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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的荷兰王国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来到北京史家小学，观摩动吧体
育校园足球训练课。动吧足球产
品采用了引进自荷兰的“线上+
线下”青少年足球教学体系，正被
许多中小学校和业余足球俱乐部
采用。图为亚历山大夫妇观看小
球员训练。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上周末无疑是今年中国体育三大
球职业联赛的一个大日子。10 月 31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本报记者和
现场5万多名球迷一道，见证广州恒
大淘宝队成就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首个
5连冠霸业。这与刚刚确定的 5年 80
亿元的联赛版权费一道，宣告了中超
黄金时代的来临。

当天晚上，2015—2016 赛季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正式打
响，“不差钱”的新疆队和北京男篮在
揭幕战中的激烈争夺，也预示着资本
角力将使本赛季的 CBA 总冠军竞争
空前激烈。而同日开赛的中国排球联
赛则因为没有冠名赞助商而“裸奔”。

同样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
始运营的联赛，如今已成中国体育三
大职业联赛的足球、篮球、排球，处
境却显得迥异。

欣喜：资本认可，改革破冰

在工人体育场进行的北京国安队
和广州恒大队比赛中，散票区看台不
仅有喜欢足球的青年人、中年人，也
出现了老人和孩子的身影，大多数球
迷身着国安球衣、围巾，神情专注。
球场外，贩卖球衣、围巾的小贩，不
时出没的“黄牛”，熙熙攘攘。这一
切不由让人感慨：随着资本不断进入
和自身改革深入，联赛人气确实在提
升。

这方面，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
全球 2015 年冬季转会支出榜上，中
超联赛以 1.0882 亿欧元排名第 2 位。
在高拉特等外援和斯科拉里、埃里克
森等外籍教练的带动下，联赛的观赏
性也得以提升。据统计，本赛季中超
场均观众人数22580人，排名世界第
六、亚洲第一。而体奥动力以 80 亿

元买断中超联赛未来5年的电视公共
信号制作及全媒体版权，更彰显了中
超商业价值正受到资本市场的吹捧。

同样的情况也在新开打的 CBA
联赛中出现。广东、辽宁、新疆等队的
强力引援，让很多球迷在首轮比赛选
择到现场观战。而数量多达23家的联
赛赞助商，也显示了CBA不断提升的
号召力。中国排球联赛新赛季虽然没
有冠名，但知名企业的介入和支持让
部分俱乐部的境况明显好转。如世界
名帅、泰国女排主教练加提蓬加盟北
京汽车女排，房地产商“阳光城”1.2亿
元入主福建女排，权健集团赞助天津
女排……这似乎给中国排协上了一
课：中国排球联赛并非“鸡肋”。

另一方面，联赛改革正进入正
轨。从制止重庆力帆的“转让风波”
到公示各俱乐部球员教练工资表，严
防以往先签字、后发钱等损害球员利
益的“潜规则”，中国足协正逐步规
范联赛管理。从下赛季起，中超联
赛、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超精英梯队
联赛将由中超公司接管，全权负责竞
赛组织、场地安排、赛程编排、俱乐
部管理等事项，中国足协职能则转变
为主要负责基本制度建设、行业准
入、纪律处罚、权利救济等方面的宏
观指导。可以发现，随着《中国足球
改革总体方案》逐步实施，让市场办
联赛正成为现实。

中国篮协新赛季新政则强调“反
腐”，遏制裁判贪腐和推进职业化建
设；同时从工资限制、职业裁判发
展、劳动争议解决等入手推进管办分
离。排球联赛的职业化改革早在几年
前就已开始，中国排协对联赛实现真
正职业化运营设置的时间表为 2020
年。

关键：去“伪职业”，尊重规律

进步虽然可喜，但三大联赛的
“伪职业”问题仍然丛生。

以中超为例，技战术含量不足，

大部分比赛难以“提速”，外援在关
键位置仍起压倒性作用，尾声出现的
职业态度和“默契球”的质疑，以及
裁判在关键场次的争议性判罚，都极
大限制了中超在亚洲的竞争力。亚冠
赛场，中超球队依然只有广州恒大撑
门面；国足世预赛兵败多哈，更显示
出各俱乐部对外援的过度追捧，本土
球员的成长受限，联赛为国家队培养
人才功能受到抑制。

俱乐部靠外援打天下，这种“虚
火”在 CBA 同样存在。马布里、古
德洛克、奥登等强力外援依然是各球
队摧城拔寨的首选，多数年轻队员沦
为替补。

另一个问题则是球员转会依然多
“闹剧”。中超方面，权健集团天价将
孙可从舜天转会至天津泰达最终沦为

“烂尾工程”；CBA 围绕球员李根姓
“京”还是姓“疆”、同为“体制内球
员”的郭艾伦和衡艺丰的续约依然困
局不断；排协出台了转会新规，新赛
季真正转会成功的却寥寥无几，像朱
婷、惠若琪、王一梅等名将的转会最
终也不了了之。

而涉及到联赛长远发展的自身改
革、市场开发、梯队建设等方面的问
题尤甚。

中国排球联赛“裸奔”的尴尬，
突出反映了中国排球职业联赛依附于
全运会及以全运会为核心的金牌与成
绩评价体系的状况仍然存在。球员转
会、联赛市场开发，在各俱乐部尚未
脱离省市运动队的现实面前显得奢
侈。CBA 联赛在这方面虽然有些进
步，但在球员青训培养方面仍然依赖
体工队、体育局机制，而一旦球员打
出身价后争相争取自由身时，CBA
只 能 依 靠 篮 协 出 面 。 这 同 样 显 示
CBA的改革并未触及核心问题。

中超“让市场办联赛”的改革走
得最快，但同样存在大多数俱乐部亏
损，资本大量流向外援和主力的腰包，
俱乐部梯队、青训、场地基础设施建
设、球队周边产品开发严重不足等问
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一个足够独立、
足够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中超联赛能够
解决的吗？在将市场的交给市场后，政
府又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都到
了该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上周末，中超落幕，男篮联赛、排球联赛联袂登场，欣喜与问题丛生，我们不禁要问——

大联赛如何造就大市场？
本报记者 彭训文文/图

图为在北京国安队和广州恒大队的比赛中，现场观众达5万余人。

热闹非凡的中国体育产业近日
再添亮点。中超公司与体奥动力正
式签约，落定未来 5 年中超 80 亿元
版权。同日，乐视体育再度出手，
宣布拿下 2017—2020 年亚足联旗下
所有赛事在中国大陆的全媒体版权，
并入股全球著名体育营销机构拉加
代尔体育集团。

如今，赛事版权领域的跑马圈地正如火如荼。对产
业“巨头”而言，在中国体育产业腾飞之初控制产业的顶
端资源，既是抢夺先机的需要，也是“见效”最快的方式。毕
竟，有了版权，便有了用户。在体育赛事愈发火热的今天，
用户的价值不言而喻。如今，乐视体育已拥有200余项赛事
版权；腾讯体育高价拿下美职篮版权；万达并购瑞士盈方
集团、收购美国世界铁人公司；阿里巴巴成立体育集团后
摩拳擦掌——产业界的重磅消息让人应接不暇。

然而，重金砸下版权并不意味着“躺着就能把钱赚
回来”，仅靠商业分销，显然不能填补越来越大的版权支
出。对体育产业的参与者而言，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
开拓体育终端设备和器械、发展体育场馆等线下资源
等，正是亟需摸索和实践的领域。如何建立覆盖产业要
素的完整生态链，是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

此外，相关人才匮乏仍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掣肘之一。
目前来看，资本的涌入并未带来大规模的人才进入，尽管
各大巨头纷纷重金签入解说员，但却罕有熟悉体育产业的
管理人员。担任乐视体育首席内容官的刘建宏、投身万达
的中超前总经理刘卫东等，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跨界人士。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企业必须有清晰的商业模式，才能匹
配出合理的人才需求，才能做到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
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体育产业人才紧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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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王观摩动吧体育足球训练课

本 报 池 州 电 （记 者
文山）“大自然家居第五届
全国绿色运动健身大赛”近
日在安徽池州落幕。本届大
赛包括杏花村绿色生态嘉
年华、全国跳绳挑战赛等
九大赛事活动项目。本次
绿运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社
体中心、安徽省体育局和
池州市共同主办，来自全
国 31 支代表队的 4300 多人
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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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刘
峣） 2015 年“华远杯”世
界女子桥牌精英赛将于 11
月8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据介绍，参加本次比赛
的分别是法国、美国、英格
兰、荷兰、意大利、印尼、中国
和北京华远8支世界女子桥
牌强队。参赛的52位牌手中
共有 66 人次获得过世界冠
军，有46人拥有世界桥牌大
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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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幕布展开，黑白淡彩的水墨画中，隐约出现“俞
伯牙”独自抚琴的身影……由蒙牛集团与著名导演王潮
歌及中央民族乐团联合出品的大型民族音乐剧——特
仑苏《又见国乐》，已相继在北京、呼和浩特、成都、郑州、
武汉、深圳等地公演，为广大观众带来民族音乐盛宴。

《又见国乐》将《高山流水》、《二泉映月》等多首经典
曲目重新演绎，让现代观众再次领略传统文化的宏大意
境和时代魅力，这恰与蒙牛特仑苏品牌的时代定位不谋
而合。十年来，特仑苏作为中国高端牛奶领跑者，坚持
用专属牧场的金牌品质滋养国人的生命成长。特仑苏
以经典民乐致敬十年间为时代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个人，
激励品牌与消费者从更好的自己出发，传承文化经典，
与时代共同进步。

民乐古曲重焕生机
共同演绎“中国精神”

胡琴琵琶唢呐，二胡笛子大鼓，在荡气回肠的民乐
背景下，把王希孟十八岁画的千里江山图展开，壮士男
儿，在闲云荒漠飘雪间，演绎中国千年文化。特仑苏《又
见国乐》通过全新的场景和故事编排，糅合电影、戏剧、
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依托纱幔投影舞美技术的运用，
让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正如总导演王潮歌所言，那些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曲
能够跨越年代，让我们如今还能聆听，是今人的幸运。
而通过突破、新颖的手段找到最适合的方式，激发当下

欣赏者情感与审美的共鸣，才能让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跟上时代的步伐，永久
流传。

同样的情怀也深深根植在蒙牛集团
总裁孙伊萍的心里。她表示：“大家都知
道特仑苏是一群来自内蒙古草原的人，
通过他们的智慧精心打造，带给消费者
的中国高端牛奶品牌，是中国民族品牌
的代表。而国乐无疑也是最中国、最响
当当的音乐品牌。当两大中国品牌结合
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
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如何用更大的情
怀，更好的行动去传承和创新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特仑苏自诞生以来，坚持

用金牌品质滋养中国人的生命成长。走过十年的特仑苏依
旧焕发着年轻的活力，通过不断的品质创新及营销创新再
出发，展现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强大使命感。

优雅民乐绵长如酒
各地观众竞相迷醉

《又见国乐》将耳熟能详的曲目进行再造。千年前
的中国古老乐器，在演奏艺术家的台词及肢体语言的辅

助下，变得可听好看，《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
月夜》、《二泉映月》等经典曲目令现场观众大饱耳福，陶
醉在民乐声中。

2015 年 7 月 15 日，特仑苏《又见国乐》在北京保利
剧院首演令全场观众折服。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的民乐
演奏家，往返于台上台下谢幕多次，观众们潮水般的掌
声令他们“无法道别”。10 月 10 日，郑州市民徐艾荔女
士在观赏完演出后兴奋地表示：“《又见国乐》走进中华
文明的发源地郑州，不仅是特仑苏对中国传统经典的
致敬，更是献给中华上下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一个礼
赞。”

《又见国乐》还将演出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精彩纷
呈。8月22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演出中，全场国乐艺
术家们演奏了一首内蒙古经典曲目《鸿雁》，内蒙古草原
的豪迈与悠扬之情顿时弥漫全场，台下几千名观众情不
自禁地与台上演奏家们齐声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
潮。在呼和浩特公演之前的21日，王潮歌导演以及数十
位中央民族乐团艺术家还上演了一次以国乐传承为主
题的快闪行动，让消费者在惊喜中近距离感触到国乐的
韵味和魅力。

蒙牛集团总裁孙伊萍在出席现场活动时说：“我希
望通过特仑苏《又见国乐》，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其实
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在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国乐；同时我
也想告诉我们的消费者，中国人也能做全世界最好的牛

奶，那就是特仑苏。今年正值特仑苏十周年，我们以独
具创新的方式，来展示品牌主张和使命感，来纪念这个
特殊的日子。”

据悉，此次跨界合作采取联合出品的形式，蒙牛集
团与王潮歌导演共同拥有特仑苏《又见国乐》的知识产
权，双方共同开发这一国乐创新剧目的内容、共同制定
巡演及传播计划。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购买特仑苏产
品，输入箱子里独有的二维码，就有机会得到一张《又见
国乐》门票。特仑苏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千百万消
费者知道这一个活动，在丰富品牌体验的同时，将国乐
这一艺术瑰宝进行传承和发扬。

重新定位品牌性格
奏响华人传承乐章

十年成长，“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的高端品
牌理念已深入人心。如今，消费者一谈到特仑苏，便能
想起“最好的牛奶”、“3.3 克优质乳蛋白”和“专属牧
场”。

蒙牛集团常温乳制品管理系统总经理宋继东表示，
未来特仑苏将持续提升品牌定位，从品牌价值体系、品
牌态度出发，打造一款更具消费者亲和力的高端牛奶。

“我们的目标用户中很多是中产阶级，他们除了每天的
工作生活，还要不断挑战自我，我们便需要提供一款最
好的牛奶为其助力。”

蒙牛集团正集中打造三大幸福平台，希望消费者在
美食、运动、娱乐三个方面，都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特仑苏此次推出《又见国乐》，正是基于这个理念。

除了特仑苏《又见国乐》的全国巡演，特仑苏已启动
了“国乐高手大招募“活动，发掘民间国乐高手，让更多
国人参与其中，使国乐得到更好的推广，并通过这一系
列活动引发全民思考——在时代快速发展、全球文化共
融的今天，我们应如何使代表中华民族血脉之根的传统
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让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命乐章更
加璀璨。

据悉，特仑苏后续还将在大连（11.13-11.14）、上海
（11.26-11.27）举办巡回演出，并最终在2016年1月登陆
北京国家大剧院荣誉收官。特仑苏《又见国乐》以传承
民族传统为己任，不断注入创新内涵与精神，携全体华
夏后人一起在新的时代再次出发。

十年特仑苏牵手民十年特仑苏牵手民族经典族经典《《又见国乐又见国乐》》

传承中华国粹提升品牌价值传承中华国粹提升品牌价值
陈芳颖陈芳颖

联合出品人联合出品人、、蒙牛集团总裁孙伊萍和国乐团演员向观众致谢蒙牛集团总裁孙伊萍和国乐团演员向观众致谢。。

极具创意的彩绘牛极具创意的彩绘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