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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我们现在都不敢接电话。现在外界断章取
义，误解太多。（我们的）培训首先要看孩子是出自
兴趣想专业化训练，还是说假期集训，也要根据家
长需求与计划来定。假期集训分十天、二十天和三
十天，寒暑假、每年价格都有不同，根据整体培训市
场来定，有高有低。”8月13日，陈梦（国科大）乒乓球
特色学校的一位教练在记者咨询相关情况时表示。

按照招生简章，班级分幼儿组、小学组、初高中组
（单招方向）和初高中组（高水平方向）四种，培训费
为每月4000元，一年算下来为48000元，上午是文
化课，英语从一年级开始授课。记者查询后发现，
该学校已成立两年，今年的价格在青岛民办学校中
属于中等：有的民办学校收费高达98000元；除了乒
乓球外，一些网球学校的价格一年费用约为4万元。

但从公开的信息中了解到，该特色学校与陈梦
并没有直接关系。与陈梦有直接关系的是陈梦父
母注册的另一家公司，早在2012年便注册了“陈梦”
的商标，今年2月注册了“HOPE WANG”商标。注
册姓名商标，是保护明星运动员权利的基本操作。
例如郑钦文于2023年12月申请了“郑钦文”姓名商
标以及肖像商标。

创办特色学校、俱乐部以及创业打造体育明星
个人的运动品牌，基本是现役或者退役后的明星运
动员较为普遍的选择之一。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陈梦、郑钦文等年轻
运动员如果再创业，背景基本还处于双轨并行时期
的拉扯阶段。衡量40个奥运冠军的意义与价值有
许多维度，但从体育产业的维度看，应该跳出他们
个人品牌价值的“几亿收入”这种狭隘的“眼球”经
济，更要重视他们能否推动相关体育项目的市场化
发展，能否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到体育产业，扩大
各自项目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受益，享受体育所带
来的快乐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奥运冠军们的创业
了解到，陈梦（国科大）乒乓球特色学校是由陈

梦公益冠名，成立之初，在青岛曾引起巨大轰动。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教学就是教学，（我们）并不
擅长解释什么。”上述教练对记者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陈梦（国科大）乒乓球特色学校
由北京宽高教育集团旗下的国科大（青岛）附属学
校、国科大青岛附属实验学校与培养出奥运冠军陈
梦的青岛鑫梦彤乒乓球运动俱乐部共同组建。企
查查显示，该俱乐部是陈梦的恩师董熙2019年创办
的，注册资金３万元。俱乐部为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人才培养基地。

特色学校位于国科大（青岛）附属学校综合体
育馆五楼，训练场馆有2000平方米，硬件设施堪比
国家级训练场馆。其办学远景是为高校、省市梯
队、国青队、国少队、国家队输送专业人才。成立以
来，学校培养的优秀学员不仅在学校的各大赛事中
摘金夺银，三名队员更是入选国字号。

而与陈梦真正有关系的是陈梦妈妈成立的“青
岛梦海圆”文化传播公司。目前，该公司只注册了

“陈梦”和“HOPE WANG”两个商标，前者是必要动
作——因为近几届奥运会，运动员姓名被抢注的事
件均有发生。“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注册这类商标
是运动员最为正常的操作，更不要说是奥运会冠军
了。退役或者转型后，体育明星的品牌价值是很重
要的。”北辰星资本创始人胡顺强认为。

从体操王子变为品牌大亨的李宁，到李大双、
李小双和邹市明，再到奥运会冠军许昕的个人品牌
旗下首个潮流乒乓球馆在浦东揭幕，他们都在认真
地过着属于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有的在商业上
取得了成功，有的还在摸索之中。

“要是仔细梳理的话，选择创业的运动员也带有
时代印记。第一代创业者除了进入体育产业的核心
部分，例如市场化成熟的服装装备领域，还有的进入
地产业；第二代创业的运动员较为多元，包括个人品
牌、服装鞋类、俱乐部、创立体育产业基金等，基本处
于‘体育产业’部分内容产业市场化探索的过程中，

进入到金融圈的退役运动员对于产业本身有着引
领的作用。”胡顺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本曾经重金“追球”
作为中国运动员创业最典型的案例，“李宁”入选

2023年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服装品牌，品牌价值高
达30.65亿美元。“但想要复制李宁，估计很难。”胡顺
强表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际遇不同。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李宁在1990
年创立了“李宁公司”。这一年，“现代市场体系的
体育产业”还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萌芽”状
态。1993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深化体
育改革的决定》，将运动项目职业化改革、竞赛体制
改革等重要命题提上议程。

中国足球在此背景下才走上职业化发展的道
路，也就有了中国资本的第一次体育产业投资热
潮。当然，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探索的浪潮中，随波
逐流的多是每个时代的“富豪们”的故事，记者曾做
过统计，曾排名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中的地产、能
源、互联网等巨头企业，有一半企业在其多元化的
发展过程中涉足过体育产业。

而当时像李宁这样的创业型公司，要快速发
展，多还是以赞助中国代表团或运动队，从而开展
经营业务，铺地面店、打造品牌，再多元化业务发
展，一次次在争议声中谋变。

“大家都在观察中国‘三大球’职业化发展状
态，尤其是足球。毕竟，要想在体育产业发展的内
容IP上做文章，拥有２亿球迷的足球产业就是风向
标。毕竟，体育用品的装备等收入一度占到中国体
育产业七成以上。而在欧美等地区，比重较大的是
围绕赛事IP的转播权、商业开发权收入，以此为核
心，也就造就了服装鞋类装备等的国际大品牌。但
国内的这个风向标摇摆不定，一些细分领域的运动
项目也在试探的边缘。”上述资深人士认为。

这时期，成为全民偶像的刘翔与姚明，让人们
看到“科学训练”“科技体育”以及“职业体育”的魅
力，但赛事IP依旧成不了中国体育产业的主角，选
择创业的退役运动员多还是运动装备领域或者擅
长领域的培训营。

2009年，是中国足坛掀起“打假扫黑”风暴的一
年，也是中国网球试水的一年。当年，“四朵金花”单
飞，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网球运动。

“2014年后，算是第二波投资热潮，主要来自国
务院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
模超过５万亿元。”胡顺强表示。

有意思的是，各路资本围绕的核心是从低谷
“崛起”的足球IP，各大俱乐部2016年的投入有的高
达10亿元，各大互联网大佬的体育产业涉及俱乐部
的收购并购、赛事版权的高价购买，有的俱乐部估
值高达150亿元，体育类的创投基金多是以几十亿

元起步。
互联网思维的沸腾之下，多是商业巨头与足坛

明星的身影，退役的奥运会冠军运动员鲜少出现在
媒体面前。2015年，“鞍马王子”邢傲伟与几位体坛
好友共同成立了“冠军VC”，专注于体育产业的天使
投资基金；2016年，“乒坛女王”邓亚萍宣布以自己
名字命名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初步规模为50
亿元，主要投资于体育赛事、场馆运营、体育互联网
等领域。

运动员富豪排行榜上依旧是李宁、姚明、刘翔、
易建联等，除了企业家李宁外，其他多是以商业代
言与赛事收入计算为基准，其个人商业帝国的投资
收益并没有明细。“在投资领域，大家应该都差不
多，我们也是这个时期进入到体育产业领域，设立
体育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全面开花，涉及足球俱乐
部、电竞、户外运动、滑雪品牌等。”胡顺强表示，有
些投资被上市公司套牢，有些投资在天使投资阶段
进入，VC/PE阶段退出，喜忧参半。

体育产业投资变得理性
事实上，奥运会结束后，有一种讨论的声音是，

潘展乐与郑钦文谁更有可能成为继刘翔、姚明后的
第三位全民偶像？

有的认为是潘展乐，有的认为是郑钦文，而这
两位也是双轨制的不同代表，潘展乐是在体系成熟
的体制内选拔培养出来的，郑钦文来自市场化体
制。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两项运动都有一定规模的
消费市场。非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游泳爱好者有
8000万人，网球爱好者有2000万人。

这是像击剑等小众运动所羡慕的。“坦诚地说，
倒是希望更多的‘陈梦’能公益地投入到此类体教
融合的特色学校中。我们教练想进学校都进不去，
哪怕是作为兴趣班免费进入、免费教都难。全靠俱
乐部本身的散客，选拔击剑人才，是很扯的一件
事。”对陈梦特色学校，山西一家击剑网球俱乐部
的教练表示很羡慕。他说：“道理很简单，任何运动
都是如此。一周一次的训练只是兴趣爱好而已，要
出成绩，一周至少要训练两三次，最好五天。说明
这所学校的管理者懂得人才培养的规律，这一点，
我们要点赞。”

对于赛事IP而言，爱好者是消费者的基础，而
小众运动要得到推广，选拔人才、“体教融合”是不
错的路径。“我们是作为投资方来看这次奥运会的，
比较冷静与理性，看的有比如高尔夫、街舞、网球等
项目，也密切和各领域中熟悉的企业聊天，包括‘体
教融合’的项目，了解有没有新的空间。”胡顺强表
示，“相对于过去，我们变得沉稳，在每个细分领域
保持热爱与坚持，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不算顺风顺水
的阶段，这一点弥足珍贵。慢一些，稳一点，也许会
更快更好。”

（摘自第一财经）

——冠军们投资体育产业难度堪比夺金

陈梦莫名“被创业”背后
对赛事 IP而言，爱好者是消费者

的基础。而小众运动要得到推广，选拔
人才、“体教融合”是不错的路径。

随着巴黎奥运会圣火的熄灭，第
33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闭
幕。竞技场暂时回归平静，各公司之
间的奥运代言大战也进入尾声。

如果要提到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赢
家，被提名的运动员中一定会有“00
后”游泳新星潘展乐。

为潘展乐吸引巨大关注的自然是
其出色的竞技场表现。中国游泳队在
巴黎获得的两枚金牌均有这位2004
年出生小将的参与：潘展乐先是在个
人项目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46
秒4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成为
中国游泳历史上第一个男子短距离自
由泳奥运冠军，随后又作为最后一棒
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游
出45秒92的分段成绩逆转全局、为
中国队摘得历史性一金，打破了美国
队对该项目长达40年的垄断。

潘展乐在赛场下的个人魅力也为
其高人气加分。随着“没想到他游得那
么慢”“下次再干他们就行了”等采访金
句陆续出圈，潘展乐成为了本届奥运会
年轻观众最喜爱的体育明星之一。

有趣的是，人气、成绩双丰收的潘
展乐在微博V影响力体育榜（根据传播
影响力、内容吸引力和主动活跃度计
分）最新一期周榜上并不是第一名。
在该榜单中，潘展乐得到95.93分，排名
第三，头名归属于在奥运网球女子单打
赛场夺魁的郑钦文，次名是并未参加巴
黎奥运会的乒乓球运动员许昕。

女运动员收获更多流量的情况在
上届东京奥运会就已出现。百度指数
显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
中，全红婵的热度断层排名第一，热度
指数领先第二名马龙近一倍。国乒女
队的孙颖莎和刘诗雯也进入了榜单前
十。而奥运期间的抖音和小红书两大
平台，杨倩的抖音账号涨粉769万高
居榜首，涨粉数量的前十名中，仅有许
昕和汪顺两名男运动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流量高并不
等于商业价值也高。好在女运动员

“招商”难的情况在巴黎周期有了明显
改善。在微博V影响力体育榜最新周
榜上排名第一的郑钦文在奥运开幕前
就已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23年
度体坛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中排
名第十五位。她 720 万美元的收入
中，有550万美元来自商业赞助。

当然，商业赞助的多少与运动员
来自项目的商业化程度、运动员的经
纪团队成熟程度有关。不过，女运动
员越来越受赞助商欢迎是一大趋势。
分析认为，女子体育赞助除了作为体
育赛事极具价值外，还可能因其积极
社会走向的向好预示，受到女性消费
者和职场人群的欢迎。尤其是在女性
消费者具有高度购买力的背景下，体
育赞助可以培养女性的品牌偏好。

（摘自界面新闻）

打完竞技仗
再算经济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