛季球队阵容趋于稳
定、磨合得更好的情况下，上港终于等来了开
花结果的赛季。这个赛季他们有着8：0狂虐
大连一方的经典战，也有双杀卫冕冠军恒大
的气魄，整个中超赛季他们一共只输了4场
球，除了备战亚冠期间输给亚泰和国安，有些
“还礼”性质地输给一方和权健之外，其余的
比赛中他们都没有占据下风。中超的赛季金
靴武磊、金手套颜峻凌全部出自上港，助攻榜
榜首奥斯卡也是上港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
表现，上港才掀翻恒大建立了新的王朝。
一个冠军或许还不是上港本赛季的终
点，在接下来的超级杯，上港将面对足协杯冠
军，这个冠军可能是国安也可能是鲁能，和他
们相比，如今的上港无论是心气还是状态都
占上风，他们不会让赛季双冠从指间溜走。

形势变了>>>

保级大战异常错综复杂

相比积分榜前半区早已定下乾坤，中超
本赛季的保级大战激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甚至可以说最近六个赛季中超都没有遇见
过这么复杂的保级局势，直到比赛倒数第二
轮，16支球队中还有7支球队有降级悬念，
最后一轮仍有四支球队为保级血拼，这也算
是中超近年来的一大奇景。
看看赛季的保级球队，哪一个不是辉煌
后的落寞。贵州恒丰上赛季还是中超第八，
近两年投入12个亿；天津权健赛季初还是
夺冠热门，是本赛季中超在亚冠中最出彩的
球队，但是随着世界杯后维特塞尔的出走，
球队成绩一落千丈不得不为保级而战；大连
一方重回中超后重金引援，花销在全中超
排前三，却当了半个赛季的倒数第一，最
后一轮才上岸；河南建业两个赛季前还
是中超前六，本赛季在降级边缘连连赢
球才走出泥淖；重庆足球今年的实力不
济让他们险些降级；至于泰达和亚泰，则
算是所有球队中保级经验最为丰富的两
支球队，最终泰达成为了保级成功的幸
运儿，而第26轮之后还排在中超第10名
的亚泰却惨遭降级。这大概是谁都没想
到过的，毕竟他们在这个赛季曾战胜冠、
亚、殿军上港、恒大和国安，最后的八轮
不胜葬送了他们并不差的开局。昔日的
中超冠军如今惨遭降级，令人唏嘘。

执执法法变了>>>

VAR、外籍裁判频频抢戏

2018赛季也是中超正式引进VAR
技术的第一个赛季，30轮比赛每一轮的
关键场次也不再由本土裁判执法，而是请
来外籍裁判。不得不说这样的举措之下，
冤假错案变少了，但是比赛也因此多了不
少停顿，引发了一些质疑。

从今年联赛首轮开始，中超就以每轮
平均至少两场的规模引入外籍裁判执法。
马宁、张雷等本土国际级裁判员在洋哨执
法的场次中更多扮演的是第 4官员或
VAR裁判员的角色。从比赛的结果上看，
中超在高水平洋哨和VAR技术联合执裁
下，判罚失误率明显降低。但是从培养、锻
炼本土裁判的角度来说，洋哨的到来在一
定程度上确实挤占了他们的立足空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超的VAR技

术应用在保证了比赛公平的前提下，也带
来了一些麻烦，和世界杯反映的情况一
样，部分裁判在执法过程中对于VAR过
分依赖，这也使超长补时成为新景象。比
赛结果也在不断反转，拿上港和恒大的首
回合交锋来讲，一场比赛VAR吹出了4
粒进球，而且比赛被暂停了不下六次，虽
说VAR给出的结果都是准确的，但是比
赛的连续性和可看性的确也受到了影响。

土帅变了>>>

国产主帅表现不输洋教头

和裁判上依赖“外来和尚”不同，本赛季
中超在主帅层面，本土教头为国产教练争回
了一些颜面。要知道在近几个赛季中，中超在
疯狂追求大牌外教，从里皮、斯科拉里、曼萨
诺到博斯克，旧时王谢堂前燕都飞入了寻常
百姓家，而本土教头几乎没有什么生存空间，
要么是救火教练，要么就是边缘球队的选择，
用土帅几乎就等于这支球队一没钱、二没追
求。但是本赛季土帅交出的成绩并不能算差，
甚至可以和洋帅们平分秋色。
马加特合同到期之后，李霄鹏接过了

鲁能的教鞭，在几乎没有花钱引援的情况
下，鲁能在李霄鹏的调教下豪夺中超前
三，还打进了足协杯决赛，这是自2010年
鲁能问鼎中超后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本赛
季无论是临场指挥还是技战术打法和对
于更衣室的控制，李霄鹏都做得很出色，
他也因此得到了国字号球队认可，有消息
称他是下任国家队主帅的人选。
尽管申花的战绩不如同城球队上港那么
荣耀，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申花阵容也没
有上港金贵，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吴金贵带
领申花拿到了中超第七，投入产出比来算，吴
金贵值得赞扬。王宝山是中途接手一只脚掉
入中甲的河南建业，上任后他用一波不可思
议的四连胜将建业拉出降级区，让人印象深
刻。陈金刚带领的亚泰尽管降级，但是最后的
溃败也不都是主帅的问题，和球队赢球奖金
以及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他本赛季带
队3：2阻止恒大夺冠也算是改变了中超格
局。扯远点说，李铁已经带领第二支球队成功
冲超了，这就是执教实力的最好佐证。

新政变了>>>

U23政策走进死胡同

2018赛季中超最显著的变化就是
U23和外援新政的加码，这是中超对于
U23球员扶持力度最大的一个赛季，无可
否认的是，新政捆绑外援以及加码的确让
23年龄段球员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上场
机会，很多球队也不再像U23新政刚实行
的时候那样糊弄足协，而是真正给了U23
球员出场机会。一个赛季下来，也有一些
新面孔让我们印象深刻。比如苏宁的小将
黄紫昌，单赛季攻入5球可以比肩部分国
脚。“00后”小将、作为1999年龄段国青
队队长的朱辰杰不仅稳坐申花的主力中
卫位置，还跳级入选国家集训队。上港的
边前卫陈彬彬在全队的带动下也有惊艳
表现，鲁能中场刘洋也逐渐成为球队不可
或缺的重要球员。之前就很出名的韦世
豪、巴顿等人也巩固了自己的球技。
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U23国足在

亚锦赛及亚运会上惨淡出局，几乎是近年
来参赛的最差战绩，这让外界对于U23新政
的质疑达到新高度。一些球员的确因为新政
得到历练，但是他们的水平在亚洲同龄人中
都不出挑，以后成长为国足主力就更堪忧；
而且更多的U23球员还是应付新政的救火
兵。足协也不得不进行革新，明年中超或许
就要取消U23新政，转而在联赛结束后开
展U23联赛用于选拔锻炼人才，新政在达
到巅峰之后或许就要上演告别了。

▲外籍裁判执
法中超越来越平常。

▲ 李霄鹏治下
的鲁能表现出色。

高高投投入入的的上上港港成成中中超超新新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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