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體育圈中鄧亞萍是出了名的 「熱心

腸」 ，她在不同人生賽道上的多重轉換，

確實也令她成為了別人眼中 「天下誰人不

識君」 的大姐大。她曾接了一通電話就發

現體育培訓的新商機。

鄧亞萍早年負笈海外，她是歐美同學會的成員，

身旁有許多從英美回國創業的朋友。在美國的校園文化

中體育必不可少，如果誰家的小孩體育成績優秀，自然

受到外人高看一眼。可是，這些歐美菁英的子女假期來

到內地，常常伴隨着找不到訓練場地或者教練的煩惱。

這時，他們的父母通過一個電話就打給鄧亞萍， 「你能

不能幫我小孩找個好一點的教練？」
鄧亞萍說有這樣需求的家長不在少數，而且對培

訓價格不敏感，她通常會半開玩笑地說， 「我說這還能

辦到，但我一般人不認識，我只認識奧運冠軍或者世界

冠軍。」
玩笑歸玩笑，其實在內地許多冠軍退役後也面臨

生活的煩惱，許多人辦起體育培訓班但常有生源壓力。

鄧亞萍告訴記者說體育圈子不大，如果能解決這樣的信

息不對稱，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商機。在她眼中，龍子

湖全民健身中心就是這樣對接建優秀退役運動員就業和

市民運動需求的平台。

鄧亞萍說， 「我這裏的教練都是真正有水平的退

役優秀運動員。再加上專業的運動場地和服務，解決了

市民就近運動需求的同時幫運動員朋友找到了人生價值

，可謂一舉兩得。」

銜接退役就業與全民運動
兩全
其美

▼

鄧
亞
萍
接
受
大
公
報
專
訪

大
公
報
記
者
李
理
攝

鄧亞萍的 「人設」 似乎永遠是乒乓球世界冠軍，但

很多人忽略了她另一重形象： 「求知者」 。內地著名體

育主持人張斌給大公報記者描述了鄧亞萍在他留下最深

刻的一個印象：那是在英國，當時隨手接過一份國際奧

委會英文傳真並流利閱讀的鄧亞萍，居然又報了一個英

語基礎班， 「她說為了學好英語，頭髮也是一把一把地

掉。」
自言一直處於不斷學習狀態的鄧亞萍三年前擁有了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體育產業投資基金，這是目前內地第

一個以知名運動員命名的基金。目標規模為50億元，

首期規模5億元，目前已經完成。

曾經在人生賽道中轉換過許多次的鄧亞萍算是見過

大風浪，正所謂只有真正觸過底的人才會泰然自若。五

年前，資本狂潮席捲體育圈， 「起初我覺得有點害怕就

一直忍着觀察市場，現在資本也開始冷靜了，真正手上

有錢的團隊就可能勝出。」 鄧亞萍如是說。

她和在投資界浸染多年的風投家們一樣討厭只會講

故事的創業者，她也常把類似守得雲開見月明的老話掛

在嘴邊，鄧亞萍說： 「和其他大機構的基金相比我們肯

定比不過人家，但是我只專注體育產業投資。抗過了寒

冬剩到最後，我覺得那可能才是真的好團隊和商業模式

。」 至於青睞什麼樣的創業者，鄧亞萍就說她喜歡 「老
炮團隊」 。何謂 「老炮」 ？ 「意思是創始人在這個行業

裏頭摸爬滾打了相當長的時間，可以說在體育只是事業

還不成產業的時候就在做事了。」 鄧亞萍解釋說。

不需奢華看重專業服務
鄧亞萍的人生道路從河南鄭州開始，她的體育產業

投資也在這裏生根發芽，她和記者再三說： 「你下次到

鄭州一定要去看看龍子湖項目，現在好多人看完以後覺

得這個挺有意思的，跟別處不一樣，我說我就要和別人

不一樣。」
龍子湖項目是鄧亞萍和當地政府合作建設的全民健

身中心，主體是氣模館。她指出： 「現在大型體育場館

運營普遍不太好，我認為運動館不要很

宏大但一定要好用，服務和教練夠專業

夠貼心，不需要多麼奢華或者多麼漂亮

。」
從今年春天試運營到現在短短幾個月，已經有14

萬人走進龍子湖全民健身中心享受運動樂趣。不過，在

洶湧而至的體育消費人潮面前，鄧亞萍內心中 「體育人

」 的聲音又蓋過了「投資人」的一面，她做了一個 「壯舉

」 ：主動營造廣場舞的舞台， 「我們在廣場周邊的燈柱

上專門配了喇叭，讓周圍的市民有一個聚會的場所。」
與鄧亞萍聊天，記者感到她不僅看到了體育產業化

的光明一面，這位曾在海外生活學習多年的中國體育風

雲人物，還想讓運動成為塑造中國社會形態的工具。她

神情滿意地說， 「無論是英美還是香港，社區體育都很

發達。社區體育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改善鄰

里之間的關係。你看香港的社區無論規模大小，總有一

個小小的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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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亞萍在乒壇所向披靡的

時代，中國的青少年還樂於在

操場上撒歡。可是明明如今城

市物質生活極大豐富，青少年

的身體素質卻直線下降，這讓

鄧亞萍憂心忡忡，也是她決定要投資青少年體適

能的原因。

鄧亞萍把一個4000平方米的場館專門留給青

少年做蹦床項目，談及如今青少年的身體素質，

她說： 「現在在青少年裏裸眼找兩個視力1.5的眼

都找不着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肥胖，全國現在有

1.2億肥胖青少年，其中有的已經有了糖尿病」 ，

鄧亞萍說這話的時候嚴肅極了， 「這還沒完，衛

計委抽查了上海的一個學校三、四年級一個班，

發現其中90%有脊柱側彎。另外還有就是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問題。」
身為一名男孩母親的鄧亞萍從體育的角度，

幫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她說︰ 「我覺得一定

要讓孩子們覺得體育不是板着臉，是好玩的。更

高更快更強是運動員要幹的事，大眾體育一定是

要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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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少年體能下滑
還運動快樂本真

鄧亞萍1973年2月6日生於河南

省鄭州市，原中國女子乒乓球隊運

動員，奧運冠軍，乒乓球大滿貫得

主，現為河南鄧亞萍體育產業投資

基金創始人。

5歲時，鄧亞萍開始打乒乓球，1988年，正

式進入國家隊。1989年，年僅16歲的鄧亞萍首次

參加世乒賽就奪得女雙冠軍。1992年，巴塞羅那

奧運會，作為中國隊的絕對主力，奪得女子單、

雙打兩枚金牌。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鄧亞萍複製了

四年前的奇跡，成為中國奧運歷史上第一個奪得

四枚奧運金牌的人。1998年9月，鄧亞萍正式宣

布退役。鄧亞萍在14年的運動生涯中，共拿到18

個世界冠軍，她在乒壇排名連續8年保持世界第一

，是乒乓球史上排名 「世界第一」 時間最長的女

運動員。

2016年10月29日，經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河南鄧亞萍體育產業投資基金在河南省正式成立

，這是中國第一個由著名運動員命名的體育產業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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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剛過沒幾天，大公
報記者與鄧亞萍在北京金融街那

間充滿資本味道的辦公室相見。她一頭
利落短髮顯得十分幹練，輕盈地坐在會議桌

後的黑色轉椅裏。這日恰好多個部委釋放體育
產業投資新利好，鄧亞萍語速極快地描述近年體
育產業投資如過山車般地起伏： 「前幾年資本好
像一下子看到體育投資風口，追捧很多熱門的團
隊，他們的估值都嚇人得高！我是真不敢出手
。」 她笑着說， 「體育不是掙快錢的一個行
業，做體育需要耐得住寂寞。」

大公報記者

李理、實習記者李劍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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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準社區健體發展機遇

香港地方雖小，但香港人在鄧亞萍心

裏的份量卻格外重。今年9月20日逝世的曾

憲梓生前重獎奧運健兒，鄧亞萍說她自己

就是受益者，她感到香港市民對體育運動

抱着非凡熱愛， 「祝福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鄧亞萍早年經常隨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奧運結束後

訪港，她向大公報記者講述了一件埋藏在心裏多年的

故事。 「每次去港澳的路線是從香港去澳門又回到香

港，有一次我們從澳門回到香港碼頭，一名我的小球

迷抱着玩具公仔一直在等我，讓我非常感動。」
鄧亞萍說她感到香港社會不分階層都對體育抱有

熱情。實業家重獎奧運健兒也不只是唯金牌論，而是

為國爭光的人人有份，極大激勵了運動員。香港市民

則經常參與體育運動，對乒乓球、羽毛球、單車和帆

船等項目都十分熱愛。 「香港球迷非常有禮貌，很懂

乒乓球。」 作為投資人的身份，如今讓鄧亞萍和香港

資本圈更多一分緊密聯繫，她說香港金融優勢十分明

顯， 「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很高，內地產業和企業走出

去經過香港中轉是非常好的選擇。」

感謝香港 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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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亞萍推
動中國體育
產業發展

▲鄧亞萍一頭利落短髮顯得十分幹練

▲鄧亞萍（左）最近與跳水名宿郭晶
晶在北京共聚 大公報記者李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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