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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全
美大学体育协会
（NCAA） 首次在
中国举行男篮常规
赛。 图为比赛现
场。

胡申飞 摄

特
稿

“全世界的体育人才大都是从校园体育中走出的，为什么中国不是？”

一场篮球赛背后的大学体育“较量”
■本报记者 张晨 李小伟

耀眼的灯光， 瀑布般倾泻在球场上。
拿着战术板的教练大声向队员咆哮， 替补队

员疯狂挥舞着白毛巾为队友助威， 手拿花球的啦
啦队员热情起舞， 观众也有节奏地呼喊口号为球
队加油……

场上比赛的是两支美国大学篮球队———华盛
顿大学哈士奇队和得克萨斯大学长角牛队。 此
刻， 他们正在距离自己校园半个地球外的中国上
海进行比赛。

他们的表现也同时出现在全球观众的电视和
手机里———包括美国娱乐和体育电视台（ESPN）
在内的世界多家电视台和视频网站， 正在直播这
场比赛。

11月14日， 全美大学体育协会 （NCAA）
首次在中国举行男篮常规赛， 这也是所有美国职
业和大学体育联盟中第一场中国正赛。

坐在场边观战的美国Pac-12联盟 （太平洋
12高校联盟） 主席拉里·斯科特 （Larry� Scott）
喜笑颜开， 他深知中国体育和教育市场的巨大潜
力， 盼望在这里取得商业成功。

坐在场边观战的， 还有中国教育、 体育主管
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以及一些专程从外地赶来的
中国高校负责人，甚至包括阿里巴巴、乐视、虎扑
体育等公司的高管。 他们紧盯着比赛的每一个细
节，每个人似乎都希望从中发现些什么。

上半时双
方失误频频，
落后一方在半
场结束前追平
比分。

下半场开
始， 比分始终
紧咬， 两队差
距被控制在 6
分以内。

距比赛结
束还有4分钟
多， 两队分差
缩小到一分。

比 赛 结
束，华盛顿大
学 以 77 ∶71
击败得克萨
斯大学。

比赛后的
反思： 大学体
育的使命是培
养冠军还是体
育爱好者？

“现在中国大学体
育的有效供给， 远不能
适应学生的需求”

头顶着大耳机，嘴边挂着麦克风，对着电视转
播记录器，大大的身子挤在一把小小的椅子上。

他是比尔·沃尔顿（Bill� Walton），此刻正
为ESPN做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论员。 今年63岁的
他， 另一个身份令人敬畏———前美国职业男子篮
球联赛（NBA）巨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最
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40多年前，沃尔顿曾有机会来中国比赛。
1973年，他所属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

队赢得NCAA篮球联赛冠军后，受邀到中国打一
场表演赛。由于种种原因，沃尔顿和他的队友最终
未能成行。

“这是我一生中的遗憾。”沃尔顿在直播中说。
遗憾在这一刻被弥补。“美中双方都对这场比

赛抱有很高期望， 认为它能促成远比任何人在仅
仅10年前———更不用说在1973年———所能够想
象的都要深入的合作。”美国《华盛顿邮报》如此评
论。

完成这次“深入的合作”的，是Pac-12联盟和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此举也是落实中美人文交
流高层磋商机制中， 关于教育一揽子合作计划的
成果之一。

已经成立整整100年、 由美国西部12所顶级
大学组建的Pac-12联盟，希望借助联盟中各大学
在中国的知名学术声誉以及中国人对篮球的热
爱， 为他们的体育项目争取到更多的粉丝和商业
机会。

中国大体协也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合作， 学习
美国大学先进的体育、教育理念，借鉴NCAA成
功的经验，让中国高校体育产业飞速发展。

与中国的大学体育相比， 美国大学体育发展
更早，商业开发也更成熟。以NCAA为例，2010年
NCAA签署了一份长达14年、 总价高达110亿美
元的转播合同，平均每年7.85亿美元，与“老大哥”
NBA总价值74.4亿美元的8年转播费用相比，差
距并不大。

另一个数字是，据2014年3月的一期美国《商
业周刊》 报道， 美国高校的体育市场已达到每年
160亿美元的规模。

“通过几次考察，我们深刻认识到，美国大学
体育，不仅仅是体育，更是一种文化、一个产业。”
中国大体协专职副主席薛彦青说， 我们要学习他
们的体育理念， 也要了解他们如何运营。“以
Pac-12联盟为例，它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体育电
视台，而且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

体育是一个高度产业化的领域。据统计，2013
年我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仅为0.56%，约为全球
平均水平的1/4。2014年我国体育产业估值约为
4000亿元，但其中75%由体育用品业贡献。

国务院2014年10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

“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将达到5万亿元。”
从现在的4000亿元到10年后的5万亿元，面

对如此巨大的市场“蛋糕”，包括Pac-12联盟在内
的国外高校，已从中“嗅”出商机，来到中国“开拓
疆土”，那么，中国的学校是否愿意从中切一块蛋
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但现实却是严峻的， 原因是
“我国的校园体育产业太薄弱”。

以参照NCAA模式社会化、产业化运作的中
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为例，从1996年创立
至今， 目前虽已发展为规模最大的国内大学生赛
事，每年预赛参赛队伍达1200支，但现在每年招
商总额仍仅有七八千万元。

“中国高校的特点是，食堂必须修好，否则学
生不干；图书馆是门面，也得修好。但面向未来相
关的投入却明显不足，现在大学生体质仍在下降，
且没有出现拐点，这非常令人担忧。”上海交通大
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大学生体协篮球分会主席朱
健坦言，“现在，中国大学体育的有效供给，还远不
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

近年来，国家给予高校建设相当大的支持，大

部分高校体育场馆、 器材相对完善。“目前我国
高校体育产业已经处于起步阶段。 但大部分学
校缺乏产业意识， 对高校体育产业的潜力和发
展前景认识不足，仅仅将之看作是‘公共福利’。
同时， 高校体育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利用政府投
入的体育场馆出租和有偿指导等浅层次的经营
阶段，服务对象也仅仅是在校师生和少数市民，
如此单一的资金投入和服务对象， 对于高校体
育产业发展极为不利。”一位长期从事体育教学
和研究的学者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

他说：“我们希望， 高校体育产业得到政府
长期、稳定的政策扶持，特别是教育和体育行政
部门应明晰相关政策， 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
上，允许学校利用市场机制‘经营’学校的体育
资源，进而扩大优质的校园体育资源。”

薛彦青也坦言，在国内，体育还是高校教学
科研中的一项边缘工作， 政府投入和学校投入
都有限，“体育必须和市场结合”。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次他去美国加州伯克
利大学考察，该校一年体育经费投入超过2000
万美元，“而我们最好的、最重视体育的高校，一
年的投入也只有两三百万元”。 更令他吃惊的
是，伯克利大学修建橄榄球队的更衣室，竟然花
费500万美元。 但该校负责人告诉他，“这里面
没有一分钱的公共投入”。

显然，我国高校的体育产业相比发达国家，
发展相对落后， 但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意识到
这个问题，并试图迎头赶上。

“在中国，教育不能产业化，但体育可以产
业化”， 朱健表示，“大学不能独立进行商业运
作， 我们非常希望大体协带领各个高校一起进
行商业化运作”。

在华盛顿大学与得克萨斯大学的比赛中，
两队开场后略显紧张，虽然攻防节奏很快，但失
误频频。一直落后的华盛顿大学，终于在半场结
束前将比分追成34平。

“只有体育能够
把所有的学科和学生
都联系在一起”

下半场比赛开始， 实力略占优势的华盛顿
大学一直领先，但得克萨斯大学紧咬比分，始终
将两队差距控制在6分以内。

“Go，Go，Longhorns …… Go，Go，
Longhorns……（加油，加油，长角牛）”一阵有
节奏的加油声从记者席后响起，4名穿着得克
萨斯大学文化衫的美国人卖力地为自己母校的
球队加油。虽然声音有些孤独，但周围的中国观
众很快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一起喊起了口号。

这4个美国人是一家子，中年长者叫比尔，
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 后来被公司派到上海工
作，其余3人是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

“大学时，我就是长角牛队的粉丝。”比尔告
诉记者，得知自己的大学球队要来上海打比赛，
他立刻订了票。“我毕业很多年了， 但我一直为
得克萨斯大学骄傲。”

从普通球迷到总统，NCAA之所以能吸引
如此多美国人的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
是大学联赛， 而每一个人都会对母校的球队有
归属感和认同感。

“如 果 用 一 个 当 下 流 行 的 词 来 形 容
NCAA，那就是‘情怀’———你看到的是母校的
球队， 心中想到的可能正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
大学时光。”同样采访这场比赛的新华社体育记
者黄杰如此评论。

在对已毕业校友的“黏合”上，中国的大学

做得显然还不够。
“学校追捧的校友， 大多是官员或者经商的。

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 毕业后就基本与学校断了
联系。” 现场观赛的上海某公司职员小秦告诉记
者，自己上大学时，也是校篮球队的忠实拥趸，但
毕业10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再看母校球队的比
赛。“我很羡慕他们！” 小秦给记者指了指对面看
台。

那里， 数百名身穿紫色衣服的华盛顿大学支
持者，整齐地呼喊着自己学校的口号，既有黄头发
的在华美国人， 也有很多黑头发的中国留学生校
友。

对美国大学来说，校友是最重要的一项资源，
通过大学体育比赛，可以有效地“黏合”自己的校
友，这也是学校重要的“筹资”渠道。

“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我们依旧重视体育。”
美 国 犹 他 大 学 校 长 大 卫·佩 森（David�
Pershing）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我们在化学和
物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没
有任何一个学院可以带来联系性， 只有体育能够
把所有学科和学生都联系在一起。”

得克萨斯大学体育主管查里斯·普隆斯基
（Chris� Plonsky）也再三向记者强调：美国大学
体育的发展，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得州大学有
1.5亿美元的体育基金，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校友资
助、票房收入、电视转播费用、企业赞助、联盟收入
分成等。

除了校友文化， 这场篮球赛的许多细节都给
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半场比赛刚刚结束， 一名工作人员就给每位
记者发了一份上半时比赛的技术统计， 包括每名
球员的得分、篮板、助攻、失误，以及与赛季平均表
现值的对比。 同时， 他通知记者们，“比赛结束后
10分钟，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欢迎参加”。

“太专业了！”现场的中国记者们由衷地感叹，
这些在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这样的职
业联赛都很难做到， 在国内大学举行的比赛中更
是前所未见。

比赛暂停间隙， 不仅有精彩的啦啦队表演和
杂技表演，也有美国流行的球迷投篮比赛等活动，
让中国球迷直观体验了美国的大学篮球文化。

“我看到校园体
育里全是金子”

距比赛结束还有4分43秒， 两队分差缩小到
一分。

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助威的分贝也大
了很多。

坐在场边的中国篮球巨星姚明也紧张地托起
了下巴———正是已经华丽转身为“姚老板”的他，
最先建议把美国大学篮球比赛引入中国。

紧挨着姚明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 他同样
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上的一切， 并不时与姚明低声
交流。

他叫蔡崇信，阿里巴巴集团的“二当家”、集团
董事局执行副主席。阿里巴巴集团“最年轻”的成
员、 今年9月才成立的阿里体育的CEO张大钟坐
在他的另一侧。

一个必须提及的细节是，11月10日，“双十
一”购物大战前一天，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从“战争”中挤出时间，站在该集团篮球场的玻
璃墙外，观看了得克萨斯大学篮球队的赛前训练。

同一天，阿里巴巴集团与Pac-12联盟进行了
合作洽谈，目的是为了实现该集团投身体育后“全
民化、校园化”的战略方向，引进NCAA成为阿里
体育成立后的“最大动作”之一。

“NCAA在中国并不知名。这是因为在中国，
当你上大学完成常规学业时， 他们并不强调体育
运动。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那他们会在你年纪很
小时就把你（和同龄人）隔离开来，从此你就走上
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蔡崇
信说，阿里集团希望，帮助中国的学生和年轻人找
到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和商业集团， 将触角伸
向校园体育时，传递出一种怎样的信号？答案不言
而喻。

对于中国校园体育的“钱景”，不少“资本大
咖”都十分看好，毕竟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一组数字可以证明：每年全国举办60余项大
学生单项锦标赛，800所高校的8万名学生参赛；
每年举办30余项中学生单项锦标赛，600所中学
的1万名学生参赛； 打造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CUFL）等品牌
赛事。 每一项比赛背后， 都有成千万甚至上亿的

“隐形”观众基础。
“现在， 我们把大学生体育比赛当作竞赛来

搞，这是不行的。以后，我们要把竞赛当作活动来
搞。”中国大体协副主席申震坦言，目前学校体育
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资金，政府投入有限，必须
面向市场、利用市场资源。

申震介绍，目前中国大体协已经与虎扑体育、
贵人鸟公司合作， 成立了首个发展学校体育的股
份制公司，实现了部分校园赛事网络直播，并将在
一到两年内实现互联网上校园赛事直播全覆盖。

“我看到校园体育里全是金子。” 互联网公
司———虎扑体育创始人兼CEO程杭毫不隐讳地
说。

11月12日，Pac-12联盟再次收获中国“大礼”
———互联网公司乐视体育在上海宣布，与Pac-12
联盟达成全生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未来两个赛
季， 乐视体育将独家转播Pac-12联盟旗下篮球、
橄榄球、足球等总数超过200场的赛事。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转播中国大学的比赛？！”
一位网友在这条新闻下忿忿留言。

从学校到职业赛场，
中国校园体育人才的成
长通道“堵”在哪儿？

随着一声哨响， 比赛结束， 华盛顿大学以
77∶71力克得克萨斯大学队。

本场表现突出的华盛顿大学后卫安德鲁·安
德鲁斯（Andrew� Andrews）全场独取21分，并
在最后关头为球队锁定胜利。

这位略显腼腆的大四学生用力地向观众挥
手， 他的目标是像师兄布兰顿·罗伊（Brandon�
Roy）或者内特·罗宾逊（Nate� Robinson）那样，
加入NBA，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每年加入NBA
的球员中，3/4由NCAA输送。在这里，校园体育
可以直通职业体育。

在美国，NCAA是连接业余体育与职业体育
的枢纽，象征着校园体育的最高级别，同时也是职
业体育的主要“供血方”。仅Pac-12联盟，2015年
就有62名毕业生在NBA打球。

作为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成员包括
1281所美国和加拿大的四年制大学。它们分成三
个等级数十个联盟，每年进行橄榄球、篮球、棒球、
冰球等球类运动联赛以及田径、体操、摔跤等其他
非球类运动比赛，总共有23个比赛项目，此外还有
沙排、蹦床、马术等7个非正式项目。同时，NCAA
也向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MLB（美国职业
棒球大联盟）、NHL（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直接输送

高水平的学生运动员。
斯科特自豪地向中国教育报记者展示了一份

数据：Pac-12联盟中的12所高校， 在奥运历史上
共获得1092枚奖牌。如果将该联盟比作一个“国
家”，在所有奥运会代表团中，它的奖牌数将名列
第三，仅次于美国（2549枚奖牌）和苏联（1204枚
奖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Pac-12联盟获得
45块奖牌，可排在奖牌榜第五位。

反观国内，CUBA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拿来与
NCAA比较，主办方中国大体协也提出“发展高校
篮球，培养篮球人才”的宗旨。尽管从CUBA赛场
上走出过韩德君、刘子秋、曾令旭等CBA球员，但
目前也仅是个案。CUBA并没有与CBA建立起正
式的输送“管道”，更多地还是扮演“活跃校园篮球
运动”的角色。

从学校到更高水平的职业赛场， 从学生运动
员到职业运动员， 中国校园体育人才的成长通道

“堵”在哪儿？
“还是水平不足。” 一位曾获得过CUBA冠军

的某高校篮球队主教练坦言， 学生运动员水平不
足的原因是，缺乏专业教练和后勤保障；缺乏专业
教练和后勤保障的原因是，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
缺乏稳定经费支持的原因是， 缺乏用市场的机制

“运作”校园体育；缺乏市场机制的原因是，缺乏打
开体育和教育两大体制壁垒的“铲车”。

“其实在选材上，CUBA要比CBA更有优势。
因为很多球员和家长都希望能够上大学， 而不是
进专业队。”该教练说。

不仅仅是篮球， 目前我国各个校园体育项目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培养出的人才都很难直接
参与到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或职业体育中。

“中 国 不 能 照 搬
NCAA模式， 但应该向
NCAA借鉴”

比赛结束后，两个高大的身影迅速靠拢，手紧
紧握在一起。

一个是身高2米11的比尔·沃尔顿， 一个是2米
26的姚明。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们的身影格外扎眼。

在职业体育中， 他们都曾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成为国际篮球巨星。不同的是，沃尔顿是从校园中出道
的“大学生运动员”，而姚明则是退役后到上海交通大
学成为一名“运动员大学生”。两个人象征着中美两种
截然不同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校园和体工队。

“上学时，我一点也不喜欢体育，也不愿意参
与运动，是教育推动我参与。”沃尔顿说。

“从我的成长经历看，从小到大，我看到的体育
和教育都是分裂的两个体制。体育和教育应该是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 姚明告诉记者。“我们的现状是，
学校更注重学习，体育更注重成绩。校园体育与专
业体育交流不够，甚至可以说相对隔绝。在美国，篮
球是生活方式，而在中国，大家更看重输赢。”

比赛很短，生活很长。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专业
运动员来说，在鲜花和掌声过后，除了姚明、李娜、
刘翔这样的巨星，此前流下的泪水和汗水，很难为
他们换回再就业的资本。

“如果没有成绩，专业运动员的下一步就是个
未知数。落下的文化知识很难再补回来了，没有文
凭和学历，再就业必定是艰难的。”前述那位学者
告诉记者，因为运动员的运动生命相对短暂，如果
能够进入大学，学到知识，获得学位，对他们一生
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因此， 我们必须大力支持
发展校园体育，让‘举重冠军沦为搓澡工’、‘体操
之星在地铁卖艺’这样的新闻少一些，让运动员利
用自己在校园所学的知识，自然地转换身份，融入
到新的社会环境中。”

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是进行学术研究、开展体
育运动，还是培养人才？

在斯科特看来，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他
介绍说，Pac-12联盟中的12所大学， 在培养了大
批运动精英的同时， 也培养出了120多位诺贝尔
奖得主，“我们的大学在学术方面的排名一样优
秀，全部在全球前列”。

普隆斯基也肯定地告诉记者， 得克萨斯大学
有许多高水平的体育项目，比如足球、篮球、排球，
还有田径、游泳、高尔夫，等等。“我们的学生运动
员在学术上也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无论专业的学
生运动员还是非专业但对体育充满兴趣的普通学
生，他们的运动水平可能不一样，但他们的学术水
平一定是一样的。在考试时，学生运动员从来不会
被特殊对待。”

“在美国，学生运动员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
运动员， 体育运动必须与文化学习相辅相成。”曾
在美国犹他大学上学并参加过NCAA比赛的前中
国男篮国手马健介绍说，NCAA在各方面都有详
细的规定，“比如，球员什么时候可以训练，一周训
练多少时间。如果学业不能通过，学生就不能参加
训练。当年我就曾经因为生物课没有及格，教练告
诉我，我不能参加训练”。

在美国，每年参加NCAA各项赛事的学生运
动员有几十万人， 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将职业
体育作为发展方向。 培养出终生爱好体育的庞大
基数， 才是美国校园体育的目的。“他们可能不会
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他们同样会在人生中成功，
比如成为教授、律师、商人，等等。”斯科特告诉中
国教育报记者。

在记者采访中， 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有一
个明确的共识：“中国不能照搬NCAA模式，但应
该向NCAA借鉴。”

NCAA很远，但校园体育很近。远的问题无法
立刻解决，我们只能试着从解答一个“近”的问题
入手———

“全世界的体育人才大都是从校园体育中走出
的，为什么中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