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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捷径？蓝海生意？拥挤赛道?
——“攀岩热”观察

以北京市场为例，不仅有
如北顶奥森这样，整体规划有
高 达 3500 平 米 的 岩 壁 区 域 、
1000余条攀岩线路的旗舰型岩
馆，也有投资金额仅 200-300
万元，用废旧厂房空间改造的
小型岩馆。

尽管攀岩在体育产业中仍
被认为处在“风口期”，但从业者
的竞争显然已日趋激烈，不同体
量的岩馆都在寻求自己的生存
之道。记者从多个攀岩馆经营者
处了解到，由于攀岩运动的一些
特点，岩馆间竞争与合作共存，
生态相对健康。

“要想在这个市场上做得
好，第一你得有自己的定位，针
对自己定位的客群提高专业度
和服务。第二是线路的丰富度，
你得请专业的人，不断地更新
攀岩馆里的线路，让大家每次
来都觉得有新意。”张珊珊介绍
道。这也是记者在与不少攀岩
馆老板、“主理人”交流时听到
的主流观点。

这种共识让定线员的“身
价”水涨船高。尤其是来自日本
的顶尖国际级定线员，他们在
中日两国的行程几乎排满。目
前在国内只要是具有一定规模
的岩馆，如果没几条国际级定
线员设计的线路简直说不过
去。最关键的是，这些线路还需
要常换常新。

对于高级线路的追逐，除
了岩馆经营者自身的推动，还

源于竞争同样激烈的青少年竞
技训练。不少从业者指出，目前
对攀岩竞技训练意愿强烈的青
少年家庭，普遍都持有多家岩
馆的会员卡——哪儿来了新的
定线员、换了新的线路，就随时
去爬。

“这种情况一度让我们很
难通过会员单位，也就是各个
俱乐部去统计北京究竟有多少
想走竞技路线的青少年。所以
我们从去年开始实行注册制，
目前已有超过1000名青少年攀
岩运动员注册了，但是这个数
字我认为可能还远远没覆盖所
有。在现有这1000多人中，可能
有几十个是水平非常高，当然
投入的财力、精力也相当大。”
胡松介绍道。

综合国内和国际攀岩界的
信息，高水平攀岩训练对于线路
的实际需求可能远甚于目前单
一，甚至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全部
岩馆所能提供的多样性上限
——与此同时，国际级定线员具
有独创性、稀缺性的特征，使得
即便以国家队形式组织高水平
训练营亦难以解决“线路饥渴”。

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从业
者和家长们几乎都同时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将组织攀岩训练
营，暑假期间直接带孩子们去
日本的岩馆挨个爬。目前看这
一计划的市场反馈挺好。”张珊
珊说。

攀岩生意和竞技都挺“卷”

据胡松介绍，他近年
来观察发现，参加攀岩的
青少年从过去以“岩二代”
（指的是家长也攀岩）为
主，突然一下变得来源广
泛了。

“‘岩二代’只是很小
众的一个圈子。但攀岩在
2021 年首次进入东京奥
运会后，各种自媒体都在
发攀岩的内容，热度一上
来，就出现了很多家长不
攀岩，但是让孩子系统地
学攀岩的人群，这导致了
青少年攀岩群体的爆发式
增长。”胡松说。

在北顶体育发展集团
创始人张珊珊看来，攀岩
项目入奥后，攀岩人群的
爆发式增长其实是全方面
的；从该集团和同业的经
营数据来看，在2019年以
来，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
年攀岩群体都在以堪称

“疯狂”的速度增长，两者
的增长规模差不多“五五
开”。

“新冠疫情期间，实际
上反而是攀岩增长最快的
时候。”张珊珊说。包括她
在内的不少经营者看来，
攀岩是目前体育产业中难
得的蓝海生意。

为什么攀岩会异常红
火？除了入奥以及大量自
媒体内容的加持，记者在

北京、苏州等地对攀岩群
体进行随机采访时发现，
不管是攀登、保护还是下
降，这项运动的各个主题
似乎都天生对人类有很强
的吸引力。

“我们家长并不攀岩，
小朋友看到有一个岩壁，
就想去尝试了，从此一发
不可收拾。”有家长介绍
道。

“从小就有一种爬墙
的冲动，终于在攀岩馆实
现了。”有岩友如是说。

“攀岩你得有人给你
打保护，连在一根绳子上，
这让我们有了信任感。”一
对情侣岩友讲道。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从岩壁上掉落，在保护器
保护下安全‘冲坠’时失重
的一瞬间。”有小岩友表示
……

除了即将开业的北顶
奥森攀岩生态园之外，北
顶体育发展集团还分别在
北京海淀区和通州区经营
着两家岩馆，同时规划有
另一家岩馆——这也是目
前北京攀岩市场“爆火”的
一个缩影。据了解，目前北
京正规、场址固定的商业
攀岩馆已有超过50家，而
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有
个位数。上海、深圳等地的
情况也大致相似。

符合人类天性的蓝海生意

记者在6月30日探访了一站北京
攀岩联赛赛事，这一赛事在即将开业
的，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
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进行。这座大型
岩馆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宽阔难度区
域，在闷热的天气中仍吸引了近 200
名青少年选手前来竞技。

本场比赛设置了U7、U9、U11和
公开组四个组别。据主办方介绍，只
要年满 12 岁，年龄上不封顶，即可参
加公开组比赛。

“但是，自从我们开始组织北京攀
岩联赛以来，还没有成年人在公开组
赢过，我们认为现在的小孩子，在 12
岁以上的，攀爬能力和成年人就不存
在很大区别了，而且现在的孩子都是

‘童子功’在身，所以你很难爬得比他
们好。”北京市登山运动协会副会长胡
松介绍。

在最近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系
列赛布达佩斯站比赛中，北京出生的
女子攀岩运动员骆知鹭拿到了两项全
能赛（包括攀石和难度）的奥运参赛资
格。胡松以她举例道，这名现年18岁
的小将，早在 8 岁时就已在国内攀岩
圈“大杀四方”。

“和别的奥运项目比起来，攀岩感觉
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真实看得见摸得着
的，距离没那么远。你看骆知鹭、张悦彤
（的例子）。”本场比赛公开组男子冠军得
主李子翔的母亲张女士如是说。

据记者在现场随机提问得到的反
馈，不少家长观点与之类似。

对于是否也想让孩子走专业竞技
路线，张女士表示已经在尝试了：“只
要孩子愿意去做，我们就非常支持
他。”

“攀岩进入奥运会以后，尤其是看
到不少青少年运动员成绩不错，一些
家长确实会出于功利心理，在攀岩上
投入大量的资源。因为这是一个新项
目，他们可能会觉得赛道没那么拥
挤。”一位资深的攀岩馆运营者曾向记
者表示。

即便是普通成年人，在攀岩运动
上也很容易和奥运选手们产生交集。
不少奥运选手会去商业岩馆攀爬，一
些负责奥运线路设计的知名定线员也
会在商业岩馆定线，这种与奥运选手

“同行”的体验在其他体育项目上并不
多见。

记者曾随国家攀岩队去苏州的商
业岩馆攀爬，一些当地的岩友就“围
观”并体验了骆知鹭和队友们的攀石
线路。

“除了连起步都困难，我也算是和
国家队同场竞技的人了。”一名苏州岩
友对记者说。

奥运攀岩离普通人很近

新华社记者 卢星吉

在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上，新
兴的攀岩项目将第二次、同时也是以
更完善的设项形态登陆奥运，成为少
有在成人和青少年中均取得迅速增长
的运动项目，亦催生出不少投入大量
资源进行攀岩训练的家庭，国内攀岩
馆的数量和质量也迅速提升。

“攀岩热”背后汇聚着爱好者、家
庭、产业从业者对于此项运动的众多
认知理念，折射出推动这个原本小众
的运动走向高关注度、高民间竞技水
平的诸多动力。

2023年7月14日，孩子们在重庆市南川区一家攀岩训练馆里练习攀岩。 新华社发 （瞿明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