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 慧

恒大模式

體育文化：
1.媒體報道
2.粉絲工廠

1.根據上文，指出廣州恒大足球隊在2013賽季共奪得多少冠軍？分別是甚麼？

2.參看上文並就你所知，恒大奪得冠軍與甚麽因素有關？

3.承上題，試分析體育運動與媒體、粉絲的關係。

4.有人認為，「恒大足球可以代表中國足球」，你有多大程度同意這一觀點？

5.參考恒大的奪冠的經驗，試討論金錢是否是中國足球可以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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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
1.中超冠軍
2.亞冠冠軍
3.足協盃亞軍

原因：
1.資金
2.外援
3.管理模式

從本土化走向職業化

中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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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眾生求一票
亞冠決賽球票已是當前最時髦的

禮品，很多人買來用作送禮。據了
解，廣州本地的死忠球迷，可以買到
400元和600元的低價票，而外地球
迷以及沒有中超套票的本地球迷，只

能買到1,000元以上的票。而3萬張1,000元以上的
票，很快被搶購一空。黃牛黨在絞盡腦汁後也豁出
去了，有人開價1,000元回購400元的門票，再以
2,000元賣出去。
據俱樂部透露，本次亞冠決賽次回合的票房有望
達到5,000萬元，將創造中國足球球市和亞冠聯賽球
市的全新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三叉戟三叉戟」」鎮亞洲鎮亞洲

三冠王夢難圓
三冠王夢難圓

贏了亞冠 輸了足協盃
廣州恒大隊於11月9日在主場以1比1戰平韓國首爾FC，依靠客場進球多的優勢，成功捧起2013賽季亞冠冠軍。奪冠

的當天正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幕，內地官媒《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表：「恒大亞洲奪冠是對三中全會的一份厚
禮。」及「沒白瞎習大大對你們關注和期待」等。（編者註：白瞎是內地東北地區方言，意為浪費、可惜）
12月 7日下午，廣州恒大在主場以2比1戰勝貴州人和，但在兩回合的總比分上不敵對手，只能在主場目送對手登上

東芝2013中國足協盃的冠軍領獎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相信沒有人反對，現代體育運動幾乎每一
個層面均與金錢掛鈎，亦基本上等於商業活
動。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
tonio Samaranch）曾說：「沒有商業的幫
助，奧林匹克將會走向死亡。」足球事業也
不例外，無論是組班、上市、買賣球員。資
金就是一切的來源。

2010年初，當時的廣州足球隊因為打假
球而被降入中甲而陷入低谷。彼時，恒大地
產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以1億元買斷廣州
足球俱樂部全部股權。在中國球迷的眼中，
手持幾十億的恒大是一個「燒錢不眨眼」的
「土豪」，不斷高薪挖角國內好球員、外援
和外籍教練。（見表1）

如果把恒大的成功簡單地歸結為「砸
錢」，那就有點過於簡單化；因為中國不缺
錢的足球會，絕不止恒大一家。其實恒大優
勝之處，主要在於球會的運營上；許家印曾
表示，集團只負責管俱樂部的大方向，在球
隊裡面，主教練一個人說了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我們嘗試從「恒大效應」的基礎上，探討現代足球、傳媒與
球迷這三者的關係。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體育運動早已不能獨善其身了。恒大方

面向媒體強調：「在亞冠賽場上，恒大不僅是廣州的，而且是
中國的。」
其實從某種層面上看，不需要恒大強調，他們已經是代表中國
出征了，而在外媒看來，這就是一支中國的球隊而非廣州的球隊。
據媒體報道，超過200家媒體雲集羊城，接近於一場國足正式

比賽的報道人數規模。中央電視台甚至將衛星轉播車直接從北
京開到了廣州。11月10日，內地幾乎所有報紙體育版都把恒大
的新聞放在了頭條位置，恒大的亞冠比賽已經不僅僅是廣州媒
體關注的焦點了。

媒體熱捧 賺錢更多
足協的相關人士表示，由於目前內地比賽轉播市場還沒有完

全市場化，球隊在轉播方面的收入還不能和歐洲頂級聯賽相
比，但將來一旦條件成熟，僅電視轉播這一項就能給恒大帶來
豐厚的收入，俱樂部靠此盈利非常容易。
除了俱樂部的顯性收入，依靠足球帶來的無形資產更是快速

增長，恒大借助媒體的體育營銷的巨大效應提升了集團的經濟
效益。2011年恒大全年銷售803.9億元，同比增長59.4%。

粉絲工廠 球會公關
自1733年美國首次在報章上報道體育新聞開始，媒體報道體
育新聞大範圍和篇幅基本上有增無減。媒體對與體育運動的推
廣，直接成為製造粉絲（fans）的工廠。就拿大型足球賽事來
說，這裡早已成為所謂的觀眾遊戲（spectators' game）和景觀社
會（spectacle society）。恒大亦從容納30,000人的越秀山體育
場，搬到能坐56,000人的天河體育場。問題又出現了，56,000
人這個數字又不可以完全與足球的電視收視率相比較，因此，
我們不能不驚歎足球與電視之間在球迷心中的神奇魔力。
媒體的加入，除了創造出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外，還讓因喜愛

球隊而衍生出來的粉絲聯盟也成為球會的公關。一位球迷聯盟
成員向《南方都市報》記者透露，「我們會掛出具有紀念意義
的橫幅和旗幟……大家的助威口號倒不會做出太大改變，因為
這得召集全體成員重新排練，屆時還是會
以之前亞冠比賽的加油方式為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表1：恒大近三年球隊投入及所獲成績
年份 投入 引進球員* 成績
2010年 1.7億元 穆里奇、郜林、鄭智、孫祥 中甲冠軍、成功衝超
2011年 7億元 馮瀟霆、張琳芃、楊昊、楊君、姜寧、克萊奧、雷納托、干卡、趙源稀 中超冠軍
2012年 10億元 榮昊、趙旭日、李建濱、彭欣力、金英權、巴里奧斯 中超冠軍、足協盃冠軍、亞冠八強
2013年 6億元 馮仁亮、趙鵬、弋騰、艾傑臣、鄭龍 中超冠軍、亞冠冠軍、足協盃亞軍

*註：2012年更換主帥，納比替代李章洙 ■參考資料：《羊城晚報》

7日，廣州恒大在失去南美「三叉戟」中的穆里奇、艾傑臣的背景下，總比分上以2比3

不敵對手，失去足協盃冠軍，無緣成為亞洲第一支「三冠王」（中超冠軍、足協盃冠軍和

亞冠）球隊。究竟失去外援的恒大，是否「三冠王」夢碎的主要原因？自恒大奪得亞洲聯賽冠軍盃冠

軍（下文稱亞冠）起，恒大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中國足球的代表，但恒大奪冠是否能與中國

足球有救畫上等號？亞冠決賽當日，逾4萬不同省份的球迷齊聚廣州。同時，幾

乎內地所有的體育頻道均對此進行現場直播，據業內人士保守估計，

全國收看比賽的觀眾達上億人。從22個人追逐一個足球

到4萬人甚至上億人追逐一個足球，其背後所 透

視的足球文化又是甚麼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現代中國+全球化恒者為大

「土豪」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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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國足球職業化路仍遠
足協盃賽後，恒大主教練納比能夠心悅誠服地向貴州人和主教練宮磊豎

起大拇指，是因為他找到了恒大的「軟肋」——過分依賴外援。而恒大這
個軟肋，此前卻一直被媒體的熱捧給掩蓋了。在恒大奪得亞冠時，輿論一
致認為恒大提升了中國足球的水準。但是足協盃決賽像一根針，一下子就
戳破了恒大的強大外形。

恒大的強大，依靠的是資本的力量，從球員到教練，在完全的市場化運
作中不經意間完成了「去廣東化」。恒大在亞冠的勝利，重新點燃了中國
足球的熱情，亦帶來盲目的自信。實際上，離開外援，中國足球的路還有
很遠。這樣，需要中國的職業球隊從本土化開始逐漸走向職業化。恒大算
是中國足球的一劑強心針，能救急卻不能救命。中國足
球的命脈，並不在俱樂部球隊，而在於中國足球管理水
平的改革、提高和基層足球的普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1月9日，
廣州恒大隊球
員 穆 里 奇
（ 左 ） 獲 得
2013年亞冠聯
賽 最 佳 射 手
獎。 資料圖片

■廣州恒大隊球員郜林（左）在
比賽中凌空抽射。 資料圖片

■■20132013年年1111月月99
日日，，廣州恒大隊球廣州恒大隊球
員在頒獎儀式上員在頒獎儀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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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傑臣艾傑臣（（前前））與孔卡與孔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練納比教練納比。。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