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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牵手 惨淡分手
排协解约 联赛新赛季或将裸奔

牵手轰轰烈烈
时间倒退回 2015年，中国排球联赛经

历了无赞助商冠名的一年。次年，排协希望

打造同中超、CBA媲美的国内联赛三大赛，
决定对排球联赛的商务运营合作伙伴进行

公开招商。2016年，在经历多轮 PK后，体育
之窗在 7家竞标者中脱颖而出，以每年 1亿

元的价格拿下了排球联赛的运营权。要知

道，排球联赛的上一家运营商每年的运营费
仅为 2000万元，但在当时体育产业的大环

境下，这根本不算什么。在里约奥运会中国
女排夺冠的背景下，体育之窗摩拳擦掌，有

信心将排球这块版权“洼地”做起来。
2017-2018赛季，排球联赛正式升级为

排超联赛。热热闹闹的开幕式，引入鹰眼等
新技术，总决赛赛制升级为七场四胜，重启

全明星赛⋯⋯赞助商的热情也开始提升。然
而，这样的局面，似乎只维持了半年。排超元

年，体育之窗收获了口碑，但商业价值却未
如花般绽放。

如今，排协这份声明虽短，却直截了当，
称早在 2017-2018赛季，排球之窗就开始拖

欠款项。显然，体育之窗（排球之窗母公司）
运营联赛的困难程度远超乎外界想象。

联赛沦为鸡肋
的确，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体育之窗要

负责。但回顾排超这几年的变化，能看出运

营商的尴尬处境。

经历过 2017-2018赛季的繁华之后，排

超进入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虽
然挂着“职业联赛”的头衔，但排超联赛的首

要任务不是保证票房，而是为国家队让路。

2018-2019 赛季的赛程缩短了近一个月时
间，第一阶段变更为赛会制。而为了保证女

排国家队集训，2019-2020赛季的女排联赛

在两个月内草草打完。
再看男排联赛，为了给争夺奥运资格入

场券的国家队让路，以往每年 10月、11月份

开赛的联赛，定于今年 2月开启。最终，又受
疫情影响而暂未开赛，这就直接导致各队原

本花大价钱引入的外援，很有可能在比赛一
场都未打的情况下，合同就结束了。尤其是

尚未开启的男排联赛，与同时期发展的中
超、CBA相比，这样的处境更加尴尬。

频繁更改的赛制，越来越短的赛期，令

排超联赛的商业开发陷入窘境。一位业内

分析人士认为，当时体育之窗的中标价格

的确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要合作
持久，需要在联赛的开发和推广中保持高

度的互信和配合度，切实推进排球联赛职
业化进程。遗憾的是，事情未能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

未来何去何从
尊重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规

范。中国排协按照合同追讨欠款，合理、合

法。但排超联赛并没有给体育之窗带来丰厚

回报，反而成为其身上重重的枷锁，究竟谁
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这次不体面的分手，给了业内人士更多

警醒。联赛的确是国家队的人才根基，但联
赛是否必须随时为国家队让路，如何让联赛

逐步摆脱鸡肋命运？在目睹了体育之窗的下

场后，多少同行会引以为戒还是对排球市场
失去信心？中国排协接下来还能找到特殊时

期的接盘商吗？过去数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的商业价值就此付诸东流吗？

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
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认为，中国排协和体

育之窗的合作走到这一步，双方恐怕都有一

定责任。在介入排球联赛之前，体育之窗可
能高估了自身实力，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从

中国排协来讲，在签了高额合同之后也需要
为推广商着想，考虑如何结成利益共同体、

实现双赢。遇到困难之后，减免推广费也是
一种选择。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排球赛场，因为一纸声明，激起一片浪花。

本周中国排球协会发布声明，称因为排超联赛的商务运营推广合作
伙伴排球之窗长期拖欠排超联赛的运营推广费用，体育之窗有限公
司亦未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自 4月 14 日起解除合作
关系。

此后，双方均没有再做进一步解释。 这段持续了 3 年零 9 个月
的合作，以不体面的方式“分手”，结局将是两败俱伤。疫情结束后开
启的男排联赛会否“裸奔”？ 排超联赛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

体坛观察

东京奥运设施变身方舱加大抗疫力度

染疫病人先来
奥运选手后到

    东京奥运会的点滴变化受到外界关注。

北京时间昨天，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接受
采访时称，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或将加入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元素。而在此之前，诸多变
化也让东京奥运已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的

“抗疫战场”。
日本千叶县前天宣布，为防止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计划将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改造成

为临时医院，提供约 1000张病床，专门收治

轻症患者，争取 5月中旬完成改造。
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是东京奥运会及残奥

会的比赛场馆之一，将有 7个项目的比赛在

此举行。因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夏季举办，

今年 4月到 9月该场馆空置。
按计划，该临时医院需要 30名医生和

300名护士，医护人员将租住附近的宾馆。根
据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千

叶县将该计划所需经费 30亿日元列入一般
会计补充预算案，提交 4月中旬召开的临时

县议会审议。截至本月 22日，千叶县内共有
约 750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幕张国际展览中心或许并非是东京奥运

设施变身“方舱医院”的孤例。早在一个月前，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曾表示，她已

经向东京奥组委提出请求，希望将感染新冠
肺炎轻症患者集中至东京奥运村。

东京奥运村作为约 1.8万名各国选手和

官员在东京临时的“家”，原计划于 7月 14日

开村。不过由于东京奥运会被延迟至 2021

年，这一计划也随之搁浅。小池透露，“奥运村

有一部分楼栋还在施工，也有一部分已经快
要完工，之后（这些楼栋）都将交由东京奥组

委管理，可以在那里想想办法。”
日本东京奥运村的基础设施齐全，改造

成为方舱医院的成本几乎为零。新冠肺炎轻
症患者可以直接入住，接受隔离。同时东京奥

运村的房间充足，足以为患者提供充足的隔
离空间。此外，因为东京地区的大型医院主要

位于东京市中心。而东京奥运村的位置较为

偏僻，周围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相对城市中
心，扩散的风险也相对较低。

由于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至 2021年，奥
运村闲着也是闲着，奥运梦变成方舱梦的确

也是“勤俭节约”的日本人把资源利用率实现
了最大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
东京奥运会也将被赋予别样的意义，“这不仅

是运动员的盛典，还被赋予了更重大的主题。

如果顺利举办，这将成为战胜降临在全人类
头上灾难的证明。”森喜朗表示，东京奥组委

有意更改开幕式相关内容，“开幕式虽然基本
已经成形，但必须作出修改，可以加入一些抗

击疫情的相关元素。”目前，东京奥运会开闭

幕式已经完成 70%-80%工作。随着东京奥运
会确定延期一年，开闭幕式工作也已暂停。

森喜朗的表态也印证了东京奥运会开闭

幕式执行制作人意大利人巴利奇之前的说法。
曾参与制作里约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在疫情发

生之前，巴利奇一直在日本为奥运开幕式做准
备。一周前，他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已
经制定了包含抗疫内容的新表演方案。而奥运

会推迟一年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
备，全世界也有更多的时间治愈创伤。

巴利奇坦言，“奥运会开闭幕式是面向全
人类的窗口，应该讲述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

重大事件。”他希望东京奥运会能成为推动全

球复兴的重要工具。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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