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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绍 

 

在职业足球领域中, 考虑到职业体育赛事的特

殊性以及运动员生涯的短暂性, 运动员签订的

《工作合同》以及《转会协议》相较其他领域

的同类合同而言, 可能存在其他行业中鲜有发

生的复杂情形。本文将逐一介绍国内俱乐部转

会运作中需要留意的要点, 籍此进一步阐释国

内球员和国际球员的转会特殊性。 

 

二、 行业规定以及实务操作 

 

1. 外籍球员名额——引援数量限制 

 

在国内处理球员转会时, 首先需要考虑

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以

及国际足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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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特殊规定, 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外籍球员引援名额以及引援数量的限制。作为各队在转

会市场上的首要运作前提, 上述规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球员在中国足协的注册(虽然并

不会影响《转会协议》以及《工作合同》的效力)。具体来说, 俱乐部在处理转会时应当考

虑到: 

 

(1) 每赛季俱乐部能够引进的国内球员以及外籍球员名额上限1;  

 

(2) 每赛季俱乐部能够在中国足协2和亚洲足协联合会3(以下简称“亚足联”)注册的外籍球

员上限; 以及 

 

(3) 球员在该赛季已经注册并代表参赛的俱乐部数量。 

 

若球员与俱乐部签订的《转会协议》以及《工作合同》不符合以上规定, 并不会直接导致

协议以及合同无效, 但若俱乐部由于协会或赛事规则限制不得不注销球员的注册身份, 那

么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比如球员受伤或存在严重违规行为), 球员都将有权以正当理由解除

相关的协议及合同, 以维护自身参加正式比赛这一基本权利。 

 

2. 转会窗口——球员注册 

 

按照《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以下简称“国际足联转会规定”)第 6 条以及《中国

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足协转会规定”)第 9 条的规定, 球员应当在

国家足协规定的每赛季两次注册窗口期间完成注册。 

 

在国际转会层面, 按照国际足联转会规定附件三第 8.1.1 条规定, 职业球员的国际转会必须

在相应的转会窗口期间由俱乐部以及国家足协通过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TMS 系统”)进

行操作, 为此, 必须获得相应的《国际转会证明》。同时, 按照国际足联转会规定附件三第

8.1.2 条规定, “TMS 系统中的新转入足协最迟应于该足协转会窗口的最后一日就《国际转会

证明》发出索要函。” 

 

一般而言, 仅在双方俱乐部按匹配系统要求提供了“相互匹配”的材料时, 新转入足协才能

启动球员的转会注册程序。而若出现新俱乐部在期限内提交了所有相关材料, 但旧俱乐部

未能按时提供材料的情况, 可以由新转入足协向国际足联提交“特别申请”, 经国际足联个

案审查后决定是否允许转会程序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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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转会层面, 虽然足协转会规定中并未列明详细的注册程序, 但俱乐部以及地方足协

同样是通过与国际转会类似的国内线上转会匹配系统(2019 年上线, 但目前仅支持部分材

料的线上上传, 申请人依然需要邮寄或亲自提交部分材料)完成转会注册登记。值得注意的

是, 此类转会程序必须在转会窗口关闭前完成, 不存在例外情况。而从保护球员利益的角

度出发, 即使球员无法在注册期内完成注册, 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的《工作合同》的效力也

并不会受到影响, 对双方依然有约束力。 

 

基于上述规定框架, 为避免出现球员无法及时完成注册的风险, 俱乐部需要尽可能地提前

备齐书面材料, 并高效地推动登记程序的完成。 

 

3. 体检 

 

球员的健康和身体状况是其履行与俱乐部之间《工作合同》的重要前提, 对此, 俱乐部至

少需要通过以下措施来确保合同的履行: 

 

i. 将球员体检结果合格作为转会合同生效的要件;  

 

ii. 要求球员在指定的权威体检机构进行体检;  

 

iii. 在球员通过体检之前暂缓签署《工作合同》。 

 

由于在国际足联及中国足协规定框架下, 《工作合同》的有效性不受体检结果的影响, 因

此, 建议俱乐部在签署《工作合同》之前先行完成球员的体检, 确保一旦发现任何意料之

外的伤病, 可以及时取消球员转会。否则, 如果《工作合同》已经签署完成, 那么无论体检

结果是否符合俱乐部要求, 双方都将始终受到合同条款的约束。 

 

4. 转会生效的条件 

 

《转会协议》各方在球员转会的过程中还需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以保护各方利益: 

 

- 将俱乐部与球员签署《工作合同》, 收到注册球员的《国际转会证明》(或者《国内转

会证明》)作为转会最终成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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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球员转会涉及联合机制补偿和/或培训补偿, 应提前明确支付义务具体由哪一方来承

担; 

 

- 约定球员未来转会中的相关权益条款(例如转会分成条款4, 优先匹配条款, 回购条款

等)。 

 

《转会协议》中还应明确协议适用的相关规定。 

 

5. 《工作合同》的起草 

 

《工作合同》的谈判过程, 是一场各方争取未来合同关系主动权的博弈, 各方必然会竞相

要求写入对本方最为有利的合同条款。然而, 这一过程中除了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还需

注意合同条款本身的合理性。一旦部分条款起草失当, 将很可能在未来带来颇为棘手的反

作用。 

 

国内足球实务中, 我们往往会在俱乐部与球员订立的《工作合同》中发现一些容易引发争

议的条款, 为此我们也建议在体育法律师的指导和建议下审慎应用这类内容。我们也在此

简要予以罗列:  

 

- 授权俱乐部将球员下放至预备队/青年队训练和/或参赛的条款;  

 

- 单方面解除/延长合同期限的条款;  

 

- 赛事表现条款(例如赋予合同一方在出现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合同的权利, 通常, 糟

糕的竞赛成绩会构成触发该条款的条件); 

 

- 关于单方解除合同后果的条款(例如, 买断条款、违约金条款、离队条款或罚金条款); 

 

- 球员出现行为不端后的处罚条款; 

 

- 合同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条款。 

 

除此之外, 俱乐部还需注意, 相关手续是否完备(例如取得居住证、工作签证、国际转会证

明、通过体检等)也不能作为《工作合同》生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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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如果各方在正式签订《工作合同》之前, 已在谈判中对《工作合同》的基本内容达

成了一致意向, 那么将有可能被认定为各方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工作合同》。 

 

最后, 在和运动员订立肖像权授权使用协议时, 相关方应留意内容起草不当可能带来的负

面影响。根据中国足协近期相关政策, 无商业实质或明显高于市场价值的肖像权授权收入

将作为运动员收入的一部分, 适用薪资帽的相关规定, 纳入对俱乐部财政支出的审查范

围。 

 

6.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 各方还须密切留意中国足协的其他特别规定, 例如: 

 

- 转会费超过特定金额后, 需要缴纳“引援调节费”5;  

 

- 无正当理由解除在中国的《工作合同》并转会至国外联赛后, 又回到国内俱乐部注册的

球员, 将受到停赛 24 个月的处罚;  

 

- 中国足协详细规定的“注资帽”、 “转会帽”、 “薪资帽”和“奖金帽”。 

 

三、 结论 

 

本文仅就球员转会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加以简要概括和梳理。不难看出, 这一过程对转会任意一

方都意味着需要全面理解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复杂要求和规定并加以遵守。因此, 我们也希

望本文能够使外界进一步理解专业体育法律师在处理球员转会时的重要性, 尽量提升转会运作

的规范性, 以避免相关的风险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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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第 16 条以及《2019 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规程》第二十六条第

四款第(四)项, 中超俱乐部在本赛季两个注册转会窗口从其他俱乐部转入的国内职业球员中, 无年龄限制的球员注册

名额不超过 5 名, 另设 21 岁以下球员名额 3 名;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第 35 条以及《2019

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规程》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二)项, 单赛季累计注册的外籍球员人数不得超过 6 人。甲级联

赛俱乐部一个赛季内从其他俱乐部转入的国内职业球员中, 无年龄限制的球员注册名额不超过 5 名, 另设 21 岁以下

球员名额 3 名; 累计注册和报名外籍球员人数不得超过 4 人。 
2 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 中超联赛球队注册的外籍球员人数不得超过 4 人, 单场上场不能超过三人; 中甲球队注

册的外籍球员人数不得超过 3人, 单场上场不能超过 2人。根据近期的规则调整, 俱乐部可以注册一名港澳台球员, 该

球员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不占外籍球员引援名额。 
3 按照 2019 年亚洲冠军联赛规定, 每家俱乐部允许注册最多四名外籍球员, 其中一人为亚洲球员。 
4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球员不再是《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项下转会协议中的”第三方”, 从而可以直接参

与俱乐部之间的转会协议谈判。因此, 俱乐部有权和球员签署《转会协议》, 球员也有权对此获取未来转会带来的全

部或部分补偿或其他相关权利。 
5 中国足协规定了单个运动员的转会资金支出限额: 外籍运动员不超过 4500 万元人民币/人(约 580 万欧元/人); 国内

运动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人(约 250 万欧元/人)。支出超过上述限额规定的, 引入俱乐部应当向中国足协缴纳与

转会费等额金额的引援调节费, 该笔费用将被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