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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苏超””爆火的流量密码爆火的流量密码
端午假期后的第一天，社交媒体里一条关于“苏超

火了”的话题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有武汉、北京和广
东以及某门户网站记者评论道：“别刮一阵风就马上冷
了”“看看能这样火几年”“觉得第二届没人看了”。能
出现这些话题，这本身就说明了苏超近期的火爆。最
新一轮场均15000的上座人数，一票难求且如雪花般
的广告单来袭，第一届苏超俨然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
上最强的一波流量。然而，苏超的火爆，到底是好是
坏、能火多久暂且不论，“苏超”本身能够突然成为国内
的“顶流IP”，就值得深挖根源。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张扬

政府搭台，多维较量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大起底，因地制宜没有标准答案

从“苏超”开打到现在，笔者听到
最多的提问就是：“为什么苏超会这么
火？”确实，大家的疑问也是有理由的，
比起北上广搞足球的持久、蜀豫陕球
迷的热情，江苏连中超球队都没有
了。众所周知，在苏超之前，江苏足球
尤其是职业足球陷入了一个不温不火
的困局，顶级联赛球队相继消失，二级
联赛球队越打越没人关心，成绩也每
况愈下，很多人都在问，江苏还有搞足
球的必要吗？

然而，在深入了解江苏足球和社会
发展的实际状况后，江苏省的相关领导
从他们的角度和视野给予了足球高度
重视——江苏一定要搞足球，但要结合
自己的特色来搞。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去年11月份，江苏已经进行了两场人气
很高的重点足球城市对抗赛，参赛的
两支球队分别是南京队和苏州队。首
回合在苏州奥体中心，现场坐进了
15000观众，次回合南京队临时将主场
改到南京奥体，当时竟然坐进了35000
名观众。所以本赛季20000多人的上
座人数，对于苏超来说，没有难度。

来到2025年，江苏更是将这个比

赛做大做强，根据《2025年江苏省城
市足球联赛竞赛规程》，赛事由江苏省
体育局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主办，各
设区市体育局等承办。也就是说，每
个代表队的背后是政府背书，这样背
景的足球赛事，竞争激烈是合情合理
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各市之间足球的
较量，更是地方经济、文化、文旅等多
维度的比拼。

有了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政府的
支持，足球赛的基础搭建完毕，但是
办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厚
积薄发的江苏这方面确实是强项。
江苏有着承办各级国际赛事以及中
超中甲联赛的经验，换成别的省份，
一下子要在十多个城市开展如此大
规模且正规的赛事，难度不小。但在
江苏，办赛绝不手软，而且在赛事第
三轮就能达到场均超 15000 的上座
人数，别说力压中甲联赛，就算放在
整个亚洲足坛，也能轻松排进前五。
所以，当那么多观众进入到比赛现场
后，高规格的赛事组织会让观众体验
感更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观
赛和流量传播，都是极有帮助的。

任何比赛想要办好打好，没有资
金投入是不可能的。江苏全省的13
个城市，都能轻松掏出这笔钱，所以赛
事能够有序高质量进行。

举个例子，2024年，连云港和苏
州的 GDP 分别是 4663 亿元和 26726
亿元，他们一个倒数第一，一个正数第
一，连云港这个数据放在其他省份那
是妥妥的榜样，但在江苏，他们只敢在
足球场上跟“南哥”南京喊喊话。所以
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其他地方不具备，
也模仿不了的。再看GDP倒数第一和
正数第一的比值，江苏是17.6%，另外
三个经济大省广东、浙江和山东，比值
分别是3.5%、10%和 13.7%，这不难看
出四个GDP大省，江苏内部的差距是
最小的，发展更加均衡，城市之间的流
通效率更高。

江苏的“散”，恰恰又是因为大家
都富。明清起江苏就是“国家钱袋
子”，“自古皇帝吃江南”。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里，江苏因经济实力超
群，成为试点：地级市直接对接中央财
政（二级财政），跳过省级，所以各地的

“散”似乎找到了由头。二级财政延续
了地方直通中央的传统，这种分散财
权的做法非但没有导致区域失衡，反

而催生了激烈的“城市内卷”，帮助江
苏实现共富。

网友戏称：“江苏13市就像13个
学霸，表面互相嫌弃‘你数学不行’，背
地里都在偷偷刷题，最后全班平均分
碾压全年级。”当地媒体《新华日报》撰
文写道：场上撕得越狠，场下土特产卖
得越疯；网上吵得越凶，城市旅游搜索
量越炸。十三个兄弟一边扔地域梗，
一边合力砍下GDP全国第二的战绩，
还一个不落跑进中国城市GDP百强
榜，这样的“高级玩家”仅此一家。所
以，苏超表面踢的是足球，实际上确实
让“散装江苏”有了一个相互直接叫板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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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十三太保”暗中较劲

散装的江苏个个都是“狠角色”，
所以谁都不服谁，南京作为省会，更是
缺乏存在感，还被戏称为“徽京”，更关
键的是，江苏还是个教育大省，每个城
市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一套，再加上江
苏深厚的历史底蕴，这文化人一旦有
了高学历，经典的梗自然在“苏超”的
场内场外飞了起来。

常州队在接连失利之后被调侃，
“从常州到吊州再到巾州再到丨州，
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苏州和无锡
之间的苏南德比，两队1比1战平后，
球迷总结为，“苏州保住了太湖，无锡
保住了机场”；徐州与宿迁的比赛则被
戏称为“楚汉之争”；南通和南京之间

的较量，被网友们戏称：谁才是真南哥
……而且不但江苏的网友普遍会玩
梗，江苏的官媒们也都下场参战，为了
流量，他们在敏感的标题上加上“友谊
第十四”，吓得梅友谊、吴友谊都无处
安放。

而且““苏超””最经典的是，场场
有梗，每轮比赛都会有新梗，一种根本
停不下来的态势。未来的很多对决，
已经被网友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南京VS苏州，江苏“大哥”之争；扬州
VS淮安，运河之都对决、美食之都较
量；扬州VS泰州，早茶之争；淮安VS
宿迁，酒都德比；无锡VS镇江，糖醋交
锋；常州VS无锡，无常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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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玩梗”源于历史积淀

“苏超”爆火了之后，有一部分人
会拍烂自己的大腿，那就是错过苏超
的赞助商。笔者了解到，一些企业原
本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成为“苏超”
的主赞助商或者合作伙伴，但因为对
于赛事的判断能力不足，错过了这波

泼天的推广流量。现在，苏超的合作
电话被企业打到爆，更是有酒企想花
几百万去砸。苏超的广告牌、现场零
售摊点，成为了热销产品，用主办方的
话来说，我得再找找还有没有位置。

再看文旅方面，苏超在刚刚过去
的端午小长假迎来了第三轮较量，线
下场均观众破万，线上直播热度飙升，
超过18万名球迷涌入各个主场城市
观赛，主场六个城市的银联异地渠道
文旅消费总额增长 14.63%。数据显
示，赛事期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四
大赛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210%，夜市经济带动效应显著。常州
在与扬州比赛期间推出的“持扬州身
份证免费游A级景区”政策，虽在球场
上未得一分，却在文旅战场上赢得了
6万扬州游客的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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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 比赛输了，文旅赢了

江苏的中超球队在夺冠后解散
了，但他们却在不经意间打开了另外
一扇窗，而苏超正是江苏足球新的延
续，江苏人也换了一个更适合他们发
展足球活动的赛道。有高手说江苏是
神散而形不散，确实是！江苏每个城
市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文化，有
自己的美食，也有自己的方言。但江
苏又是最讲规则和秩序的地方之一，
一旦要集全力去办一件事，大家都会
齐心协力。苏超也正是各地“秀肌肉”
的最佳时机，你可以看做是他们的散，
但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也正是他们合力
的结果吗？

江苏人虽然嘴上斗，但没有谁看
不起谁，苏超真正开始启动流量密码
的，正是在第一轮苏北球队集体赢球
之后，这一波苏北足球大胜的狂欢传
播开来，但并未让苏南市民垂头丧
气。相反，很多苏南自媒体却是在用
一种“自嘲”来以力卸力，让大家在一
笑之间更加深入了解苏超。正所谓自
嘲背后其实是一种自信，江苏人真的
扛得住、笑得起也玩得下去，也许换做
另一个地方，这比赛一轮没打完，就要
按下暂停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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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模式
能否抄作业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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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苏超来说，如何接住这
波流量和资本，是面临的重要课题：第
一届火，不代表届届能火，打江山难，
守江山更难。“苏超”如何交出一份完
美的答卷，要在今年11月比赛结束之
后才知晓。当然，以江苏的实力，他们
还可以玩得更转，未来不但有13个地
级市的苏超联赛，还可以有省内各县
级市组成的苏甲联赛，然后还可以升
降级，最后说不定会形成江阴战无锡、
昆山踢苏州、丹阳打镇江等局面，如果
真到这个地步，那么江苏的足球真的
可以去带动周边，甚至是带动全国。
如果赛制允许，其他省市的职业球员、
明星或许也会投奔这里，赛事的质量
也将进一步提升。

“苏超”火了，其实各地先不用着
急去效仿，因地制宜推动足球发展，才
是制造足球流量的最佳答案。况且不
是江苏，足球流量的密码也可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