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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简单官宣品牌代言人不
同，此次安踏签约欧文更像是一种“共
创”的合作关系。

在官方宣布中，安踏将欧文定位
为篮球产品首席创意官，并赋予欧文
参与球鞋设计等创意部分，赋予欧文
及其经纪团队招募更多篮球运动员、
潮人、音乐人等的签约特权，并开放
性打造更多支线产品。安踏还将以
其强大的供应链支撑产品落地和市
场开拓。

鞋服行业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
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认
为，此番和NBA球星签约，对于安踏
品牌的贡献及创意等有很大的积极作
用，同时也可以带来很多品牌溢价，产
品毛利可以增加，推动安踏篮球品牌、
产品升级。

但与欧文的合作并不简单。
纵观过去国产品牌签约球星的

历史，品牌与球星的合作关系多只停
留在运动品牌设计产品，球星代言签
名的层面。无论是李宁、安踏，还是
匹克、中乔、361°都是如此，球星参与
球鞋设计，甚至是分销的合作极为少
见。而在耐克、阿迪达斯阵营中，球
星对于代言球鞋的参与程度也极为
有限。

因此，欧文成为例外。这对于安
踏而言是新的尝试，也是新的挑战。

“品牌和明星共创的模式在国际
市场并不鲜见。其他的奢侈品品牌、
潮流品牌方面等都有这样的例子。”张
庆说，只不过，过去国产运动品牌在代
言人的用法上比较单一，“因此，安踏
跟欧文的这种深度合作，开拓了安踏
对品牌强化、品牌背书的可能性，包括
未来在跨界设计、产品线打造方面都
有了极大的空间。我认为这是一种非
常积极的探索。”

此外，对于欧文而言，参与球鞋等
方面的合作，也是持续获益的尝试。

“一方面他可以从直接与安踏
的合作当中有持续不断的收益，另
一方面对于他本身的商业版图的扩
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庆分
析，对于欧文这样一位偏向追求文
化认同、平等自由的顶级球星来说，

“首席创意官的身份更是他所认同
的选择，这也是安踏与其合作的‘软
性’的一面，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共
创、联名、跨界合作，能够进一步促
进良性合作。”

上周，安踏官宣正式签约NBA超级巨星
欧文为首席创意官。

该消息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
认为，签约欧文将极大促进安踏品牌及产品
的进一步升级，甚至在品牌全球化方面也多
有助益，十分利好；一方则认为，欧文不稳定
因素太多，容易引发不可控舆情，造成品牌声
誉受损，甚至市场亏损，千万美元签约欧文，
无疑是给自己下“猛药”。

两方观点各有道理，当事企业又何尝不
知。

但商场如战场，没有绝对的安全，“躺平”
才是最大的风险！

事实上，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且不
说在NBA联盟没有可以签约的顶级球星，欧
文这种级别的球星固然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但是作为超级球星的绝对影响力是其他球星
给不了的。

安踏作为目前国内品牌绝对的龙头，过
往也并非没有过此类“危险”动作。从20多
年前签约孔令辉，到收购濒死的FILA，到此
前联手资本以作价百亿收购亚玛芬，安踏就
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中实现了破圈，成就了
超越耐克中国的骄人成绩。

绝不躺平。这背后不仅有晋江人骨子里
挑战自我、爱拼敢赢的精神特质，也有安踏对
更优秀的自己、迈向全球化的绝对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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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是最大的风险

上周，国内体育用品圈落
下 重 磅 消 息 ：安 踏 品 牌 签 约
NBA 全明星球员凯里·欧文为
首席创意官。这是截至目前，
国产品牌签约的当打之年中

“最大牌”的球员。该签约一经
正式公布，立即在国内体育媒
体圈掀起热议。

在全球社交平台拥有超过
2000万粉丝的欧文无疑是安踏
篮球品类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
持续增长的关键，但欧文的“不
稳定”属性，有别以往的合作内
容，以及外界对安踏全球化动
作的期待等，都让这次签约充
满戏剧性。

这或许是国产品牌与顶级
球星开启的一个全新故事。

“安踏签约欧文了，官宣了！”在安踏官
宣签约后，众多篮球自媒体KOL自发“接
力”，更多的篮球爱好者紧随其后，纷纷在
微博、微信、虎扑、得物等社交媒体上发文
分享这一重磅消息。甚至是以女性受众为
主要用户的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也引发了不
少讨论。

而在微博上，“安踏签约欧文”的消息
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冲上热搜。“欧文签约
安踏”的话题浏览量一小时内就突破
2000万。

“这就是顶级球星的魅力，自带流量和
话题度。”长期专注体育品牌领域的关键之
道创始人张庆说。

不同于加内特、隆多，以及近年来频繁
受到伤病困扰的汤普森、海沃德，安踏以往
签约的球星很难称得上是NBA最具有商业
价值和个人风格的超级球星。而作为目前
NBA联盟中打球观赏性最强、话题度最高
的当打之年的超级球星之一，欧文拥有全
球超2000万的粉丝群体。在“脱离”耐克之
前，欧文的代言球鞋产品长期位列耐克篮
球线产品前两位，贡献数十亿美元的营收。

事实上，早在一个多月前，欧文在社交
媒体上分享其上脚安踏新款篮球鞋“狂潮
PRO”照片，就曾引发国内外篮球圈的广泛
讨论。

有趣的是，尽管彼时还未尘埃落定，但
在国内，不少篮球设计师还自发开启了安
踏“欧文一代”产品的设计遐想，并贴出设
计图，引起篮球爱好者的热议，言语之中充
满了对欧文签名鞋“国产品牌化”的期待，
似乎安踏签约欧文已是既成事实。

而在签约以后，更有部分粉丝加入
这场“设计”接力中，利用 Midjourney 等
AI设计工具进行设计，也有直接手绘的
图纸出现。

“欧文效应”已然显现。官宣视频中，
仅有的几秒镜头露出的疑似欧文安踏新一
代样品鞋也成为球迷的关注热点。在市场
上，欧文上脚的“狂潮 5PRO”已经成为热
门款球鞋，部分配色出现断码的情况，在第
三方交易平台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加价。

今日不同往日。“如果耐克‘不放’，安
踏也没有机会签下欧文。”篮球自媒体
KOL“木木说鞋”坦言，对于欧文这样的顶
级球星，放在以前，国产运动品牌几乎完全
没有机会。

撇去耐克与欧文“分手”这个前提，张
庆说，欧文牵手安踏也是国产品牌综合实
力提升的一个佐证。

“NBA一线球星选择代言品牌既考虑
眼前，也会考虑未来，这就意味着，品牌的
综合实力要强，无论是品牌或是资金，要
富有竞争力，未来的市场发展还要具备一
个潜力。”张庆认为，欧文的签约就表明了
中国的综合性专业的运动品牌在综合实
力和未来的市场潜力方面具备较强的竞
争力。

首席创意官VS代言人

尽管欧文作为超级巨星具有顶级流
量，但欧文“不定时”爆出不合时宜的言论，
以及不为大众所理解的一些行为，常常引
来负面舆论。这也让这笔签约被一些人认
为是一剂“猛药”。更有人认为，欧文后期
与安踏合作中，哪怕是撕毁合作都不见得
奇怪。

毕竟，除去欧文，国产品牌在国际签
约上早有“折戟”——前有匹克代言人维
金斯在季后赛中拒绝上脚匹克正代签名
球鞋，后有中乔签约国际马拉松顶级新锐
被毁约。

据了解，此前，欧文和耐克每年的签约费
用为1100万美元。业内不免猜测，此番安踏
与欧文签约，费用不会低于千万美元。平均
每年1000万美元的签约费用，可谓豪赌。毕
竟对于单一产品线或是其他梯队品牌而言，
千万美元的签约费用，有可能是其绝大多数
的利润。

除了商业合约本身的问题，在文化认同、
价值观方面，欧文也存在不稳定因素。

“和汤普森不一样，欧文是非常有个性的
球员。所以，品牌合作过程中需要有一些红
线，特别是有一些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是不
可接受的红线，需要品牌方持续性沟通，让对
方认知到那些敏感话题是不能碰触的，提前
打预防针。”张庆说。

此外，张庆也表示，在体育领域，大多数
人对于体育精神、体育价值有一个“最大公
约数”的认识。“它不像文化、习俗，大家对于
篮球运动的理解不存在很大差异。双方合
作集中在体育本身上，进行求同存异，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未来合作中规避风
险的一个很好的前提，不去太多地探讨文化
差异方面的话题，而要让品牌和球星与球迷
一起聚焦在对篮球的热爱、喜欢这个‘最大
公约数’上。”

除了本身的合作内容外，外界对
于安踏签约欧文所透露的全球化目标
也十分关注。

根据NBA著名的媒体人 SHAMS
的爆料，欧文签约安踏不仅在于代言，
欧文所在的经纪团队还将帮助安踏在
全美全面分销。

安踏方面也表示，利用广泛的全
球资源，将精心设计并生产的凯里·欧
文标志性产品线推向全球。

公开资料显示，安踏主品牌在
国外的市场销售极少，哪怕是签约
NBA 联盟的顶级球队金州勇士队
的射手汤普森，安踏篮球线产品更
多也是针对国内市场的篮球爱好

者。在签约汤普森上，安踏获得了
极大的成功，但在国际市场上并未
积极布局，除了在品牌知名度上有
所提升外，在营收上并未获得多少
回报。

坐拥全球超2000万粉丝，欧文的
影响力覆盖面可不仅仅是中美市场而
已。而在此次签约中，欧文及其所在
团队获得了在全美市场进行分销安踏
欧文产品的权利。

为此，有不少人认为，安踏与欧
文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安踏正
式迈出了向全球进军的重要一步。
与欧文的合作将使安踏进一步扩大
其全球市场份额，并且提升品牌的国

际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今年年初，安踏在

推动双 CEO 联席制度的同时，还同
步成立了东南亚国际业务部，这是
安踏在“全球化”战略上布局的积极
信号。

当然，这次合作也可以为安踏带
来更多的机会和挑战，因为他们需要
适应不同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品牌全球化首先要品牌自身有
雄心。”张庆表示，尽管是一个长远的
目标，“但饭要一口一口吃，迈出这一
步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一小步未来
会是安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国际品
牌的一大步。”

“全球化”畅想

隐忧不可避免

“欧文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