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 年足球世界杯媒体竞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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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 !""# 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既是高水平的足球竞技，也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争相瓜分的大蛋

糕。在这场竞争中，新兴媒体以其技术优势抢占先机，传统媒体面对竞争和压力迎难而上。在竞争中 暴 露 出

一些问题：如媒体降低品味，丧失导向意识；投入不计风险，造成资源浪费；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体 育 传 媒 发

展应加强舆论导向，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竞争加合作以实现多赢；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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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足球赛作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其

影响力甚至超过奥 运 会。因 此 世 界 杯 不 仅 仅 是 球 迷 的 视 觉

盛宴，也成为媒体的 竞 技 场，而 且 有 愈 演 愈 烈 之 势。分 析 世

界杯国内媒体的竞争 态 势 可 以 折 射 出 我 国 体 育 传 媒 的 发 展

方向。

; 新兴媒体以技术优势抢占先机

过去球迷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现在球迷们又有了

新的选择。互联网与手机正成为观看和欣赏世界杯的新“窗

口”。赛前两 家 国 外 市 场 咨 询 公 司 R413IA07: 和 =?8>: &76?;

的调查显示，在亚太 地 区 的 受 调 查 者 中，Q$S 的 中 国 受 访 者

表示将会关注世界杯，这个 比 例 在 新 加 坡 为 ’)S，马 来 西 亚

为 ’!S，澳大利亚为 #*S，泰国为 $QS T ；’)S 的中国球迷表

示将通过互联网体育网站来获得世界杯的赛况消息；一大批

球迷计划通过手机关注世界杯各场比赛的赛况和比分，这个

比例在中国为 *!S，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 %)S，澳大 利 亚 为

%"S，泰国为 ,S。这个结 果 显 示 了 新 兴 媒 体 的 影 响 力 大 有

超过甚至取代传统媒体之势［%］。事实上，凭借着对信息技术

的掌控，网络与手机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日益明显。

; N; 各大门户网站掌握着世界杯的网络话语权

如果说 !""! 年的日韩世界杯使中国观众不用熬夜 即 可

收看现场直播，让电视媒体成为 !""! 年世界杯的绝对 赢 家，

那么 !""# 年世界 杯 由 于 中 德 有 , 个 小 时 的 时 差，大 部 分 比

赛都在北京时间深夜至凌晨 * 点之间进行，多数中国球迷难

以观看电视直播。对 于 网 络 媒 体 而 言，这 是 历 史 性 的 机 遇；

对球迷而言，上网看球、上网评球成为首选。!""# 年夏季，强

力报道世界杯成为 网 络 媒 体 唯 一 的 选 择。早 在 世 界 杯 决 赛

开赛前 * 个月，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就早已进入到一级备战状

态，纷纷推出了各自 的 世 界 杯 站 点 并 持 续 更 新，同 时 也 结 合

自身的实际 情 况，酝 酿 着 自 己 的 主 打 产 品。!""# 年 元 旦 刚

过，搜狐与新浪两大门户网站就为争夺世界杯的视频报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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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争暗斗。截止到开赛前夕，世界杯网络报道的核心信息源

已基本被搜狐、新浪、!"# 瓜分。其它门户网站也毫不示弱，

分别在其它相关领域抢滩登陆［$］。

! %" 手机运营商也借世界杯涉足传媒领域

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新闻大战中，手机运营商也积极投

身其中，试图 在 传 媒 领 域 抢 占 市 场。 世 界 杯 无 疑 为 中 国 移

动、中国联通这两大手机运营商提供了又一个比拼的平台。

在世界杯开幕的前几天，中国移动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

集团一起，在上海举行了“$&&’ 世界杯中国独家手机电视”的

开播仪式，这是中国独家的官方手机电视。而联通 ()#* 用

户通过按炫键登陆“互动视界”，即可访问多个世界杯专题栏

目，包括手机订购世界杯吉祥物、最新赛事播报、每日竞猜积

分换奖等活动［$］。

移动和联通借本次 世 界 杯 之 机 迅 速 推 出 相 关 主 题 的 资

讯服务，表明 了 世 界 杯 对 于 通 讯 运 营 商 同 样 具 有 非 凡 的 魅

力，同时广大 球 迷 在 了 解 世 界 杯 资 讯 方 面 也 多 了 一 个 新 选

择。除了报纸、电视和 网 络 以 外，手 机 作 为 新 型 媒 体 正 日 益

发挥影响力。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媒体具备无可比拟的优

势。相对于报纸和电视，手机媒体更能体现多媒体和互动的

特性，这样一来就能 为 球 迷 提 供 更 为 丰 富 和 生 动 的 信 息，能

满足大家对资讯方 面 的 需 求；而 相 对 于 互 联 网，手 机 媒 体 则

具备便携性的优势，这样一来，球迷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能随时随地获得想要的资讯，特别适合世界杯期间由于需要

外出工作、不能呆在办公室、无法上网的球迷需要，手机充分

拥有了丰富性和便利性这两方面的优势。

" 传统媒体面对竞争和压力迎难而上

面对新兴媒体对体育赛事日益高涨的热情，国际足联意

识到与其严防死守，不 如 因 势 利 导，今 年 首 次 在 全 球 向 新 兴

媒体发放了比赛视频的授权。传统媒体感受到了不小压力。

" %! 电视依然是传统媒体的桥头堡

让传统媒体稍感宽慰的是，国际足联向新兴媒体授权的

只是一些进球的视频集锦，真正的重头———比赛现场直播的

授权依旧牢牢抓住 不 放。没 有 比 赛 直 播，在 世 界 杯 期 间，手

机和互联网对电视的影响冲击就不会太大，互联网和手机提

供的视频可以成为电视转播的有益补充。尽管需要熬夜，但

通过电视看现场直 播 依 然 是 狂 热 球 迷 的 首 选。这 使 传 统 媒

体在与新兴媒体的竞争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资本。

作为 中 国 传 统 媒 体 的 龙 头 老 大，$&&$ 年 + 月，央 视 以

$ ,-.万美元的价格从德国基尔 希 集 团 手 中 一 举 买 下 了 $&&$
年和 $&&’ 年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转播权。这是央 视 迄

今为止出手最重的 一 次 赛 事 转 播 权 投 资。获 得 中 国 地 区 世

界杯独家电视转播权的央视派出了 ’/ 人的报道团队，分 0&

组对 世 界 杯 进 行 采 访。 采 用 ((!1 2 3 为 主 力、((!1 2 0、

((!1 2 $ 为 辅 助 的 整 合 式 播 出 方 式，总 播 出 时 间 达 到 0 /&&
余小时。+ 名前方解说员刘建宏、黄 健 翔 和 段 暄 直 接 在 看 台

转播席上现场解说全部 ’, 场比赛中的 3- 场，这样的投入与

报道规模不仅在非参赛国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参赛国的媒体

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尽管世界杯赛在中 国 大 陆 的 电 视 转 播 权 由 央 视 一 家 独

揽，各地方台很难与其竞争。但各地方电视台还是通过向央

视购买分转播权谋 求 分 食 世 界 杯 这 个 大 蛋 糕。德 国 世 界 杯

期间，央视向部分地 方 电 视 台 出 售 了 德 国 世 界 杯 转 播 权，使

得央视在这些地区 的 收 视 率 受 到 严 重 影 响。即 使 没 有 取 得

比赛的转播权，地方电视台就在比赛转播之外做文章。几乎

所有的地方电视台体 育 频 道 都 在 紧 锣 密 鼓 策 划 着 世 界 杯 的

特别节目———有的举办足球宝贝选拔赛，有的召集各路专家

点评比赛，有的重金聘请明星大玩脱口秀⋯⋯在世界杯每场

比赛直播前 后 的 时 段 里，中 央 台 不 再 是 电 视 观 众 的 唯 一 选

择，各地方台体育频 道 充 满 活 力 和 创 意 的 各 类 世 界 杯 节 目，

显示了各自存在的价值。

" %" 报业在夹缝中谋求生存

德国世界杯在新闻竞争方面还出现了一个历史性变化，

那就是国际足联首次将正式的记者名额发放给了网络记者。

在以往的国际大赛 中，网 络 只 有 报 道 权，没 有 采 访 权。网 站

介入世界杯采访，相对而言对体育专业报纸的冲击最大。世

界杯给网媒带来的 机 会 把 纸 媒 挤 得 越 来 越“窘 迫”。无 论 是

从互动性的角度还是从迅捷性的角度，平面媒体都无法与新

兴媒体抗衡。即使在 传 统 媒 体 领 域，和 电 视 相 比，报 纸 也 不

具备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面 对 世 界 杯，报 业 只 能 在 夹 缝 中 谋 求 生

存了。出世界杯特刊 似 乎 成 了 报 业 共 同 想 到 的 自 我 拯 救 的

良方。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平面媒体纷纷推出特刊，分别在

刊名和内容上下足 功 夫 吸 引 读 者。各 特 刊 的 刊 名 充 分 运 用

谐音、双关、联想等方 法 力 求 标 新 立 异，例 如：《广 州 日 报》的

《世界波》；《申江 服 务 导 报》的《球·爱》；北 京《竞》报 的《第 一

杯》，《天府早 报》的《痛 打 世 界 杯 》，《每 日 商 报 》的《球 胜 之

道》；《法制晚报》的《品德》；《北京晨报》的《夜宴》，《乌鲁木齐

晚报》的《追“球”德 国》等 等。在 内 容 方 面，有 的 报 刊 利 用 组

织“足球宝贝”海选活动吸引人气，有的则是通过邀请知名女

性写专栏争夺讨好女性读者，如上海的《新民晚报》请来了上

海籍的前世界足球小姐孙雯撰文，《成都商报》则找来了人气

超女张靓颖；有的为 专 家 开 辟 专 栏，例 如《沈 阳 日 报》不 仅 请

来了足球专家，连经济学家和军事专家都就自己研究的领域

对世界杯发表独到 的 见 解，从 而 丰 富 特 刊 的 内 容，从 报 道 深

度上取胜，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资讯［+］。《体坛周报》是国内众

多报道 $&&’ 年世 界 杯 的 体 育 专 业 平 面 媒 体 中 的 唯 一 赢 家。

凭借“$&&’ 德国世界 杯 唯 一 指 定 中 国 平 面 媒 体”身 份，《体 坛

周报》获得了超过 0& 张的世界 杯 采 访 证。为 此 !"# 在 线 与

其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启动空前强大的世界杯联合

报道计划，通 过 排 他 性 的 规 定，其 他 网 站 不 得 转 载《体 坛 周

报》的相关信息。

# 世界杯媒体竞争暴露出的问题

# %! 降低品味，丧失导向意识

我国向来把媒体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媒体不仅

仅是信息传播的平台，更担负着舆论导向的功能。然而在本

次世界杯中，各大媒 体 除 了 对 世 界 杯 疯 狂 地 围 追 堵 截，把 自

’$ 体育学刊 第 0+ 卷



己等同于狂热的看客，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承担的舆论导向的

社会职能。借助世界 杯，媒 体 本 可 以 与 国 家 体 育 总 局、中 国

足协等体育部门联合 反 思 造 成 我 国 足 球 水 平 长 期 低 迷 的 原

因，为推动我国的足球运动出谋献策。然而，遗憾的是，媒体

除了鼓噪的呐喊，没有引领大家做出实质性的冷静沉思。我

国足球运动水平不尽 人 意 的 现 实 与 繁 荣 的 体 育 传 媒 形 成 巨

大反差，这值得国内体育传媒业反思。

! !" 投入不计风险，造成资源浪费

各类媒体为了争夺对世界杯新闻的垄断，纷纷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技术、人力与物力，完全不考虑可能面临的投资风

险。例如：央视以 " #$% 万 美 元 的 价 格 从 德 国 基 尔 希 集 团 手

中一举买下了 "&&" 年和 "&&’ 年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转

播权；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向国际足联支付了约 "(& 万美

元获得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网络数字传播版权，而这巨额的投

入换来的是仅仅是第 一 时 间 在 互 联 网 上 发 布 每 场 赛 事 # 分

钟的精彩内容，随后搜狐从上海文广手中购得世界杯网上视

频 # 分钟剪辑的版 权，对 世 界 杯 报 道 的 投 入 达 数 千 万 元；新

浪网对外宣布世界杯报道 总 投 入 是 ( &&& 万 元，这 在 其 体 育

新闻报道历史上是最大的一笔投资。

尽管各大媒体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与物力，但

除了少数大型媒体凭 借 其 雄 厚 的 资 金 与 技 术 以 及 早 已 形 成

的品牌影响力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媒

体而言，世界杯不过 是 赔 本 赚 吆 喝 的 买 卖。更 重 要 的 是，巨

额的投入换来的并 不 是 丰 厚 的 新 闻 荟 萃，读 者、听 众 和 观 众

看到的和听到的都 是 大 同 小 异 的 新 闻 报 道 与 评 论。这 就 意

味着各媒体对世界杯的投入完全是重复性的，造成严重的资

源浪费。如果各媒体 将 投 入 到 世 界 杯 的 部 分 资 金、技 术、人

力与物力投入到对其 他 体 育 竞 赛 以 及 全 民 健 身 运 动 的 宣 传

报道中，对于竞技体 育 与 大 众 体 育 的 推 动 作 用 将 会 更 明 显、

更广泛。

尽管少数大媒体有精力实力作如此大的投资，并且也取

得了预期的丰厚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世界杯就没有风

险。最近两届世界 杯 转 播 权 的 两 位 承 包 商 )*+ 和 基 尔 希 先

后因负担不起巨额转播费而破产，这提示我们电视转播权这

个炙手可热的领域同样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 !! 不择手段，恶性竞争

在媒体竞争中，央视凭借其国家电视台的身份垄断着资

源，在传播市场上形 成 不 公 平 竞 争，这 也 进 一 步 刺 激 和 引 发

了媒 体 之 间 的 恶 性 竞 争。 世 界 杯 期 间，央 视 将 体 育 频 道

$&,以上的时段用来报道世界杯赛，此外还有综合、经济、足

球、高清 # 个频道也对部分比赛场次进行转播。在整个世界

杯期间，体育频 道 只 能 安 排 -./ 等 极 少 数 其 他 赛 事 的 直 播

或录播。

除了央视，各类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铺天盖地的都

是世界杯赛的专栏、特刊。所有人从媒体最醒目位置获取的

信息，除了世界杯，还 是 世 界 杯。世 界 杯 新 闻 报 道 泛 滥 到 了

让人疲劳甚至抵触、厌烦的程度。在这场近乎疯狂与迷失的

新闻追逐中，有一只 无 形 的 手，那 就 是 商 业 利 益 的 诱 惑。来

自中央电视台广告部的数据显示，世界 杯 期 间 套 播 广 告 为 (

秒 #0$ 万 元，平 均 每 秒 %1 ! % 万 元，整 体 广 告 价 格 比 平 常 高

#&,［"］。

各媒体把世界杯当成一个商机无限的大蛋糕，纷纷抢而

食之。谋求“利 益 最 大 化”已 然 成 为 各 媒 体 竞 争 的 源 动 力。

为达此目标，各媒体不择手段，致使一些违反职业道德，败坏

社会风气的事情有所抬头。世界杯期间，中国记者制造假新

闻的事件屡 屡 发 生。虚 假 新 闻 主 要 源 于 媒 体 的 恶 性 竞 争。

世界杯是媒体创收的绝好机会，因此国内许多媒体的编辑们

都要求前方记者的报道务必要有“现场感”，必须把事情说得

有滋有味，以吸引读 者 的 注 意 力。由 于 中 国 是 非 参 赛 国，获

得的记者证很有限，组 委 会 发 给 中 国 记 者 的 正 式 采 访 证，充

其量只能进个新闻 中 心，赛 后 发 布 会、混 合 采 访 区 都 很 难 进

入，专访这样的深度新闻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一方面是采访

存在客观的困难，另 一 方 面 是 媒 体 给 记 者 施 加 的 巨 大 压 力，

为了完成不 可 能 的 任 务，虚 假 新 闻 也 就 大 量 应 运 而 生。 因

此，国内各大 报 刊 和 网 站 的 世 界 杯 新 闻 报 道 中 会 有 大 量 的

“访谈直击”、“探营巧遇”之类引人注目的新闻。例如有中国

记者跟贝克汉 姆 合 了 一 张 影，马 上 就 能 写 出 (&&& 字 的 人 物

专访，害得英国记者质问英国足协为什么不允许自己的记者

专访［#］。

# 对体育传媒发展的反思

体育传媒作为国内传媒与国际接轨最广泛，市场化程度

最高的领域近年来 取 得 了 迅 猛 的 发 展。由 于 国 际 体 育 赛 事

的频繁，中国的体育传媒也频频在国际赛场上与海外同行同

台竞争。随着体育传媒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体育传媒在

国际赛场上 也 从 一 开 始 的 势 单 力 薄，发 展 到 现 在 的 集 团 作

战。在最近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参与报道的技术力

量和记者数量都已 进 入 世 界 的 前 列。这 种 进 步 是 其 他 领 域

的传媒所不能比肩 的。然 而 透 过 本 届 世 界 杯 新 闻 竞 争 暴 露

出的问题，有必要对 体 育 传 媒 的 发 展 作 一 番 深 入 思 考，以 促

使体育传媒在健康的轨道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 加强舆论导向，强化职业道德教育

由于体育本身不过多涉及意识形态，加之体育传媒的市

场化程度比较高，使国内体育传媒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越来

越明显，舆论导向意 识 渐 渐 淡 化，体 育 传 媒 的 注 意 力 渐 渐 只

集中到经济效益上，而忽视了本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体育虽

然本身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但全民的健康水平对于国家安全

与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竞技体育水平对于增强民族凝

聚力与民族自豪感 具 有 无 可 替 代 的 作 用。广 泛 动 员 全 民 健

身运动，推广 和 普 及 各 项 竞 技 体 育 运 动 应 是 体 育 传 媒 的 职

责，无论是新 兴 媒 体 还 是 传 统 媒 体 在 这 些 领 域 都 是 大 有 可

为。而且全面介入到各类体育运动的报道中，才有利于各体

育传媒形成自己的专业报道领域，而不是一窝蜂地围追堵截

单一的信息源，有利于各媒体走出恶性竞争，健康发展。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失去真实性的新闻，无论对于传

媒自身还是社会和受众，都是严重的伤害。假新闻损害的是

社会公信力，在一个 规 范 的 社 会 环 境 和 规 范 的 市 场 体 系 中，

社会公信力是媒体存在的基础，是媒体生命力的核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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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世界杯中的假 新 闻，中 国 体 育 传 媒 应 引 起 充 分 的 重 视，

从制度上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复发。一方面，要加强对体育

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出重拳，处罚假新

闻制造者，反面教育 新 闻 从 业 人 员 提 高 职 业 道 德 水 准，维 护

新闻真实性。对此，可 以 借 鉴 国 外 的 做 法，即 一 旦 发 现 假 新

闻，不仅媒体要依法 付 出 巨 额 罚 金 及 登 报 道 歉 等 重 大 代 价，

而且永不录用有意造假的记者，使制造假新闻的记者如过街

老鼠。

! !" 竞争加合作才能实现多赢

虽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是普遍的现象。但越来越

多的人意识到，恶性竞争的结果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在竞争

的同时加强合作才 有 可 能 实 现 多 赢。这 在 本 届 世 界 杯 的 报

道中 已 经 得 到 充 分 体 现。几 大 媒 体 巨 头 之 间，如 ""#$、搜

狐、新浪、上海文广、中 国 移 动，既 有 对 市 场 份 额 剑 拔 弩 张 的

争夺，也有广泛的合 作。除 了 国 内 媒 体 的 强 强 联 合，国 内 媒

体也纷纷联手国外强势媒体获取独家信息。世界杯期间，搜

狐同路透社、新华社、《队 报》等 国 际 主 流 的 新 闻 通 讯 社 和 媒

体建立合作 关 系，而 新 浪 借 助 与 国 际 著 名 的 大 通 讯 社 路 透

社、法新社、美联社、英国通讯社（%&）、欧洲通讯社、德新社等

的合作进行世界杯的全方位报道。平面媒体中，德国最大的

专业足球媒体《踢 球 者》确 立 广 州 日 报 集 团 下 的《足 球》报 为

其在中国的唯一指定合作伙伴。同时，《足球》报也是亚足联

和亚足联官方网站指 定 的 在 中 国 地 区 唯 一 世 界 杯 报 道 合 作

伙伴，这两大合作意味着《足球》报的读者将可获得更多独家

世界杯信息［’］。

只有合作，才能实现 资 源 共 享，才 能 降 低 传 媒 的 运 营 成

本、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有利于消除恶性竞争，维护体育传

媒的公信力。

! !#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影响力的日益强大，媒体与

信息技术的结合越 来 越 强。各 体 育 传 媒 致 力 于 不 断 更 新 通

讯设备以保证报道的时效性，即使平面媒体也不例外。这就

使得体育传媒的从业人员对网络和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强，在

采写新闻报道前先上网查阅相关的背景资料与信息，采写完

了新闻通过网络发传报道，似乎技术与设备因素渐渐取代人

力的因素，成为影响媒体生存与发展的第一因素。对技术与

设备的过分依赖，使得某些媒体人员放松业务学习和业务能

力的锻炼，不再亲身到第一线采访收集信息，因为借助网络，

运用电脑的复制与粘贴功能就能编辑出一份很精彩的报道。

这也是导致世界杯期间大同小异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绝，版权

纠纷叠出，假新闻屡 禁 不 止 的 原 因 之 一。长 此 以 往，体 育 传

媒的生存将是危险 的。任 何 新 闻 都 是 需 要 媒 体 人 深 入 一 线

调查了解获得，这才 能 保 证 新 闻 的 真 实 性，否 则 就 很 容 易 以

讹传讹，危及体育传媒的公信力。

这一点对于平面 媒 体 更 加 重 要。平 面 媒 体 在 与 电 视 及

新兴媒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并不仅仅是平面媒体在互动

性与时效性两方面逊于新兴媒体，更主要的是因为平面体育

媒体缺乏数量庞大 的、优 秀 的 媒 体 人 员，以 致 为 了 抢 夺 少 数

掌握着信息的记者 而 引 发 人 才 争 夺 的 恶 性 竞 争。例 如 当 年

《足球报》与《体 坛 周 报》对 李 响 的 争 夺 成 为 传 媒 的 焦 点。在

抢夺资讯方面，平面 媒 体 是 难 以 与 新 兴 媒 体 抗 衡 的，但 平 面

媒体可以通过发表独 到 深 入 的 观 点 与 分 析 吸 引 中 高 端 的 读

者，但因为现在媒体 从 业 人 员 过 多 依 赖 网 络，而 缺 乏 主 动 的

调查与思考，使得体 育 平 面 媒 体 在 深 度 报 道 上 也 不 占 优 势，

这才使众多体育专业平面媒体走入穷途末路，《球报》、《南方

体育》、《’( 世纪体育》、《体育快报》、《足球 (( 人》、《体育生活

报》、《北京足球报》、《体 育 参 考》、《体 育 天 地》、《体 育 时 报》、

《体坛导报》等专业体育平面媒体先后停刊［)］，现在只有少数

专业体育平面媒体 还 在 勉 力 支 撑。所 以 加 强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才是体育传媒，尤其是平面传媒发展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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