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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动 无 处 不 在 体 育 提 升 品 质

伦敦奥运会散尽硝烟，运动场上的激情呐喊，已经回归静寂。但在中国，奥运冠
军们还在打着另一场“硬仗”。他们马不停蹄地奔波四方，一遍遍地展示来之不易的
金牌，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然后便是收礼物，将各种各样的豪宅名车收入囊中。

整个社会狂热的追捧，让“淡化金牌”的提法，更像是纸上谈兵。官方表彰与商
家重赏，让奥运金牌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贵，很难真正“褪色”。

攀比成风———

“向全国
最高水平看齐”
伦敦奥运会落幕了，对于奥

运冠军们来说，比赛才刚刚开始。
搭着伦敦奥运旋风，冠军们又在
商潮中拼搏。

伦敦奥运会游泳冠军孙杨、
叶诗文刚刚在杭州获得绿城集团
赠送的豪宅，8月21日，青岛一家
房地产开发商便专门向乒乓冠军
张继科赠送了一套高档公寓。据
报道，该公寓位于青岛市市北区
新疆路，面积有120平方米左右，
高档装修，而且是海景房，市场价
值300万元左右。

当然，冠军房早已不是新鲜
事，据此前的《华西都市报》报道，
重庆首个奥运冠军李雪芮，也被
当地地产商奖励了一套两居室的
100平方米住宅，价值70万元。

除了房子、车子等等，现金当
然也不能少。在伦敦包揽五金的
中国羽毛球队，是最受商家追捧
的团队之一。8月21日，国羽队到
东莞举行了庆功晚会，据《东莞时
报》报道，国羽队领走了870万元
的奖金：其中东莞市政府奖励100
万元，而当地商家也不甘落后，世
纪城集团等5家商家给国家羽毛
球队送出的奖金合计竟高达770
万元。

在当今的中国，针对奥运奖牌、
金牌的奖励早已是攀比成风，虽然
上至国家体育总局下至各省市体育
局，对于奖励的具体数额都讳莫如
深，但湖南体育局长李舜8月14日的
一句话却道破“攀比”的天机，他表
示：“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和省里的规定奖励，但现在不能确
定具体数字。可以透露的是，省领导
有过指示：湖南奖励伦敦奥运金牌
得主的规格，要向全国最高水平看
齐。”

一般来说，奥运冠军赛后所获
得的奖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国
家体育总局的奖励；其二，各省市
的追加奖励；其三，商业赞助。

这其中，国家体育总局的奖励
一视同仁。而到了各省市，情况就
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
不一样，有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
区，奖励力度很大，会全面超越国
家体育总局的奖励额度，甚至连运
动员出生的村镇或者街道办事处
都会颁发奖金。而有些地方出于各
种原因，奖励的尺度就没有那么
大，运动员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

至于说到商业利益，那就更是
因项目而异、因人而异了。田径、游
泳是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绝对的主
流项目，谁能在这样的项目上取得
成就，就肯定会赢得世界性的影
响。当年刘翔就是因为在田径项目
上打破了欧美人的垄断而跻身超
级明星之列。而篮球和网球的高度
职业化，也使得姚明和李娜成为了
中国体育的代言人。从2004年雅
典到2012年伦敦，三个奥运周期，
中国体坛也仅仅只有这三个人堪
称真正世界级体育明星。而像林
丹、丁俊晖等人，虽也成绩突出，但
因受限于项目的非主流地位，从而
很难获得和刘翔、李娜、姚明三人
一样的国际待遇。

差异巨大———

强中自有强中手

如今，姚明已经退役，刘翔继
2008北京奥运退赛之后，又在伦
敦上演了“摔倒门”，其商业价值
已经急剧下降，而李娜则已进入
了职业生涯的末期。此时此刻，中
国体育恰恰需要一个能比肩他们
的新偶像，以延续中国体育人用
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国际影
响力。伦敦奥运会，这个接班人找
到了，他就是现在如日中天的游
泳运动员孙杨。

孙杨不仅运动成绩出色，
其身材相貌怎么看都是明星范
儿。近日，中国品牌研究院发布

《 2 0 1 2 中 国 奥 运 金 牌 价 值 报
告》，孙杨、叶诗文、林丹成为
6 0 0多位品牌总监最希望签约
的奥运冠军代言人，分别获得
了36票、25票、17票的支持，其
余奥运冠军的支持票数均低于
10票，有15人的支持票数为零。

据估计，孙杨在伦敦获得的
金牌，其商业价值的开发可延伸
到巴西奥运周期，价值为4亿元左
右。看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背后玄机———

评价体系难更改

奥运会是个巨大的造星机
器。一旦成名之后，从官方到商
家，莫不众星捧月。从默默无闻的
运动员，成为万众瞩目的宠儿。从
根本上说，这是社会的评价体系
所决定的。

孙杨、叶诗文双双夺取奥
运金牌后，杭州市体育局局长
赵荣福一度热泪盈眶。他不仅
写了诗，还表示要在杭州为孙
杨、叶诗文建“雕塑”。是什么让
其如此看重奥运金牌？说到底，
如今的体育局系统存在的最大
意义便是争取竞技成绩，考核
体育局系统官员的硬指标便是
奥运会及全运会、省运会的成
绩，由于奥运会的金牌、奖牌、积
分均可以通过“折算”计入全运会
乃至省运会的成绩——— 政绩第
一，金牌可是硬指标，一位体育系
统的官员在伦敦奥运会之前曾经
明确表示，“说不重视全是假的，
能争第一谁想要第二啊？”

我国现在的竞赛体制便是完
全围绕奥运部署的。“奥运年”之
后是“全运年”，“全运年”之后又
是“省运年”。奥运金牌不仅可以
带入全运会，而且还有很高的“汇
率”，一旦创造世界纪录又能有额
外的“加分”。普遍说来，一块奥运
金牌到了省运会这一级别，可以
顶八块省运金牌——— 有了这样的

“汇率”，自然不难理解杭州市体
育局局长赵荣福为何会激动得现
场赋诗了。

商业资本的嗅觉同样灵敏。
围绕奥运明星，商家往往不惜工
本，从运动员出成绩之前便与之
签约。同时，中国的职业体育体系
还远未成熟，很难自产出超级明
星，这更让资本的触角集中到奥
运会这项四年一届的盛会之上。
加上国人的“奥运情结”，更让商
家们把奥运冠军奉若至宝，而其
他非奥项目的世界冠军，或是奥
运项目的世锦赛冠军，虽然同样
成绩骄人，但与奥运冠军相比，待
遇可谓有天壤之别。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之下，大
家依旧会疯狂地追逐金牌。所
谓“理性看待奥运”、“淡化奥运
金牌”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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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金
看那些炙手可热的奥运金牌

本报记者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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