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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宇宇昊昊

金金元元时时代代的的新新旧旧对对抗抗
——————英英超超大大败败德德甲甲的的背背后后

在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八分之
一决赛中， 各有三支来自英超和
德甲的球队狭路相逢。 最终英超
三队均大获全胜， 曼城更是在次
回合7∶0横扫沙尔克04。 另一支英
超球队曼联更在与巴黎圣日耳曼
的对决中完成惊天逆转， 至此英
超球队占据了八强的半壁江山 。
而一度在欧冠中风头无两的德甲
球队近年来的成绩并不出色， 这
与英超球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笔者看来， 导致两大联赛
境遇迥异的， 不同的经营理念是
决定性的因素。

一掷千金的英超： 战绩越好赚钱越多 “50+1”政策下的德甲：“福兮祸兮，焉知所依”
金元足球的大势下， 球

员身价水涨船高， 俱乐部间
的实力差距受经济因素的影
响愈来愈大。 特别是在英超
联赛， 一掷千金已然成为常
态， 就连富勒姆这样的升班
马都能在夏季转会窗口花费
一亿英镑引援。 作为商业化
开发最为成功的联赛， 英超
球队高额收入的历史已十分
悠久。

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
地， 英国人对于足球的热情
毋庸置疑， 他们开创性地将
足球与在英国逐渐普及的电
视机相结合， 现场直播、 足
球解说员这些在今天看来司
空见惯的东西都来自于英国
人的创造。 高收视率令当时
的转播媒体BBC尝到了甜
头 ， 单场的直播价格也从
200磅飙升至1500磅。

随着1955年英国首家商
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台的
成立， BBC迎来了一个相当
强硬的对手， 在两家电视台
的激烈竞争下， 电视观众和
转播费水涨船高。 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 前者的数量超过
了2500万磅， 后者则超过了
500万磅 。 随着英国足球进
入全盛期， 英国联赛的转播
费愈来愈高， 各家俱乐部的
收入在当时已与其他欧洲联

赛形成了不小的差距。
1991年， 澳大利亚人默

多克成立天空体育， 这一举
措在后来彻底改变了英国足
球的玩法。 1992年， 天空体
育联合BBC竞标英超联赛成
功， 英超联赛正式开启付费
时代。 天空体育凭借超高的
直播水准和全方位的报道以
及转播模式的创新赢得了英
格兰观众的心， 就此英超联
赛的转播费一发不可收拾 。
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英超联
赛于2013年进行相应改革 ，
当年的转播费达到了 23亿
英镑。

高额的转播费用使得即
便是升班马， 都能拥有8000
万磅的 “保底分红 ”， 传统
英超豪门一年拿下近1.5亿
磅的转播费更不在话下。 英
超市场的泡沫吸引了无数投
资者， 从他信、 城市集团再
到近年来中国资本的进入 ，
无不说明英超联赛的巨大商
业价值。 战绩越好， 赚的钱
也就越多， 相比之下引援的
花费反而成了小钱。 因而大
额投资的不仅有传统豪门 ，
连中下游球队也参与其中 。
如埃弗顿这样的球会， 连年
在转会市场上的投入都超过
5000万磅， 这对于德甲球队
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2013-2014赛季，卡迪夫
城以副班长的成绩降级，但
球队的转播费依然超过了当
年的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
2016-2017赛季，英超联赛的
商业利润是德甲联赛的三倍
有余。商业收入有限，加之青
训体系完善， 德甲球队很少
有大手笔的投入。 但真正束
缚住德甲球队投入的， 依然
是德甲联赛的“50+1”政策。

1998年10月， 德国足协
将德甲和德乙改制为股份制
公司， 俱乐部可以在一定条
件的限制下， 将球队的股权
转让给其他投资人或企业。
而这一定条件限制， 便是俱
乐部拥有51%的表决权 ，与
控股权并没有关系。 这也就
意味着， 即便有金主买下了
德甲或德乙俱乐部 100%的
股份， 他依然只拥有49%的
表决权， 换言之俱乐部的控
制权无法被转让。

没有外来资本不计成本
的巨额投入， 以及德国作为
老牌经济强国的基础， 加之
足协对于财政监管的严厉把
关， 使得德甲联赛成为全欧
洲财政最为健康的联赛。 德
甲联赛已经实现了连续十年
的盈利， 着实是相当不容易
的事情。 “50+1” 政策的出
台， 也缩小了各家俱乐部间

的财力差异， 这也令德甲的
两极分化趋势并不明显。 抛
去传统班霸拜仁慕尼黑 ，德
甲球队间的竞争还是相当激
烈的。 对于没有很高要求的
球会而言， 当前的联赛环境
相当安逸。

但正所谓“福兮祸兮，焉
知所依”，“50+1”束缚了如拜
仁等球队称雄欧陆的脚步 。
因这一政策的存在， 更多外
资投入、 更大的广告和转播
费收入、 德甲品牌的整体提
升成了泡影。因而，即便安联
集团再怎么有钱， 都无法在
转会市场一展拳脚， 引援质
量自然无法与英超球队相
比。曼城七球横扫沙尔克04，
利物浦完败拜仁， 零投入的
热刺两回合双杀多特蒙德 ，
球队间实力差距显而易见。

即便如此， 以多特蒙德
为代表的一干小城市球队 ，
却 坚 定 地 支 持 这 一 政 策 。
“50+1” 一旦废除， 大城市
所获得的资源红利是无法估
量的， 外资的投入足以令柏
林赫塔、 汉堡成为下一个巴
黎和曼城。 去年3月 ， 德国
职业联盟曾就关于 “是否保
留50+1” 进行投票， 德甲德
乙共34家俱乐部 ， 仅有4支
俱乐部表示要废除这一政
策。 高涨的民意、 会员制的

传统以及废除政策给小城市
球会带来的冲击， 使得保守
势力仍占据绝对主动权， 在
短期内我们很难看到德国足
协放弃 “50+1”。

在提到英超联赛的金元
风暴时， 传统的德国球迷总
爱拿马拉加、 安郅马哈奇卡
拉等反面案例来回击。 但事
实上英超联赛正在变得逐渐
健康， 英超球员的工资占支
出比已经降到了55%， 这与
德甲的53%相差无几。 足球
市场的自由化带来的红利显
而易见， 英超德甲球会在欧
战上的成绩差距+也因不同
的经营理念而越来越大。 德
甲联赛在大势所趋中坚守传
统，固然值得尊敬，但持续一
成不变终将在愈发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

本赛季欧冠中英德大战
的全面失利， 是值得德甲联
盟思考的。 所谓不破不立 ，
作为成功范例的英超在改革
中也历经了阵痛。 如若因此
长期躺在规则的舒适圈之中
而不求改变， 恐怕德甲球队
在类似的对决中落败将成为
常态。 作为开拓者的英超联
盟， 也要反思在眼前繁华中
的隐忧， 从而推动足球经营
理念的进步和职业联赛的健
康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