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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球壇
啟示錄

地區足球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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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球隊時機已到

事實上，足球隊地區化並非新現象，

元朗和荃灣的地區球隊分別在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風光一時，但維持不久。九十年

代，球隊「西貢朋友」也曾經晉身甲組，

但成績並不理想。自零六至零七年度球季

開始，和富大埔升上甲組，地區球隊才受

到重視和關注。有線電視球評人李德能解

釋，當年人口分佈不平均，投放足球的資

源集中於市區，局限了地區球隊的發展﹔

相反，現在人口較分散，新市鎮人口增

加，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特色，居民的歸

屬感和向心力都比以前強，所以地區足球

有其發展空間。天水圍飛馬以及和富大埔

正把握這個優勢，為球壇帶來新氣象。

球隊地區互動  互惠互利

地區球隊的最大特色在於，除了在

綠茵場上打拚，它們還會極積參與社區活

動，推廣體育運動。

天水圍飛馬積極與地區互動，球員與

區內居民打成一片。在去年十二月的高級

組銀牌賽奪冠後，天水圍飛馬球員隨即在

元朗區內舉行巴士巡遊，與居民共享勝利

的喜悅。此外，它們又嘗試與不同層面的

地區組織合作。球隊的學界統籌總監梁奕

倫表示，球隊會探訪區內學校，球員會跟

學生分享個人經歷，表演球技，甚至與學

生進行迷你混合賽。

至於和富大埔，除了出席區內的大型

活動和探訪區內中小學外，也與其他組織

合辦足球訓練班，更曾於中秋節到區內的

安老院送贈月餅。

另一邊廂，地區組織也大力回應，支

持地區球隊︰元朗大會堂及鄉事委員會撥

出多個地方給球隊懸掛橫額以作宣傳；元

朗體育會則派出啦啦隊為球隊打氣，又提

供場地予球員作健身訓練。天水圍飛馬足

球會會長王威信高興地說﹕「零八年球隊

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後，區議會提供了數

十部旅遊車接送市民往返香港大球場以支

持球隊。」社區與地區球隊互惠互利，關

係越見密切。

街坊支持成動力

地區組織的硬件支持固然重要，但

街坊球迷的熱情同樣是球員的原動力。天

水圍飛馬球員賴文飛在元朗土生土長。他

表示街坊的支持十分重要，有時在街上閒

逛，街坊會親切地跟他打招呼，他笑言﹕

「有些人更會叫我阿飛。」賴文飛指，在

主場氣氛帶動下，他會更賣力比賽。

地區球員關係融洽

和富大埔的球員們無論在球場內外

都情如手足。隊長陳旭智笑言：「有效力

過其他球會的隊友說過，在外面賺的錢雖

然較多，但球隊氣氛總比不上在這裏融

洽。」因為很多隊友都住在大埔，閒時，

球員會聚在一起玩遊戲機和吃午飯；比賽

時，球員總會發揮團結精神，奮勇作賽。

陳旭智自豪地表示，和富大埔其中一個優

勢正是團結一致：「球迷曾跟我說，他們

最欣賞我們的團結精神。」

說起香港足球，也許你會第一時間想到南華、愉園等傳

統球會。但近年，一股球壇新勢力正在冒起──地區球隊，

當中以天水圍飛馬和新界地產和富大埔兩隊成績最突出。它

們均以社區為基地，踢出漂亮悅目的足球。地區化為它們贏

得街坊球迷不絕的掌聲，風頭蓋過不少傳統球會，更為沉寂

多年的本地球壇注入活力。

而天水圍飛馬在地區的支持下，實行商業化營運，解決

了一般球會資源不足的問題。地區球隊的成功不但為球壇帶

來衝擊，還有啟示。地區化及商業化，將會是本地甲組球隊

的新趨勢和出路。

徐小姐和林小姐就讀元朗天主教崇德英文書

院，因為天水圍飛馬曾到她們的學校探訪，

所以喜歡了這隊球隊。她們還能逐一數出喜

歡的球星例如：鄭少偉、比圖和張健峰等。

袁老師在元朗區居住和工作，每次天水圍飛

馬主場出戰，都會帶女兒和學生入場支持。

他認為地區化是發展足球的大方向，並贊成

香港球壇多做商業活動，以便令更多人留意

本地足球。

球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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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地區新貴   

天水圍飛馬
天水圍飛馬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成立，

班費達千萬元。第一年參賽就奪得高級組

銀牌賽冠軍，現位列香港甲組聯賽的中上

游位置，成績斐然。

重量級贊助商
作為一支新成立的球隊，天水圍飛

馬能擁有上千萬元班費，豪華的隊巴和會

址，除了因為地區熱心人士支持外，也與

背後的贊助商有關。飛馬以傳統大球會南

華的足主，兼博美投資有限公司（BMA）

主席羅傑承作其顧問，而BMA也就成為飛

馬的公關公司，為球隊作推廣宣傳和協助

洽談贊助，強化球隊的商業價值。在香港

球圈中，飛馬是少數擁有公關公司協助策

劃宣傳的球隊。B M A成功為它取得數間

跨國企業的贊助，包括三菱汽車、雅虎和

Playstation。論贊助商的質量，跟傳統大球

會比較，飛馬有過之而無不及。

專人設計髮型  打點起居
天水圍飛馬注重球員的形象。它與

西裝品牌和髮型設計公司合作，為球員度

身設計形象。天水圍飛馬公關主任陳凱雯

說：「現今球壇有個大趨勢，球員要靚

仔，要出來見人，改變『爛仔』、『波

牛』的形象，要一個有活力、斯文的形

象，讓年輕人覺得踢足球是很有型。」她

補充，每個球員都會有指定髮型師，個別

跟進球員的形象設計，而球員均十分樂意

跟髮型師商量，一起設計喜歡的形象。天

水圍飛馬隊長鄭少偉更被稱為「香港亨

利」，知名度頗高。

天水圍飛馬會長王威信表示，在現今

資訊發達的年代，包裝十分重要，希望球

隊可以建立一個年青活潑的形象。不過他

補充，儘管包裝和宣傳可以令球隊在短期

內吸引到社會注意，但成績仍然是最重要

的。他強調：「如果一隊球隊不行，怎包

裝也不行。」

陳凱雯亦表示，她除了處理對外的宣

傳活動外，還需要照顧球員的起居飲食，

為他們打點日常衣著。她續指，公關不但

能夠幫助球隊建立形象和增加知名度，還

可以間接提升球隊的成績，因為公關為球

員打點一切，令他們可以專心比賽，無後

顧之憂。飛馬球員賴文飛也肯定球隊公關

的功勞。他說：「球會令我可以安心踢

波，不用擔心其他事。」

「天水圍飛馬足球

隊」於零八年六月

成立，由元朗地區

熱心人士籌組，以

千萬巨型班費姿態

進軍甲組。雖然

飛馬不是透過「地區聯賽」進軍甲組，

但球隊藉足球運動在元朗區推動健康訊

息，也為區內人仕提供就業機會，更致

力進行區內青少年足球訓練，因此也具

地區球隊的特色。

飛馬小資料

主場比賽拾趣

零九年二月一日，天水圍飛馬主場迎戰

晨曦。比賽途中，地區自組的啦啦隊不

斷大喊球員鄭少偉的外號「亨利」及

「飛馬頂住」等口號，更在觀眾席中間

位置擊鼓，為球隊振聲威。有一次，當

對方球員跌倒，他們立即大叫「插水」

（假裝被侵犯）。相反，己方球員受

傷，他們就大叫「好返」。

不少球迷身穿飛馬球衣，支持球隊。

天水圍飛馬的會址，樓高三層，並有專屬隊巴

接載球員出入。（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相比天水圍飛馬的豪華會址，和富大埔的會址位

於圖中學校的一間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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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緊絀地區舊將

和富大埔

相比天水圍飛馬空降甲組，班費千

萬元，和富大埔則有一段辛酸的升班史。

和富大埔於零二年成立，參加丙組地區聯

賽，用了四年時間，於零六至零七年度球

季升上甲組。最近三年，它更由「降班

膽」變成爭標分子。

風光背後的和富大埔

零七至零八年度球季，和富大埔成績

不俗，除了取得聯賽季軍，更奪得足總盃

亞軍，贏得不少街坊球迷的認同。可惜風

光背後卻隱藏著班費不足的問題。和富大

埔秘書長陳平指出，球隊資源緊絀，財政

緊張。因為政府沒有資助職業球隊，所以

和富大埔現只依靠地區人士的熱心捐款。

陳平又表示，球隊本年度預算的支

出為四至五百萬元，比其他甲組球隊八百

多萬元為低。他說：「和富大埔之所以能

夠經營，全因行政費用低，管理層都是義

工，而且會盡量善用現有的資源，節省額

外開支。」

班費的主要支出是球員薪金，可是

球員薪金較低則造成人才流失，影響長遠

發展。和富大埔主席朱景玄表示：「薪金

低令球員難以養妻活兒，他們不想離開球

會，但又不想錯失在外發展的機會。」

「我們正在走天水圍飛馬的路！」

和富大埔秘書長陳平坦言：「我們

正在走天水圍飛馬的路，無可避免，因為

要資源，公關和宣傳都是很重要。」他表

示，球會零八年十一月已經聘請了一間顧

問公關公司，計劃塑造球星、拍廣告和尋

求大型商業機構贊助。陳平表示，足球一

定要跟商業掛鉤，因為商業化才能為球隊

提供穩定的收入。他進一步解釋：「地區

球隊容易累積一班球迷，因此較容易說服

贊助商支持，要實行商業化也較易。」陳

平認為，地區化和商業化是未來香港球壇

必然的道路。

帶動本地足球復甦

和富大埔秘書長陳平認為，地區球

隊能夠帶動地區人士關注足球，從而振興

香港球壇。他指零四年前後是香港球壇的

低谷，入場觀看甲組賽事的人數曾不足

一百，但自零六年開始，和富大埔升上甲

組，加上南華重整，球壇才開始復甦。他

表示地區球隊冒起是一種良好風氣，也是

未來的趨勢，有利香港足球事業發展。

曾效力南華會，現任足球評述員的

前香港足球先生丘建威也認同，地區球隊

冒起是球壇復甦的原因之一。他表示近年

球賽入場人數上升，雖然球員人工仍然偏

低，但氣氛已比前幾年好，愈來愈多人注

意本地足球。他說：「地區足球有得做，

正正令香港球迷有歸屬感，增加他們入場

的興趣。」

政府配套不可缺

地區化及商業化這個組合雖然會成為

未來球隊生存的新趨勢，但要真正令香港

球壇再度起飛，單從這兩方面著手並不足

夠。陳平和王威信異口同聲表示，政府的

體育政策過分注重普及運動，對精英運動

的支持度不足。陳平慨嘆大埔運動場的草

地質素惡劣，影響球隊操練及比賽表現。

陳平無奈地說﹕「康文署租借場地給公眾

的時段太多，令草地變得破爛。」而飛馬

的主場元朗大球場在二月也被足總評定為

不適合作賽，硬件配套的不足更顯露無

遺。陳平認為香港足球事業要蓬勃發展，

最終還是需要政府政策上的配合。

零二至零三年度

起，香港足球

進行改革，吸納

了十八區球隊

參賽，而和富

大埔透過多年的

努力，在零六至零七年球季成為首支以

「地區聯賽」晉升甲組的球隊。隨後球

隊成績不俗，於零七至零八年度球季更

打進本地頂級賽事足總杯的決賽，令社

會開始注意地區足球的發展。

大埔小資料

主場比賽拾趣

零九年二月五日，和富大埔主場迎戰天

水圍飛馬。比賽過程中，曾有飛馬球員

受傷，遭到全場喝倒采。球證曾一度在

飛馬球員跌倒時沒有吹罰，正當飛馬迷

抗議之際，有大埔球迷大叫：「你以為

這裏是屯門（其實指元朗）嗎？這裏是

大埔！」相反，當有大埔球員受傷而球

證沒有理會時，球迷則大呼：「換走球

證啦！球證出場！」

大埔入球後，球迷情緒極為高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