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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头：清扬洗发香波

手腕手腕：：泰格豪雅手表泰格豪雅手表

手：努比亚手机

内裤内裤：：自创自创CRCR77品牌品牌

耳朵：怪兽耳机

脚：NIKE足球鞋

上身：Sacoor Brothers、CR7男装

易建联回归 CBA 的第一场比赛，又制造了个悬念——不是广东队能否迅速摆脱首战被

山西队狂虐的阴影，而是易建联会穿着什么品牌的球鞋出场？

CBA才刚开赛，有球员因为球鞋问题与篮协和赞助商叫板

有球员宁愿被罚款150万，也不愿更换球鞋，只因一个钱字

穿什么鞋打球
究竟是谁动了谁的奶酪

1984年，当时不太景气的耐克公司签下了只有21岁的乔丹，开始销售带有

Air Jordan标志的篮球鞋。2014年，Air Jordan的销售额高达42亿美元。而乔

丹尽管已经退役，但从Air Jordan品牌球鞋得到的年收入仍然高达1亿美元。

商业化的今天，各种时尚品牌更是擦亮双眼，寻觅着一个又一个形象帅气

健康的运动员代言人。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成为了各种产品的代言人，他们的

浑身上下都是宝。以C罗为例，2015年，他的代言收入高达5000万美元。

球员浑身都是宝，以C罗为例
本报记者 楼栋 相关链接

穿耐克还是李宁？自从 5 年前，李宁拿

出20亿，成为CBA的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后，

这 5 个赛季，年年有球员因为穿什么鞋的问

题发牢骚，甚至对着干，也年年有俱乐部因此

而被篮协罚款。

事实很简单，大金主李宁买断了CBA的

球员装备配给权，所有球员不但要穿李宁品

牌的球衣，还必须穿李宁的球鞋。球衣不存

在争议，但球鞋上却摆不平早就和耐克签约

的易建联、周琦等人。

从CBA的安踏时代开始，中国篮协每个

赛季都会开出一张特许球员名单，这些球员

可以穿自选品牌鞋，但需要个人赞助品牌出

“赎身费”。不过换位思考，李宁的巨额广告

费，实际上也只能在几个明星球员身上起作

用，哪怕全联盟都穿李宁，易建联一个人穿耐

克，消费者记住的是谁？

自然而然，特许名单逐年缩短，处罚措施

越 来 越 严 厉 。 前 北 京 队 球 员 李 学 林 在

2012-13 赛季强行穿耐克上场，被累积罚款

150 万。而外援穿鞋可以自选品牌，但是必

须用胶布贴掉非李宁的商标。上赛季，稠州

银行外援沃伦因为在比赛中途胶布脱落，累

计被罚款40多万。

本赛季是李宁赞助CBA的最后一年，干

脆取消了这份名单，就连除了耐克从来没穿

过其他牌子的易建联，也要穿李宁了。

所有球员都会拿自己有伤，必须穿特制

鞋来保护双脚作为理由。广东队昨天发给篮

协一份“恳求信”，还是拿易建联的脚伤为由

请求特许。此前，周琦、王哲林也以非个人签

约品牌球鞋的安全性为槽点。

有伤不假，但穿耐克一定能比别的牌子

更安全？恐怕在 NBA 随便就能找出大把伤

兵来作为反例。

而因为“质量问题”背上骂名的李宁也是

有苦说不出。实际上，凡是自称有伤的球员，

李宁会在赛季前派专人去所属俱乐部，为该

球员做脚模，定制球鞋，只要球员说不合适就

重做。

还有个别球员更是以前就签的李宁，如

今换了赞助商就反过来吐槽前任，马上就被鞋

迷们抓住马脚，有图有真相，实在不够明智。

都是老中医，就不要互相开药方了。说

白了，无论对球员还是对篮协、李宁而言，就

是钱的问题。

穿什么鞋，到底是谁动了谁的奶酪

每年重复一次的剧情，被骂最惨的就

是中国篮协和李宁。他们凭什么不让球员

穿自己的鞋？众口一词，这两家被逼得无

法争辩，尤其是出了血本想做知名度、美誉

度的李宁，花了钱反而要疲于应对危机公

关。

那他们到底该不该被骂？

唯一的澄清方法，就是拿出合同条款，其

实篮协已经在处罚通知上重复了N次——篮

协委托盈方与李宁签了赞助条款，那份条款

上规定了李宁有这样的权利，篮协有这样的

义务。

讲道理，很多人说球员又没拿李宁的

钱，凭什么给它做广告？不过根据公开报

表，盈方与篮协的 5 年期商务开发协议，平

均每年收入 6.36 亿，交给篮协 3.36 亿，篮协

再给每家俱乐部分红 1200 万左右。按比

例，其中三分之二的分红经费就来自一年贡

献 4 个亿的李宁，你能说易建联的工资里没

有李宁的钱？

一年 4 亿人民币，这是大生意。未来

CBA 的生意还会做得更大。明年 CBA 的

商业开发合同到期，各路商家巨头已经跃跃

欲试。今年 7 月篮协已经组织了一次类似

的招商预热大会，明年 CBA 公司成立后，预

计会将 CBA 的电视转播和商业开发权益分

开出售，中超转播卖出 80 亿的神话完全有

可能复制，商业开发权也有望卖出一年 8 个

亿。

出钱的就是大爷，话糙理不糙。一些俱

乐部甚至完全有可能依靠分红运营并且盈

利，赞助商成了球员们的衣食父母。与之对

应的是，“大爷”们势必会提出与支票数额相

对应的要求，并且用更加严苛的监控监督落

实。

也许还有人说，球员个人未必同意出卖

个人球鞋签约权，通过分红拿到的工资才几

个钱？的确，哪怕是未来的CBA公司股东大

会，也只有 20 家俱乐部加篮协，总共 21 票。

是不是还少了球员的一票？是不是还少了球

员工会？

无论如何，这次球鞋风波，篮协终究有了

难得的快速反应，针对首轮周琦和王哲林的

抗议，迅速出台了一个补充条款，详细规定了

对违规球员的停赛处罚方式。在这笔天价大

生意上，需要查漏补缺的远远不止是这一个

细节，篮协、联赛委员会、CBA 公司，要补上

的漏洞还太多了。

天价合同近在眼前，谁能代表谁还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