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
最权威的冰雪运动展会之一， 国
际冬季运动 （北京） 博览会将于
2016年起每年在北京举办， 旨在
促进中国冬季体育运动的全面进
步， 拉动中国乃至全球的冬季运
动产业链发展。 首届冬博会将于
今年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召开， 博览会拥有超过
两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展览区，
涵盖冰雪运动、 赛事与文化、 户
外 及 休 闲 和 互 动 体 验 四 大 核
心板块。

据悉， 为期4天的展览预计
将吸引超过10万名专业观众和普
通观众前往参观参与。 展区分为
冰雪运动、 赛事与文化、 户外及
休闲和互动体验四大核心板块。
其中冰雪运动板块包含冰雪国家

主题馆 、 雪场及旅游目的地 、
冰雪运动装备、 场馆设施及营造
专区； 赛事与文化板块包含奥运
主题展示、 国际运动组织、 冬季
旅游文化及赛事推广、 国际品牌
协作专区； 户外及休闲板块包含
运动休闲、 户外运动及健身器材
专区 ； 互动体验板块包含互联
网+体育及VR体验、 体育人才、
真冰秀场和青少年冰雪体验专
区。 四大板块从多角度全面展
示 国内外冰雪产业的最新发展
成果。

据介绍， 预计经过5-8年的
发展， 冬博会将被打造为世界规
模最大、 最权威的国际性冰雪运
动盛会之一， 影响力覆盖亚洲、
辐射全球， 充分推动中国冰雪产
业与国际接轨。 （艾文）

本报讯 昨晚 ， 2016NBA中
国赛休斯敦火箭与新奥尔良鹈鹕
在北京进行了第二场比赛 。 从
2004年到2016年， NBA一共举办
了10届中国赛， 在此期间， 没有
其他国家与地区能享受这样的待
遇， 要知道来打中国赛的不乏热
火 、 勇士 、 火箭这样的人气球
队 。 NBA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办
中国赛？ 说到底， 就是因为钱。

中国赛到底能给NBA赚多
少钱？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事实上NBA从未将中国赛视为
捞金的唯一场所， 更直接一点，
中国赛更像是NBA的广告 ， 除
了赚钱， 还是为了更好地拓展中
国市场 。 尽管NBA签下了天价
转播合同， 但对他们来说， 收入
的重要一块， 来自海外市场， 而
海外市场的重中之重， 已经从欧
洲转移到了中国。

四年前 ， NBA抛出一个数
据， 他们在2012年从中国市场赚
了1.5亿美金， 但这还不是全部，
当时还不是NBA主席的萧华在
接受采访时骄傲地宣称， “我们
在中国市场的盈利每年增长率超
过10%”。 按照这一计算 ， NBA
在2016年从中国可以赚2亿美金，
折合人民币， 超过10亿。

令人惊讶的是， 萧华的预计
并不准确 ， NBA在中国的收入
远比他想象的更高。 尤其签下新
的网络转播合同后 ， NBA每年
可以多赚8000万美金。 借着这股
春风 ， NBA与其他部分合作伙
伴也达成了新的合同 ， 价码高
涨， 甚至还更换了一些赞助商。

换一个视角看中国赛， 完全
可以忽视这其中的盈利， 对财大
气粗的NBA而言 ， 中国赛的门
票、 广告收入， 并不是他们追求
的目标。 他们更像是将中国赛办
成一个商业派对， 既是与赞助商
拉近关系 ， 也是向他们亮 “肌
肉” ———不仅仅是看人气， 还从
高质量的转播、 大气的场面给赞
助商们留下深刻印象， 从而再度
寻觅其他有可能达成赞助协议的
对象。

与他们相比， 我们的本土联
赛CBA就好像完全不会做生意，
所谓的季前赛往往会拉到一些四
五线城市举办， 只是为了省钱，
他们从未在商业派对的角度来举
办季前赛， 而只是将之当成常规
赛之前的热身， 可谓邯郸学步。
最可笑的是 ， 为了节省经费 ，
CBA联赛几乎不会在季前赛给
赞助商们更多的曝光机会。

对NBA而言 ， 到中国举办
常规赛， 因为时差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在NBA的转播 ， 而且球员
过于疲惫会增加伤病风险， 但季
前赛不存在上述缺点， 也是他们
敲开中国市场大门最好的道具。
马特·梅耶， 美国体育行业的资
深经纪人， 给中国赛下了一个定
义 ， “这是一个推广NBA品牌
的赛事， 在中国尤其有效， 它最
重要的目的， 只是为了告诉中国
球迷 ， NBA是这个世界最好的
职业联赛”。

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 NBA
就 能 在 中 国 市 场 攫 取 更 多 的
利益。 （鑫鑫）

2016年北京 “轮椅大步走健
身三项运动会” 昨天在北京工人
体育馆广场举行。 随着清脆的发
令枪声， 300多名残疾人摇动轮
椅， 冲过起跑线， 开始了轮椅迷
你马拉松的比赛。

来自全市各区的300余名残
疾人驱动轮椅进行了迷你马拉松
比赛， 参加了轮椅技巧赛和轮椅
投篮 、 轮椅绕桩等趣味运动项
目， 在轮椅上表演了柔力球、 太
极拳、 扇子操、 呼吸操等健身项
目， 共同跳起了改编的轮椅舞蹈
《小苹果》，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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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示国内外冰雪产业最新发展成果
首届冬博会19日开幕

与NBA相比，
CBA完全不会做生意

国足负于乌兹别克斯坦， 世
界杯预选赛出线几成空谈 。 赛
后， 中国队主教练高洪波宣布辞
职， 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
是， 高洪波辞职并不能解决中国
队的问题， 高指导身后留下的是
“一地鸡毛”。

一帮“龙套”唱不好
“龙凤呈祥”

中乌之战给人最深的印象是
“踢不过”， 中国队在乌兹别克斯
坦队面前几乎处处处于下风。 高
洪波面对这场生死战， 排兵布阵
还是很勇敢的， 他抛弃了5后卫
阵型， 而是采取了球员们比较熟
悉的4231， 阵型和打法都更偏向
于攻击。 但当孙可受伤下场后，
中国队方寸大乱， 被乌兹别克斯
坦迅速夺得了主动权， 以孙可下
场为起点， 中国队一直被动到了
比赛结束。 中国队的阵型一度被
压得很扁 ， 不是中国队不想反
弹， 而是力有不逮， 无论在技术
层面还是身体层面都不是乌兹别
克斯坦人的对手。 在中超联赛中
表现一般的克里梅茨和谢尔盖耶
夫， 当他们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
体系下时却变得非常强大， 而乌
兹别克斯坦队长艾哈迈多夫在中
国队面前更是像 “神一般” 的存
在。 乌兹别克斯坦踢的是体系足
球， 可当与他们交锋时我们却发
现， 他们的个人能力也远在我们
之上。

中国队的球员在中超联赛中
都身价极高， 很多国脚的转会费
都是几百万欧元甚至接近千万欧
元， 有些明星国脚的收入达到了
百万以上欧元。 但令人哭笑不得
的是如今的中超联赛并不是中国
球员在唱主角， 很多国脚在俱乐
部其实只是在 “跑龙套”， 而像
杨旭这样的中锋， 在鲁能连 “跑
龙套” 的资格都没有。 一帮配角
儿 ， 你让他们唱一台 “龙凤呈
祥” 的大戏实在有点儿难为人。
2001年中国队出线那次打乌兹别
克斯坦没这么费劲， 可那时的中
国队球员几乎个个儿都是俱乐部
的核心， 郝海东、 李玮峰、 祁宏
哪个不是甲A豪门球队的顶梁
柱？ 高洪波承担了他该承担的责
任， 而中国队说到底就是实力不
行， 作为最后一个挤进十二强赛
的球队， 取得现在这样的结果太
正常不过。 中国足球看上去非常
有钱， 但实际上穷的只剩钱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中国队世预赛出线的希望只
剩理论可能， 接下来最大的难题
是谁来继续带领中国队前进。 理
论上讲， 中国队和高洪波还有合
同， 还可以谈一谈， 但看高洪波
的态度是彻底对这支球队绝望
了。 高洪波可以说是 “最后的稻
草”， 当时他临危受命带队杀进
12强赛， 已经算是完成了足协交
给他的任务。

如果高洪波离开， 穷尽想象
力， 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从国内教练层面看， 高洪波可以
说是最出色的 。 看看现在的中
超， 本土教练的生存比本土球员
还要难得多， 本土球员因为外援
限制还可以获得相当的出场名
额 ， 而本土教练实在是寥若晨
星。 贾秀全、 马林这样的教练，
本身年龄偏大， 其战术思想和指
挥能力也只能是局限在国内中游
球队。 谢峰、 李金羽这样的中青
年教练， 自己本身还有很多需要
学习的东西。 归了包堆， 中超就
这几个一线的本土教练了。 国字
号的助教和国青的教练， 开玩笑

说难道有人还会想着让傅博去
“背锅” 吗？

外教也很难， 现在的中国队
就像一座 “烂尾楼”， 谁来接这
个 “工程” 都像是主动 “找骂”。
好一点儿的外教， 珍惜自己名声
的外教， 恐怕都不会在这个时候
来接中国队， 中国队就像烫手的
山芋， 教练们都避之不及。 也许
唯一能够吸引外教的就是钱， 如
果中国足协在赞助商的帮助下开
出一个虽不合理但不可抗拒的年
薪， 有些外教还是会心动的。 就
像里皮 、 斯科拉里 、 佩莱格里
尼 、 保利尼奥 、 奥古斯托 、 佩
莱 、 浩 克 、 拉 米 雷 斯 、 热 尔
维 尼 奥这些我们本该在电视里
欣赏的身影， 因为钱的魅力来到
我们面前一样。 但球终归是要由
运动员来踢的， 好的教练只能提
升球队5%-10%的战斗力， 中国
队即便提升10%的战斗力， 也就
是多赢一两场球， 不可能赢得出
线权 。 长期的急功近利好大喜
功， 让中国足球从来都没有耐心
去培养年轻球员， 周而复始， 一
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也许4年
后， 我们还会说同样的话， 写出
同样的评论。

高洪波 身后的一地鸡毛

“轮椅马拉松” 鸣枪启程

□本报记者 段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