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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岁的女孩陈洁（化名）第一
次见到高大的马匹时躲得远远的，害怕得
不敢触摸。如今，她从每周上一节马术课
增加到每周4节课，次次流连忘返，上完
课后还亲自为小马洗澡、梳辫子，甚至能
在脏兮兮、臭烘烘的马厩里待一个小时，
连妈妈都惊讶不已。

“大多数家长碰到孩子害怕的情况都
会予以耐心的鼓励，马术不仅是一项运
动，也是很好的挫折教育途径。每当有孩
子克服恐惧成功上马，于我们而言也是极
大的鼓励。”李先生说，“成年人市场不如
青少年的消费体黏性高，且青少年群体
大，这也是我们将目光瞄准青少年市场的
原因。”

“马术讲究的是骑马者与马的完美融
合，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十分考验骑马者和
马的配合。”李先生告诉记者，目前门店
开业近2年，已经吸引了800余名核心会
员，可见马术在宁波地区的接受程度并不
低。

作为细分赛道，李先生看好宁波马术
的增长潜力。《2018中国马术市场发展状
况报告》显示，我国马术人口新增11.6万
人，总数达到108.8万人。在活跃的马术
消费人群中，青少年和儿童分别占49%和
17%，这两部分人群占马术消费群体的
66%。骑际俱乐部的主要人群为私立学校
的青少年，大多来自宁波中产以上家庭。
他们或是因兴趣，或是为了以后出国能更
好地融入国外的圈子，或是打算走竞技路
线，出发点各有不同。

那么青少年马术培训是如何收费的
呢？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引进了澳大利
亚的马术体系，因此收费模式中，E档的
会员费定为17600元，包含26节课，一
节课45分钟。“逐级递增，当你的等级高
了后，收费自然而然就高了起来，同样，
学到的技能也会相应的增加。”

工作日晚上和周末是客流高峰时段，
“过去周一到周五人稍微少点，晚上5点
过后是一个小高峰，因为孩子放学了，家
长下班就能把孩子带过来。周末则从早到
晚满员，最多能排10个时间段的课。”李
先生介绍，“现阶段我们的课程多为一对
一，随着青少年能力的提升，也组建了一
支12人的马术队进行有针对性的竞技训
练。”

“我希望提升她的个人气质。”陈洁的
父亲告诉记者，女儿喜爱骑马的原因是认
为这项运动“很酷”。

除了青少年专业马术培训和文化课
外，骑际马术俱乐部还特别增设了“马
术+旅游”的马术夏令营，以更多的模式
为孩子们提供更丰富的马术体验。虽然商
场马术模式的发展处于兴起阶段，同时也
面临诸多挑战，但李先生对未来的发展，
充满了信心。

将马术馆开进商场，李先生看中的是其餐饮、娱乐等商业
配套和硬件设施。

“芝士公园就在天一商圈，周边的人流量大，交通也便利。
相比于传统马场，商场马术具有极大的营销便利，同时竞品
少，进店客流的转化率较高。”在李先生看来，马术培训落户购
物中心或将成为一种趋势。“我们骑际马术是芝士公园作为新业
态引入的，商场也期待我们能给他们带来新的人流和活力。”

相对于足球、篮球等大型运动项目，商场马术的“坪效”
有着绝大的优势。骑际马术的收费从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课
程均价能降到500元左右。事实上，有些学员为了能有更多练
习机会，还会购买更多的课程。

“除了芝士公园，在北仑银泰城、郑氏十七房景区、高新区
等地均已开设俱乐部并营业，奥体中心也将在明年1月10日开
业。”在李先生看来，商场马术能够做成一门好生意，是能让更
多人接触了解马术的，同时为马术俱乐部提供获客渠道。“商场
马术是各个马术俱乐部的良性补充，是马术在中国发展不可缺
少的一环。”

对于商场来说，在国内，随着普通的体验业态渐渐不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商业地产正急需新内容的注入。而马术培训
则相当于是商场的一个高端配套设施，商场可以通过室内马场
来提高档次，吸引人气。

尽管相较国外，马术在中国仍处于发展初期，但从过去宏
观政策来看，它显露发展态势：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马术等具有
消费引领特征的时尚运动项目。

针对马术项目入驻商场的现象，从事商业品牌引进的林女
士表示，在消费升级的情况下，消费者去商业综合体已不再仅
局限于吃个饭、买个东西那么简单。马术、击剑等贵族运动已
经成为北京等地高端商场的“标配”，且青少年群体也是商场期
望抓住的目标人群之一。

“当然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补充马术教育这类模式，也是现
阶段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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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外贸行业的李先生经常往澳大利亚跑，那里地广人
稀，农场庄园随处可见。第一次看到马术运动，他至今记忆深
刻：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村镇里，一到周末，几百户家庭带着
孩子们开着汽车，车后挂着马车，从四面八方聚拢到一处跑
马、露营。“大家在充满新鲜空气和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奔驰，场
面蔚为壮观，欢笑声不绝入耳。”

自此，他开始研究马术运动的历史。国际上，马术有英、
法、德、澳四大体系，澳大利亚家庭甚至会让2岁的孩子接触
马匹，而在2016年左右的中国，全国上下仅有几百家马术俱乐
部。“我们的人口这么多，这个体量不对称啊。”回国后，李先
生萌生在家乡办马术俱乐部的想法。

“通常，马术项目对场地要求较高，大多数马场落户于城市
偏远地区，但我们在澳大利亚考察交流后发现，pony马这一体
形不大的品种非常适合孩子乘骑和教学，场地的面积要求也
小，不需要传统大面积的马场。”李先生说，“在大多数中国人
的脑海里，骑马是奔跑的状态，其实在马背上就可以完成很多
动作，骑马也可以慢悠悠很优雅。”

此外，随着国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好
奇马术这项运动，马术爱好者也是逐年增加，“室内马术这一模
式可行。”考察完国内多个城市后，李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前期筹备，花费的精力和成本不小，马匹的培育、训练和
养护也需要花大力气。从事马术行业13年的教练杨海波忙碌时
一天要工作10小时，“早上8点就要上岗喂马匹吃早餐，清理马
厩。每匹马一天吃4顿草和3顿添加了燕麦、玉米片、微量元素
等物质的精料，偶尔也要吃胡萝卜、苹果、方糖等零食。每天
我们要为马厩做3次清理，并帮马匹刷洗、梳理鬃毛。”

“马匹就如我们的同事、朋友，围绕马匹展开的马术运动必
须为马儿们提供良好的福利。”经过选址，购买、驯养马匹等一
系列筹备，2018年，骑际马术芝士公园店正式开门迎客，展现
在众人面前的，是有别于传统马场的马术俱乐部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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