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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6 月 9 日至 7 月 2 日，全世界进入欧洲

杯时刻。16 支国家队枕戈待旦、驰骋绿茵、逐鹿欧

洲，上演今年夏天不可错过的一场足坛视觉盛宴。

除了球场上的激烈厮杀以外，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

赛场——经济赛场的较量也开始了。

尽管欧洲足联极力阻止金钱渗入此项运动中，

很多“正牌”球迷也十分反感“言球必谈经济”，但是，

欧洲杯的心脏早已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血脉

相连，它培养起来的球迷和形成的影响力就像是两

个巨大的血库，源源不断地为足球经济提供生命血

液。而在欧洲杯这项世界顶级赛事的影响下，我们

的经济生活，也变得愈发精彩起来。

欧洲人的德劳内杯：信心+重赏+赌局

“尽管经济不如意，球还是要看的，啤酒还是要

喝的。”今年 58 岁的希腊人吉恩一直在中国南方某城

市做大理石生意，最近，他放下手头的工作，飞回希

腊度假，说要和失业在家的儿子一起看欧洲杯。

吉恩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虽然他所在的社区有

很多年轻人都像他的儿子一样丢了工作，他本人的

社会保险金也比原先少了将近 20%，但是，生活还要

继续，欧洲杯可以让人们暂时忘掉欧债危机的痛。

“我们不想为生活现状难过。没看到揭幕战上希腊 1

比 1 战平波兰，没有让东道国占便宜吗？我们希腊

人还是很棒的。”吉恩兴奋地说。

欧洲杯，虽然只是足球赛事，如今却因欧债危机

的发酵、希腊或退出欧元区的恐慌，而在欧洲民众的

心中被披上了一层“精神食粮”的袈裟，成为欧洲球

迷再穷也要与世界共享的一场饕餮盛宴。

如此被神化的欧洲杯，也让欧洲政客们五味杂

陈。身陷债务危机泥淖的欧洲，目前已是“八公山

上，草木皆兵”，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欧洲经济形

成新一轮打压。但是，进入小组赛的“ 欧猪四国”

无不打出“ 再穷也不能穷足球”的口号，希望以体

育、足球之力让国家重新振作起来，至少在精神方

面。所以，不管欧洲 16 国在经济实力上对比多么

悬殊，债务危机的窘境多么严峻，各国在出征欧洲

杯所面临的巨大花销问题上都是毫无异议地决定

“举全国之力”。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研究所研究员闵捷指

出，国外的球队走出国门打比赛由国家出的钱很少，

像欧洲杯这样的比赛，国家队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

于企业赞助，不过，但凡赛事，难免“劳民伤财”。

有数据显示，两大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为承办

这届欧洲杯，已经花费了 134 亿美元，其中的 66 亿美

元来自财政预算。另一个主办国波兰为了办好本届

欧洲杯新建了 4 座球场，总计建设费用就高达 10.5 亿

欧元。再加上道路、宾馆等其他基础建设，主办本届

欧洲杯的花费已经超过 20 亿欧元。如果再把相关的

城市建设费用都算上，总额竟然高达 250 亿欧元。对

于波兰这样一个人均月收入只有 400 欧元的国家来

说，这笔费用简直称得上是天价。

同时，参赛各国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决定拼下德

劳内杯来提振民心。希腊人或许最需要一场又一场

胜利来为自己洗礼。为了帮助球队重演 2004 年的奇

迹，希腊足协决定给主帅桑托斯 45%的大幅加薪，达

到年薪 60 万欧元。

在所有争冠球队中，连续折戟此前欧洲杯与世

界杯的法国，开出了比夺冠热门德国、荷兰、西班牙

更高的悬赏：法国队小组出线，每名队员能拿到 10 万

欧元，闯进半决赛再加 5 万欧元，打进决赛加 7 万欧

元，夺冠获得 10 万欧元。此外，法国球员参加国家队

比赛，每场还有出场费 2.4 万欧元与赞助分成 1 万欧

元，这也就是说，如果踢满 6 场比赛并夺冠，每人能

够从足协拿到 52.4 万欧元。

重赏之下能否出现“勇夫”尚不可知，但是，欧债

阴霾弥漫的背景下，本届欧洲杯注定冷门频发、赌性

浓烈、“赌徒”少不了。单不说赌博公司会大肆捞钱，

凭借对 16 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已经有媒体人士分析

预测，经济情况最好的德国将会夺冠。

北京时间 6 月 10 日凌晨，欧元区首脑集体同意

了救助西班牙银行的方案，将最多向西班牙提供

1000 亿欧元贷款。作为欧元区第四个寻求救助的国

家，西班牙如此被眷顾，这其中，德国一言九鼎，作用

功不可没。而有人士猜测，当晚的小组赛中，德国 1

比 0 战胜葡萄牙，赢球的心情大好，才痛快答应救助

西班牙。

“几大夺冠热门里，吃人家手短，西班牙遇德国

肯定会手下留情，‘托雷斯们’会为了重振国家经济

忍辱负重，最后输给德国。其他债务危机严重的欧

洲国家更是巴望着德国人送钱，不敢在欧洲杯上对

德国队下狠手。所以，德国必胜。”如此略带“恶搞”

的猜测在新浪微博里被大肆转发。

中国人的欧洲杯：电视+酒水+激情时刻

“ 这个 6 月，注定是中国球迷的激情欧洲杯时

刻。我们约上三五好友，围着高清电视，喝着啤酒

饮料，呐喊欢呼，看着 C 罗、范佩西、厄奇尔、巴洛

特利、切赫这些足球巨星一脚又一脚地踢出世界

波，为他们国家的荣誉而战。”与笑话中的“欧猪四

国”一旦捧走德劳内杯一定会将其熔化变现用来

还债不同，中国球迷旁观这一场足坛盛宴没有胜

负上的负担，没有国家得失上的压力，也根本“ 不

差钱”。虽然四年等一回，等到的还是午夜后才能

有的狂欢，但是，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丝毫不会浪

费这个充满激情与汗水的夏天，更不会心疼自己

的钱包。

最近，国内厂商创维、康佳、TCL 等相继发布了

自己的 3D 电视产品，并针对欧洲杯大肆宣传。6 月

10 日，记者在北京某国美电器卖场了解到，最近几

天，大屏幕彩电，尤其是 46 英寸以上、有 3D 和上网等

功能的大屏幕平板电视热销。营业员罗先生告诉记

者，他本人每天都要卖出四五台这样的电视，很多购

买者都是球迷，都要求立马提货安装，不耽误第二天

的球赛才好。

记者在卖场遇到的顾客许昌表示，大尺寸平板

电视画面质量和动感效果都更好，看球再适合不过

了。不过，像许昌这样选择在家通过电视看球赛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许昌告诉记者，他的很多朋友

都喜欢相约去酒吧看球，大家围坐在屏幕前，豪饮啤

酒，一起呐喊，看球的氛围更热闹一些。“不过，那样

消费比在家看球高一些，大概一晚上只是喝酒就要

消费三四百元。”许昌说。

记者了解到，欧洲杯开幕以来，北京三里屯、后

海等酒吧聚集的地方生意十分兴隆，很多店面都张

贴出了招聘临时兼职服务员的通知。而这些服务员

主要工作时间是每天零点到 6 点的球赛时间，日薪

在 150 元至 180 元之间。

由于欧洲杯的来临，酒吧及周边都是生意聚集

之地。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现在活儿明

显多了，一到后半夜，乘客都奔着酒吧去，清晨，我们

又去那边趴活儿接人，很少有空车的时候。”

而北京某代驾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也表示，最近

几天，预约代驾业务的顾客数量比平时明显增多，去

酒吧观看欧洲杯的球迷成为主要客户。

不管选择何种方式看球、何种方式回家，酒水都

是球迷不可缺少的观战伴侣。每逢重大体育赛事，

啤酒饮料在超市脱销都是常有的事。欧洲杯期间，

球迷们乐此不疲地把酒言欢或借酒浇愁，都将给啤

酒饮料行业的消费再添一把火。

欧洲杯时刻：足球搭台 经济唱戏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北京时间6月8日23时40分，2012年欧洲杯在波兰首都华沙国家体育场拉开大幕。5

万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全球媒体的目光齐聚这里，一切看上去都与以往的欧洲杯没有

什么不同。然而，在 12 分钟的开幕式上，匈牙利钢琴家亚当·乔尔吉弹奏了肖邦 E 大调练

习曲（又名《离别曲》），舒缓悠扬的曲子透露出几丝哀愁。这种氛围虽让人感觉与各国球

迷欢聚的喜庆格格不入，但却无意中契合了正处于债务危机中的欧洲的整体色调。

夹在欧盟和俄罗斯中间处境尴尬的乌克兰虽为东道主，面子上却已经“很受伤”。由

于不满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在狱中遭受所谓“不公正待遇”，法国总理奥朗德、德国总

理默克尔、欧盟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欧洲 27 国领导人在开赛前声言会

抵制本届杯赛，给乌克兰来了一个“下马威”。

另一个东道主波兰同样不轻松。在申办欧洲杯之初，就有相当一部分波兰球迷表

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对举办欧洲杯并不感冒，不相信欧洲杯是他们的派对。申办欧

洲杯成功的兴奋劲儿过去后，当地居民也逐渐积聚了一些反感、愤怒和敌对的情绪：街

头流莺抗议政府在欧洲杯期间的严格管理；失业和低收入者也在抱怨政府为了为期 1

个月的足球赛事，倾注了太多纳税人的钱来翻新和重建球场……

虽然波兰政府在本届杯赛提出口号“Feel like at home（宾至如归）”，期望借助欧

洲杯来振兴旅游业，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近期波兰全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

仅有 48%的波兰居民欢迎 2012 年欧洲杯在自己的国家举行，反对者的理由是担心会

“赔钱”。

感到悲伤无助的不只是东道主，还有参赛球队。无论是身陷退出欧元区泥淖的

希腊、重病不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感染欧债伤害症的意大利，都希望借助这届

杯赛为本国国民和欧元区注入一针强心剂。

比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就亲自为国家队壮行，还从主教练博斯克手里接过了一件

印有“10 号”和其名字的球衣。他的致辞尤为给力，不仅称赞西班牙队是一支伟大球

队，而且迅速地把话题从足球引向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颇具“背水一战”的豪气，希腊队教头桑托斯“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不是去度假

的。”桑托斯说，“我们带着希腊人的期待。过去一年中，希腊经受了债务危机的痛苦，

又遭受了球迷暴力和足坛贿赂案的打击。现在，希腊人需要好消息。”

最近一段时间，希腊徘徊于退出欧元区的边缘，西班牙各银行的信用等级一降再降，

欧债危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欧足联将本届欧洲杯主办国由传统足球强国东移到波

兰和乌克兰，或许不是有意避开欧债危机的漩涡、淡化欧洲人心中经济紧缩的阴影，然

而，客观上，却让欧洲人疲惫紧张的神经在欧洲杯的狂热中暂时得以缓解和放松。也许

是组织者的精心设计，抑或是无意中的巧合，揭幕战上，身穿红色短裤的波兰队与身穿蓝

色运动服的希腊队恰如其分地暗合了欧洲杯的如火如荼与欧债危机的波涛汹涌。

没有人怀疑，在全球 1.5 亿人为欧洲杯欢呼、狂热、畅饮、陶醉之后，盛宴终会曲

终人散，欧洲人终要面对欧债危机的现实。尽管欧元区国家不会在来势汹涌的欧

债危机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张陆续倒下，然而，欧洲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和恐

惧不会因为欧洲杯的举办而消散。6 月 7 日，就在欧洲杯开幕前夕，国际信用评级

机构惠誉将西班牙的国债评级由“A”级下降为“BBB”级，评级展望为负面。

本届欧洲杯的口号是“共同创造历史”。首次由中欧和东欧联合举办的欧洲杯能

否为欧洲足球掀开一个新的篇章，能否为欧债阴霾下的欧洲经济创造新的历史，仍需

拭目以待。6 月 17 日，希腊将与俄罗斯进行 A 组的最后一场小组赛，这也许是决定希腊

能否小组出线的生死战。而在同一天，希腊国内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一场关乎希腊

未来的大选——大选的结果将很可能决定希腊是否还会继续留在欧元区内。

欧洲杯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卫冕冠军西班牙、誓言夺冠的荷兰、期待雪耻的法

国、整体突出的德国……不管谁能笑到最后，对于希腊人来说，都要在是继续勒紧裤腰

带实施经济紧缩政策以期继续留在欧元区，还是忍痛割爱另起炉灶离开欧元区的“两

难”中做出抉择。而对欧盟来说，希腊退欧拉开的将是欧元货币体系崩溃、欧洲世纪陨

落的帷幕——这将是欧洲无法承受的离别之伤。

欧洲悲 伤离别
■ 董敏常

6月
9日

7月
2日 编者按：在历史上，足球曾在多场战争中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

色，如今的欧洲杯能否成为缓解眼前这场金融战争的灵丹妙药？至

少，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身陷欧债泥潭的国家这么期盼着。

北京时间 6 月 9 日零时，2012 年欧洲杯拉开帷幕。接下来，葡

萄牙前锋 C 罗、克罗地亚中场摩德里奇、荷兰前锋范佩西、德国中

场厄奇尔、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捷克门神切赫……这些人们耳熟

能详的球星将在全球球迷海啸般的呐喊和欢呼声中，为他们国家

的荣誉而战。赛场内的人山人海，场外的酒吧夜店，不管是波云诡

谲的欧洲赛场，还是风平浪静的中国观战台，足球，都是这个 6 月最

火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