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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全球体育赛事陷入停摆。随着
中国抗疫取得决定性成果，2020 赛
季中超联赛千呼万唤始出来，在7月
25日于大连和苏州两个赛区开赛。

体育赛事复赛，防疫是重中之重。
今年，欧洲五大联赛均出现了球员和
教练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C罗、内马
尔等巨星以及效力于西班牙人的武磊
都未能幸免。

为了做好赛事防疫，中国足协
制定了细致科学的复赛方案和防疫
手册。从频繁的核酸检测到明确的
区域划分，从复赛前期的空场比赛
到逐步将观众请回球场，中超联赛
的防疫经验为其他赛事的举行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模板，更成为不少国
家和地区取经的榜样。11 月 12 日，
江 苏 苏 宁 同 广 州 恒 大 的 冠 军 之 战
中，有 9386 名球迷有序入场，展现
了中超“焕燃亿心”的力量。放眼
全球，接近万人的上座率可谓独领
风骚。

从7月开赛到11月收官，本赛季
的中超联赛激战160场，两大赛区没
有出现一例新冠肺炎感染。在7月底
大连出现局部疫情时，中超联赛也挺
过了考验。

本赛季开始前，很少有人会把江
苏苏宁列为夺冠热门。作为上赛季联
赛第四，苏宁在第二阶段淘汰赛中将
两任冠军上港和恒大斩于马下，捧起
火神杯的过程很有说服力。

苏宁首夺中超冠军，固然有赛制
变化带来的偶然因素，但球队的实力
增长与稳定发挥有目共睹。外援方面，
特谢拉与埃德尔的进攻组合日渐纯
熟；坐镇后防的米兰达宝刀不老；赛季
最佳引援瓦卡索成为串联攻防的关
键。国脚吴曦领衔的国内球员同样居
功至伟，半决赛次回合在少一人且落
后一球的情况下，苏宁正是依靠吴曦
和罗竞的进球，上演了惊天大逆转。

从 2018 年赛季进入前五，到去
年名列第四，再到今年新王登基——
苏宁一步步走向巅峰，是球队多年来
的稳定投入和务实发展的结果。在当
下的联赛当中，这样的坚守更显难能
可贵。

而在排行榜的另一端，最失意者
非石家庄永昌莫属。通过3年努力重
返中超的升班马在第一阶段表现出
色，一度有望闯入争冠组。然而进入
淘汰赛，球队却连战连负，先后惜败
于大连、深圳和武汉，匆匆告别中超
赛场。

无论苏宁夺冠还是永昌降级，
都与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特殊赛制息
息相关。由于赛程缩短，比赛采取
了“分组单循环+两回合淘汰”的
赛制，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和残酷
性。类似于杯赛的赛制造就了不少

“名场面”，加时赛绝杀、点球大战
的出现，让中超充满了悬念。

不过，特殊的赛制也造成了不少
充满争议的结果。比如第一阶段两个
赛区的球队实力并不平衡，最终联赛
冠亚军均出自大连赛区，而后三名均
来自苏州赛区。

由于第一阶段成绩不带入淘汰
赛，两个小组垫底的河南建业和天津
泰达在第二阶段早早保级。此前未尝
一胜的天津泰达仅靠淘汰赛阶段的1
场胜利，就确保“上岸”。

此外，第二阶段的“杯赛化”也
让失去争冠资格和提前保级的球队早
早完成任务，随后的排位赛失去了悬
念和精彩。

在比赛残酷性提升的同时如何兼
顾公平性，是需要联赛组织者巧思的
难题。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近日表
示，下赛季中超有很大概率继续采用
赛会制。他也表示，明年可能“多分
几个阶段，早点开打”。

受疫情与限薪令影响，今年中超
外援的星光不及往日。尽管大牌外援
云集的场景不再，但强力外援仍是中
超球队实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本赛季
中超射手榜前十名中，外援便占据了
九席。

不过，本土球员的发挥仍可圈可
点。唯一闯入射手榜前十的韦世豪多
次奉献出高光表现，在外援和归化球
员云集的球队锋线，韦世豪的技术和
灵性仍有立足之地。若非赛季后期受
伤病困扰缺席比赛，韦世豪有机会冲
击更多进球。

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轮换需求以及
换人次数的增加，为 U23 等年轻球
员的登场创造了更多机会。统计数据
显示，本赛季 U23 球员场均出场人
次和时间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场均
进球数也增加到0.97个。其中，北京
国安射手张玉宁收获 6个进球和 4次
助攻，逐渐坐稳球队主力；山东鲁能
U21球员郭田雨打进4球，被视为国
家队的未来希望。

在防守端，大连人边后卫童磊在
自己的中超处子秀赛季中便站稳主
力，拦截、抢断等数据名列前茅；广州
富力门将韩佳奇打满全部20场比赛，
成为“全勤王”，扑救数据名列第一。

谈及本赛季中超的遗憾，裁判
争议首当其冲。两个阶段比赛中，
裁判在点球、红黄牌尺度、VAR 介
入时机等关键判罚上多次引发舆论
争议，不少球队甚至在赛后提出申
诉。陈戌源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虽然整个赛季裁判的判罚 98%是准
确的，但 2%的误判也是不能允许
的，因为这 2%很有可能扼杀了 1 支
球队 1 年的努力。

受疫情影响，与过往赛季邀请外
籍裁判执法关键场次不同，本赛季本
土裁判承担了绝大部分比赛的执法任
务，多名年轻裁判首度站上中超赛
场。在比赛中接受历练的同时，本土
裁判业务能力的短板也在高强度的赛
事执法中显露出来。中国足协相关人
士坦言，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足球裁
判整体业务水平与世界和亚洲先进水
平尚有差距。

为此，中国足协在赛季末期建
立了裁判工作对外发布机制。裁判
员跑动距离、关键事件判罚准确率
等数据都被纳入发布范围。裁判判
罚的准确性和透明性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如何提升裁判业务水平，
依旧是未来中超联赛改革的重要任
务。

在体育赛事遭遇寒冬之时，较早
复赛的中超成为球迷的关注焦点和心
系所在。最后两轮比赛，在有限有序
开放观众入场的情况下，现场球迷分
别超过9000人和1.1万人。

PP 体育公布的观赛数据显示，
中超联赛关注度继续提升，160场赛
事的场均观赛人次高达774万，同比
增长16.1%。为了方便球迷观赛，PP
体育本赛季在移动端免费播出全部中
超比赛，全社会对中超的关注度持续
走高。数据显示，全赛季直播总观赛
人次超过 12.38 亿，移动端占比为
64%，同比增长12%。

从球迷群体来看，上海、北京、
广州、大连、济南、重庆、深圳、武
汉、天津、南京等拥有中超球队的城
市球迷观赛最多。其中上海聚集了最
多的中超观赛人群，占比达 7%。从
球队关注度来看，广州恒大仍然是最
受关注的中超球队，新科冠军江苏苏
宁位列第二，上海上港、山东鲁能和
北京国安分别排在三四五位。

见证足球悲喜见证足球悲喜
——2020中超联赛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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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江苏苏宁易购队球员在颁
奖仪式上庆祝。

右图：石家庄永昌队球迷在球队
降级后落泪。 新华社发

广州高新区全力搭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大舞台，充分激发企业
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跑出创新发展“加速度”。

广州高新区今年1—10月新增企业48522家，集聚上市企业61家，其
中，科创板上市企业5家，占广州市的八成以上；科技部火炬中心遴选优
质企业124家，连续5年位列全国高新区前4名。

广州高新区综合实力近3年跃升至全国第7名，科技创新实力连续3
年位居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第1名，科学城“双创”示范基地连续两年获
国务院督查激励。高质量发展指数连续 3 年稳步增长，2019 年达到
110.94，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发展活力、产业转型升级三个分指数增长幅
度明显。

广州高新区持续创建优质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和人才做好服
务，努力打造“企业离成功最近的地方”。企业开办实现“全天候、零见
面、一键办”，创新建立“金钥匙”创新创业服务库，建立“企业有呼、服务
必应”筹建服务机制，市场活力显著增强。“投资创业到黄埔”不仅是一句
口号，更成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和便利。

“1+2+3+4”科技计划 构建企业成长“引力场”

广州高新区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科技力量快速组织起来，构建了从中
科院院所到企业、研发团队整个产学研链条。

近年来，广州高新区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
要承载区，汇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1+2+3+4”科技计划，着力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核心引擎。

该计划包括创建一个国家实验室——呼吸健康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防控国家实验室；打造两个国家实验室基地——张江实验室广州基

地、鹏城实验室广州基地；建设三大科学装置——航空轮胎动力学大科
学装置、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慧眼大科学研究设施；建设四个
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纳米国家科学中
心、太赫兹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金属腐蚀控制研究中心。

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进一步打响“黄埔实验室”品牌，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强化基础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同时实施前沿技
术攻关行动，推动更多“从1到100”的成果产业化。

广州高新区从2021年开始，每年将预留不少于2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
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建设，保持稳定增长，并对企业承担国家、省、市重
大科技项目予以配套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对企业研发环
节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计划到2025年，广州高新区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GDP比例超过6%。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 铺设企业服务“高速路”

日前，在广州高新区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纳米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上，用纳米材料制成的全息混合现实 MR 眼镜、有机半导体材料及
其纳米光电器件、自研磁芯制备的高性能纳米晶磁芯等纳米技术及应用
令人眼前一亮。今年起，大赛总决赛落户广州高新区，助推一批优秀纳
米科技领域成果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化落地。

“纳米10条”是广州高新区为促进纳米产业布局、吸引人才落户出台
的产业扶持政策，覆盖研发平台奖励、融资扶持奖励、重大项目奖励、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支持纳米科技领域人才、项目、企业
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当前，广州高新区已建成华南最大、最活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集群

之一，区内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4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1家，形成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创业孵化链条，加快落地惠企
政策帮助企业发展。

今年，广州高新区优化政策体系，升级“金镶玉”系列政策，出台“暖
企8条”“稳企6条”，加快拨付涉企扶持资金，上半年核拨科技资金15.44
亿元，支出进度超过预期50%，区内1108家科技企业受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州高新区政府、街道、园区各级联动，帮助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解决了疫情物资申购、公司产业园专项建设
问题，给予 8 万元复工复产专项补贴，减免租金 25 万元，并享受银行
3.85%低息贷款，大大减轻了企业经营成本。

此外，总投资1.5亿元的广州禾信质谱产业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现
已完成主体封顶，计划2021年完成搬迁投产，引进先进工艺水平的科研、
生产设备，目标实现220台（套）高端质谱仪器的产能。“中小企业能办大
事”成为广州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用实力交出的一份答卷。

集聚高端创新人才 注入企业发展“新动力”

创新事业呼唤创新人才。大格局、大手笔谋划创新，离不开优秀人才
的加入。

近年来，广州高新区依托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体系和重要科技平台载
体，引育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
队，以人才带动技术、市场、资本等要素进驻整合，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突
破。目前，广州高新区已集聚高层次人才超过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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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新区全力搭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
大舞台。图为航拍广州高新区科技企业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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