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管中心在努力扩大联赛规模，
但俱乐部后备梯队建设却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在云南女排客场挑战上
海东浩兰生的赛前，记者也询问了云
南女排主教练、前国手何琦。“早就出
现了队员梯队建设的问题！因为想
要达到顶尖水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
过程，现在二、三线的人员少，技术特
点也不强，可能江浙沪以及山东一带
情况会稍好点。”

事实上，上海的情况目前也不容
乐观。上海很多学校目前都取消了
排球项目，导致全市招生点急剧萎
缩。“上海一直采用三级体校选拔模
式，从区体校到市体校然后进入专业
队。”在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竞
技体育“十三五”规划》要求下，现在
上海又陆续在各区重新推广排球，逐
步恢复。“最大的问题是，集体项目一
旦出现断档，短期内很难形成规模，
这需要一个周期性。”上海赛区负责
人表示。

排球运动员只有到了年龄并且
技术条件达到要求，才有机会逐步走
上专业队的道路，而这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目前从各个区招生，并在此训
练的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仅有 40
人，其中女排23人，男排17人。他们
具有不错的潜力，承担着未来进入青
年队和一线队的任务。”上海市体育运
动技术学校排球教练张弘表示。“外面
的孩子用全部的时间来攻读文化课考
取大学，而在存在淘汰机制的情况下，
体校的孩子同样需要步入高校。所
以，即使在没有硬性招生指标的情况
下，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去年和今年
一共才收了十几个排球队员。”

好苗子数量太少，张弘很无奈。“以
前队里上海本地的学生进入大学没什
么问题，复旦、同济、二军大等高校均
设置有专业队，可现在只有体院、华师
大等少数保留。”教育部从2015年1月
1日起取消高考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
并在今年9月发布了逐步取消中考体
育特长生加分项目的改革意见，政策
性的改变让本就不多的排球后备力量
更加“难为无米之炊”。

已经征战赛场10年的上海女排
主攻兼队长张轶婵，也早察觉到了俱
乐部青黄不接的问题，“我是 91 年
的，队里比较小的一批就是97和98
年。92、93年出现断档，94、95年龄
段则很少，青年队也没什么人。”

学习压力大，运动员薪水低、就业
无保障以及伤病等负面报道铺天盖地，
则成为另一大招生阻力。“我自己也是
从小过来的，吃了很多苦，真正能走上
职业的太少了。我刚接触排球的那两
三年，已经参加联赛了才两三千。打了
10年球，现在每个月1万元左右。未来
有机会，我可能会选择像朱婷一样去海
外打球，增加经济收入。”

相比之下，主场设在楚雄禄丰县
的云南女排，一年只有50万赞助费，
更是捉襟见肘。“队员的薪水就是当
地一般单位的工资水平，在3千到1
万元不等，退役后还要面临出路的问
题。”何琦说道。

如此看来，被称为中国排球联赛
的“破冰”之旅的这个赛季，如果能够
借着中国女排奥运夺冠的势头，通过
联赛自身的变革就此崛起，无疑将是
排球队员们的幸事，也将是中国排球
的幸事。

球员青黄不接
后备梯队建设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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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本来打算开票第一天七
点来排队的，但后来有事情，等到十
点半来的时候已经卖完了。”今年女
排联赛揭幕战前，黄牛穿梭人群之
中，原价60元的票涨到260元还一票
难求，不少球迷在现场抱怨买不到
票。翘课的学生与全国各地远道而
来的球迷，手里拿中“爱若琪BB”的手
幅组成百人助威团。毋庸置疑，中国
女排奥运夺冠，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
这场球的球市。

只不过，如此繁荣的景象仅仅停
留在揭幕战阶段。11月5日，上海东
浩兰生女排第二个主场迎战云南大
学滇池学院，球票也回归到40-80元
的理性价位。面对上座率的问题，俱

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上座率在五
成左右，南看台坐得挺满的。”

事实上，从记者现场观察的情况
来看，由于这场球缺乏惠若琪、张常
宁这个级别的国手球星，加之比赛双
方实力悬殊过大，导致门口没有了黄
牛的喧嚣声，球馆的上座率也可谓是

“惨不忍睹”。南北看台只有前几排
寥寥无几的主队忠实球迷组建的“主
场观赛群”，西东两排的看台则零星
地散落着一些观众。

而负责场馆的安保人员似乎已
经习惯了这样的窘境，“我在这里已
经很多年了，除了之前开幕式的那场
有郎平和球星来，观众人数还可以。
其他场次的关注度就很一般了。”

揭幕战上海队的对手，江苏主教
练蔡斌在谈到揭幕战火爆的球市时
曾表示，“中国女排夺冠对联赛非常
有好处，包括今年这么多观众，的确
是我们联赛借到了中国女排的光，对
于排球发展来说这是好事。”但是，靠
国家队的战绩带动联赛的上座率，并
非长久之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004年。那一年，陈忠和率领的中国
女排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冠军，却并
未带动排球联赛市场。甚至，从那之
后，排球联赛似乎越发低迷，除了天
津，大多数球队主场的票房都很差。

可见，国家队奥运夺冠，未必能
持久刺激联赛发展，要想让联赛“火
起来”，还需要联赛自身变革。

揭幕战过后 球市被“打回原形”

两场女排联赛，主场球市“天差地别”

不想“一场火”造星育苗是正道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夺冠之后，一股“女排热”席卷神州大地。趁着这股热潮，10月28日，在黄浦区
卢湾体育中心举行的2016-2017赛季全国女排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门票早早售罄、门口成群的“黄
牛”，几十元的门票热炒至几百元。女排联赛终于火了？这个问题一周后就有了答案。11月5日上海
女排第二个主场，球市、球迷又恢复到过去的“常态”。如此火爆的球市为何只能延续一场？关心女排
发展的球迷不禁要问，究竟怎么样才能让女排联赛真正的“火”下去？ 本版撰文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阳

中超联赛5年转播权卖了80亿，
明年CBA与中国盈方合同到期后，其
价值也会上一个新台阶。相形之下，
始终走在职业化改革道路上的排球，
却逊色暗淡了不少，甚至成了另两项
运动的“陪跑者”。

2016年7月，排球之窗以年均投
入超1亿元的合约，成为排球联赛新
的商务运营商，引入鹰眼、延长赛程、
恢复明星赛，以及高额的奖励机制、
全新的内外援引进与转会制度……
这些以往很难想象的变革，在本赛季
都成为了现实。

与此同时，各俱乐部也在大刀阔

斧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在球场布置、
票务和球迷活动等方面探索丰富多
样的推广方案。以上海女排为例，

“首先在票务上，会推出季票、VIP专
座等，比以往更吸引观众。在赛场互
动上，则会划分出特定的区域进行球
迷摄影比赛、抽奖等活动。目前，男、
女排的吉祥物也已相继公布，适时还
会推出俱乐部小玩偶、队服等衍生
品。”上海赛区负责人表示。

“但观众进来是看比赛的，看球
星的，其次才是啦啦队表演，关键是
比赛要能够让观众激动兴奋。”该负
责人表示，如今的球迷们在社交媒体

的推动下，对联赛中那些炙手可热的
球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如数家珍。

“追星是一个人的爱好，排球也要制
造明星，我们也想要跟上潮流。”

但想要将球员打造成球星，最起
码先要达到基本条件——进入国家
队大名单，而上海现在只有2-3名球
员进入国家青年队。“就像受到粉丝
追捧的惠若琪，她经历了国家队多年
的锻炼，在奥运会等大赛中成功拿到
过冠军。包括郎导也是在今夏奥运
会上拿出成绩，才得到现在这些小球
迷的认可。没有这个作为前提，是不
行的！”

俱乐部市场化 打造球星成关键

随着新运营商的加入，联赛机制也初现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