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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Football being go home？Be-

ing go Rome！”

在伦敦温布利大球场，最好的球队捧

起了本届欧洲杯的冠军奖杯。

尽管如此，作为亚军的英格兰队同样

值得尊敬。除了他们有点球心理阴影的主

教练索斯盖特在点球主罚上的“诡异”安

排之外，主场作战的三狮军团已经尽全力

做到了最好。

小组赛三连胜，零失球；淘汰赛，加时

战胜奥地利、90 分钟内解决国际足联排名

第一的比利时、点球大战赢下西班牙队；决

赛开场两分钟就落后，然后追平比分，点球

大战同样是后来居上笑到了最后。

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的意大利队，不

但是结果完美，比赛的内容同样精彩。崇尚

进攻、充满激情，和任何对手比赛都能掌控

比赛的主动权，在主帅曼奇尼的带领下，这

支球队毫无疑问是今年欧洲杯上的最强

队，也是最具观赏性和表现最出色的球队。

将进攻的基因注入以防守为传统的意

大利队，曼奇尼对于球队的改造非常成功。

在这届意大利队身上，似乎看到了

2012 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的影子。高位

逼抢、“无锋阵”重用穿插和机动能力强的

小个子攻击手、中场有着控球传球能力非

常强的双核若日尼奥和维拉蒂、边后卫的

攻击性十足、再加上一位世界顶级门将。

进攻比以往更犀利，后防线依旧稳健，

没有打入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

意大利队，如今已经重回欧洲之巅。他们这

样的风格，非常适合杯赛性质的世界大赛，

因此曼奇尼和自己的弟子们已经可以开始

憧憬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了。

从本届欧洲杯来看，还没有球队能够

克制住意大利人；以巴西和阿根廷在今年

美洲杯上的表现，也未必跟得上意大利队

快打旋风的节奏。毫无疑问，只要核心球员

没有伤病问题，蓝衣军团将会是 2022 年

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

“英格兰队很强”，这句曾经被

拿来嘲讽的话如今变成了事实。

虽然英格兰队输掉了决

赛，但无论是从本届赛事的整

体表现，还是从数据上来看，他

们都配得上站在最后决战的赛场上，配得

上和最强队意大利队拼到最后的点球大

战。

点球大战出现昏招的索斯盖特，在调

教英格兰队防守上的功劳不可能被抹杀。

在这位中后卫出身的主教练带领下，

英格兰队直到半决赛前还是零失球，这在

世界大赛中是十分罕见的。即使是在半决

赛和决赛中各丢一球，也并非运动战中的

防守失误，而仅仅是两个前场定位球。

欧洲杯全部 7 场比赛，运动战零失

球，这是英格兰队能够在家门口争夺欧洲

杯冠军的最大资本，也是他们排在欧洲强

队之列的佐证。

更让人期待的是英格兰队目前的年龄

结构，要知道他们是进入淘汰赛 16 强中，

唯一首发球员都是 90后的球队。

这些球员中的很多人已经经历过2018

年世界杯的洗礼，如今又在这次的欧洲杯上

累积了更多的经验。而像菲利普斯、莱斯、萨

卡等新人，也在自己的第一次大赛中展现了

能力。相信这些积累会帮助英格兰队在明年

的世界杯上去取得更好的成绩。

至于其他的欧洲球队，德国队和西班

牙队都在新老接替的动荡中；法国队需要

解决容易内讧的老毛病；比利时人的“黄金

一代”只有明年世界杯的最后一搏了。剩下

的，估计不会有球队能够在卡塔尔复制克

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的黑马奇迹。

团方将本届欧洲杯最佳球员奖项给了

意大利队的门将多纳鲁

马，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多纳鲁马在决赛

的点球大战中扑出了

英格兰队的两个

点球，整个赛

事有三场零封，的确是意大利队夺冠的重

要功臣。但如果只以门将表现来看，其实亚

军英格兰队的门将、本届欧洲杯“金手套”

奖得主皮克福德更有资格。英格兰人零封

场次有五场，决赛中也扑出了两个点球。尤

其是他挽救了一个“赛点”，顶着扑不出点

球就输球的巨大压力，还是化解了意大利

队第一点球手若日尼奥的点球。

可能，多纳鲁马当选赛事最佳球员的唯

一优势就是球队获得了最后的冠军。按照这

个逻辑，如果是英格兰队夺冠的话，皮克福

德也极有可能获得欧洲杯最佳球员的称号。

本届赛事，人们期待中的巨星 C罗虽

然获得最佳射手，但 5个进球里有 3 个是

点球，也未能在淘汰赛首轮拯救葡萄牙队。

欧洲金靴、在德甲单赛季创纪录打入

41球的莱万多夫斯基，虽有 3球进账，但

无力帮助波兰队小组出线。最让人失望的

是法国队的姆巴佩，被寄予厚望去超越梅

西和 C 罗的他，不但颗粒无收，还成为了

更衣室不稳定因素。

美洲杯上，阿根廷队夺冠之路上的 12

个进球中，梅西贡献 4 球 5 助攻，球星作

用显露无疑。欧洲杯上要取得佳绩更看重

的是团队的力量———冠亚军意大利、英格

兰，进入四强的西班牙和丹麦，这四支球队

都不依赖单个球员，靠的是严密的组织和

合理的战术。

当团队足球成为主流，那么比赛中最

出彩的也就只剩场上唯一能够通过“个人

秀”来打动大家的守门员，将“最佳球员”

颁给门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晨报记者 王 嫣

20天时间，51 场鏖战，北京时间 7

月 12 日凌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首

次举办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2020 欧洲

杯落下帷幕。

场上的冠军属于意大利队，但法国

《巴黎人报》在 6月 29 日的评论中断

言，“2020欧洲杯的获胜者不是欧洲人，

有可能是中国人。”英国《泰晤士报》保

持同样的论调：“不管哪支球队夺取欧

洲杯，他们都是在为中国企业‘服务’”。

这又回到了迄今热度未减的那个话

题：今年的欧洲杯 12 大赞助商中，来自

中国的海信、支付宝、vivo 和和 TikTok

占了 1/3 的席位，中国成为这届欧洲杯

顶级赞助商最大输出国。某种意义上，欧

洲杯等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是全球区域经

济和产业格局变迁的晴雨表，而中国品

牌涌现欧洲杯的背后，正是中国经济实

力不断增强的显性表现，更是中国崛起、

中国自信的一个缩影。

时间回溯至 5年前，2016 年欧洲杯

还只有 1 家中国企业；两年后，首次出

现中国企业集体成团赞助国际赛事，5

家中国企业成为世界杯赞助商；即将到

来的东京奥运会，至少有 3 家中国企业

会出现在赞助商阵营。市场调研公司尼

尔森发布的报告《赞助价值的变化———

2021 年全球体育营销趋势》中预测，未

来 10 年，中国品牌将占全球赞助市场

增长总量的三分之一。而 2015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品牌的赞助支出以约

8.9%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远远超过了

欧洲品牌和美国品牌。

随着中国企业频频露脸世界顶级赛

事，外界将会习惯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

制造、中国品牌。梳理 10余年来世界大

赛上中国企业的表现，一个清晰可见的

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

“中国制造”刻板成见，正在经历从产品

输出到品牌输出、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巨大跃迁。

2006 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媒体抛

出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尴尬引发关

注———虽然世界杯纪念品多为“中国制

造”，但在庞大的世界杯经济的大蛋糕

中，以量取胜、贴牌闯世界的中国企业分

得的还只是“蝇头小利”。2010 年南非

世界杯，媒体也还在追问：什么时候我们

才能在世界杯上有阿迪达斯、可口可乐

等国外大品牌那样的荣光和收益？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中国应当以

“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短短 10

年之间，中国企业以全球化自主品牌接

连亮相世界体育大赛，已不仅仅是把产

品卖到国外市场，还成为了科技趋势和

风口的引领者。由中国企业主导的激光

电视产业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代表。3年

前的世界杯，“激光电视 中国领先”的

赛场围挡第一次出现时，让人印象深刻；

2020欧洲杯赛场上的“激光电视 世界

第一”更是引发了在显示产业奋战的中

国电视人的感慨。

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大赛的展台

上，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展示尖端

科技、展示中国创造，将有越来越多的中

国品牌，走向世界。

2020欧洲杯

中国制造形象悄然改变

王者意大利为团队足球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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