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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世界語言，也是一

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載體之

一。在今年初的冬季轉會

窗，中國超級聯賽一擲 3.3

億歐元，成為轉會費支出最

高的聯賽，震驚世界球壇。

中超的盛世，是否代表中國

可繼上世紀70年代的「乒乓

外交」後，再度用體育向世

界展現軟實力？

■胡家齊 資深通識科作者

中超高價收
購外國球星

球星轉會原因
．經濟誘因
．喜球球隊計劃
．對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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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中超收購國際球星的
概況。

2. 承上題，為什麼這些球星會願意加盟
中超球會？

3. 「中國花大錢購入球員打聯賽，將有
助中國足球的整體發展，進一步加強
中國的軟實力。」你在多大程度上同
意這說法？試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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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公司董事長馬成全：聯賽環境的不
斷好轉，使得中超各個俱樂部（球會）在
新賽季全面加大投入，吸引了更多的世界
級球星來到中超聯賽，俱樂部的實力明顯
增強，這將會進一步滿足廣大球迷的觀戰
慾望。

上海上港領隊艾歷臣：上世紀90年代我
在意大利時，所有球員都想去意大利，因
為那裡的足球水準很高。2000年前後我在
英格蘭時，球員們為了更高的薪金和更高
水準的足球都想進英超。而如今到了2016
年，似乎每個球員為了相同的原因，都想
到中國來。大量資金投入將使俱樂部變得
更強。或許在10年或15年之後，我確信中
國國家隊將有能力贏得世界盃。
阿仙奴領隊雲加：我認為英超要開始憂
慮中超。他們有足球的財力把歐洲的球員
帶到中國，他們有這種經濟實力，這將會
影響部分英超球會。若果身價膨脹這個趨
勢繼續，中超出現過億英鎊轉會收購是遲
早的事。
利物浦領隊高普：人們一直認為英超財
雄勢大，現時它顯然遇上一個新對手（中
超）。
河北華夏球員拿維斯：我本可加盟國際

米蘭、車路士或曼聯，但我決定到中超踢
球，這是我球員生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我肯定在這裡會面對很多挑戰。
我喜歡這支球隊的計劃，這正是吸引我
加盟的原因，當然錢也是一個因素，同時
我對中國文化相當有興趣，所以在中超踢
球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挑戰。

申花洋將：只是泡沫
上海申花球員卡希爾：當我最初來到中
國的時候就看出這種趨勢，這太瘋狂了。
中國球隊有能力買到任何人，當他們需要
這個球員的時候就一定能弄來，但如果他
們不想要了，就會棄之如敝履。這看起來
太瘋狂了，但是這只會變得更糟，泡沫越
來越大，轉會費遲早會超過一億美元。有
了這麼大的投入，但這對國家隊有益嗎？
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不過中國球員技術
還是不錯的，也有着出色的球員。
《紐約時報》：無論中國經濟增長再怎

麼放緩，顯然它都有足夠的錢，讓各個俱
樂部為有才能的外籍球員提供不可限量的
財富。一兩個世紀前，歐洲人前往上海、
廣州等地追求自己的財富，而如今球員們
正跟隨同樣的本能：去東方，年輕人。

綜合國力：指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
而擁有的全部實力及國際影響力，包括一個國
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國防、
外交、資源等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指標。簡單
來說，綜合國力包含了物質實力和精神實力。

物質實力（硬實力）：指國家軍事、經濟、
科技及國家資源等有形國力。
精神實力（軟實力）：指文化影響力、社會

經濟體系及民族凝聚力等有助國家發揮物質實
力的元素。

2016年中超聯冬季轉會窗於2月26日關
閉。中超球會紛紛斥巨資收購知名的國腳級
球員，合共豪花3.3億歐元，比轉會費支出
排名第二的英超還多約8,000萬歐元，一躍
成為國際足壇市場上最大的買家。
比中超聯次一級的中甲級聯賽亦投入5,600

萬歐元，支出排名全球第五，並成為冬季轉會
支出最高的次級聯賽，力壓德甲、西甲、法甲
等歐洲頂級聯賽。據德國權威媒體《轉會市場》
公佈的2016年冬窗轉會最貴11人陣容，中超
聯佔據6席，中甲亦佔據1席。

樂視獨攬轉播權
中超聯轉會費紀錄在剛過去的冬季轉會窗出

現四度被打破的奇觀，先是艾傑臣以1,850萬
歐元身價轉投上海上港，隨後拉美利斯以2,800

萬歐元轉會費加盟江蘇蘇寧。馬天尼斯4,200
萬歐元的紀錄僅僅保持兩天，江蘇蘇寧又斥資
5,000萬歐元簽入泰斯拿。
2011年，巴西前鋒克萊奧以320萬歐元的
身價加盟廣州恒大，創下中超聯歷史轉會費
紀錄，相比新出爐的冬季「標王」泰斯拿，
中超聯轉會費紀錄5年間暴增超過15倍。
與此同時，樂視體育在2月宣佈以27億元

人民幣簽下2016年及2017年兩個賽季中超
聯賽在內地、港澳台、美國、印度、新加
坡、泰國、東南亞、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
獨家新媒體轉播權，並將通過樂視網，以及
剛收購不久的新媒體平台章魚TV上進行轉
播。樂視體育行政總裁雷振劍表示，今年會
擴展中國體育賽事在亞洲和全球的傳播版
圖。

國家力推足球改革

受「利誘」赴華
也有文化誘因

世界最豪「標王」身價5年增15倍

1.可指出收購額度和世界排名，以及提及幾位球星和其
加盟的球會。

2. 可根據持份者的意見作答，如經濟誘因、欣賞球隊計
劃、喜歡中國文化等。

3. 同學宜先界定何謂軟實力再選擇立場。很大程度同
意：有球星加盟，將加強中國觀眾的觀賽慾望，也能
拉高比賽水平，有助提升整體足球水平以至國家軟實
力。很小程度同意：中超對外來球員抱需要時弄來不
需要時揮之則去的態度，只是一種經濟泡沫，也有評
論指中超球會不重視青年球員的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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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力有多種計算方法，中國社
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
管理學院等均有不同標準。2015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綜合國力評估，
評估的指標體系包括領土與自然資
源、人口、經濟、軍事、科技五個直
接構成要素，以及社會發展、可持續
性、安全與國內政治、國際貢獻4個
影響要素，13個主要國家的綜合國力
排名如下：

排名 國家

1 美國

2 日本

3 中國

4 俄羅斯

5 德國

6 法國

7 英國

8 加拿大

9 巴西

10 印度

11 意大利

12 韓國

13 澳洲

小 知 識

■■中國正大力推動足球發展中國正大力推動足球發展，，
圖為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愛爾圖為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愛爾
蘭時表演球技蘭時表演球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西國腳

拉 美 利 斯
（中）加盟
江蘇蘇寧。
圖為他正與
隊友練習。

資料圖片

■■河中超北華夏幸福隊球員熱爾維尼奧河中超北華夏幸福隊球員熱爾維尼奧
（（上上））與廣州富力隊球員與廣州富力隊球員搶球搶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超球隊河北華夏幸福隊球中超球隊河北華夏幸福隊球
員謝雲奴員謝雲奴（（上上））與廣州富力與廣州富力球球
員員搶球搶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爭議
．是否能提

升中國國
家 隊 水
平？

■■中超聯賽事中球迷為球隊吶喊中超聯賽事中球迷為球隊吶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足球的魅力無遠弗屆，不少國家元首都為之
着迷，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奧巴馬
等，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不例外。習近平
曾多次公開表達對足球事業發展的關注，中國
國務院於去年3月提出《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
體方案》，去年4月，當局成立了「中國足球
改革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任組
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任副組長。去年7
月，中國足協副主席魏吉祥稱，中超的目標是
成為「繼歐洲五大聯賽之後的第六大聯賽」，
顯示中國推動足球發展的決心。
另一方面，內地企業配合國家政策，共同追
逐習近平的「足球夢」。恒大集團於2010年入
主後，廣州恒大成為中超五連冠，更兩度登上
亞洲頂峰，3年內兩奪亞冠盃。多間大企業如
上港、富力、權健、蘇寧等亦紛紛入主中超球
會，大連萬達集團及華人文化控股聯同中信資
本控股有限公司更分別入股西甲球會馬德里體
育會及英超豪門曼城的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團，
向世界邁步。
獲大企業雄厚資金支持的各間中超球會在今
個冬季轉會窗重金招兵買馬，購入的已不再是
高峰不再的過氣球星，而是年輕力壯的當打球
星，例如廣州恒大的哥倫比亞國腳積臣馬天尼
斯、北京國安的巴西國腳連拿度奧古士圖、上
海申花的尼日利亞國腳馬田斯、江蘇蘇寧的巴
西國腳拉美利斯、河北華夏幸福的阿根廷國腳
拿維斯等。當中年紀最大的馬田斯亦只是31歲
而已。

評論：中超不重視培訓青年球員
中國足球的繁華背後，卻並非全無隱憂。相
比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成功，中國國家隊在大
型國際賽事上表現黯然失色，自2002年後的四
屆世界盃均未能打入決賽周。
根據國際足協今年3月公布的世界排
名，中國僅位列96位，比法羅群島、危地
馬拉等國家還要低。有評論指，中超球會
不重視青年球員的培訓工作，只顧一擲千金買
入貴價球星，無助國家隊長遠發展。
中國足球會像其經濟實力般攀上世界一流之
列，還是泡沫爆破收場，仍有待時間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