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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爆红后，还能“飞”多久？
飞盘等小众运动成为户外消费新势力，这一蓝海市场的生意经还在探索中

自去年开始，在多
个综艺节目中出现
的 飞 盘 成 功“ 出

圈”。这项诞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运动，在国内已“飞”
出近亿元的市场规模，并仍
在以可观的增速蓬勃发展。
以飞盘为代表，陆冲、腰旗橄
榄球、桨板等一系列小众运
动，正火速成为时下户外消
费新势力。然而，热闹的赛场
下，行业发展却面临不少问
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小众
运动这个风口上的生意，目
前只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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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盘运动成为新晋网红，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要说现在最火的户外拓展项目，
飞盘必定榜上有名。今年以来，飞盘运
动的利好消息不断。今年4月，飞盘作
为新兴体育项目，被教育部正式列入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7月7日，国家体
育总局社体中心发布通知，拟于今年
下半年举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这让
飞盘运动在各地迅速蹿红。

我市一家位于观音山的团建策划
公司近期上架了飞盘团建产品。该公
司负责人林圣楠介绍，产品上架以来

已策划近20场活动，“3个月前，类似
的飞盘运动还比较少，近两个月呈暴
增之势”。

“现在，厦门飞盘活动收费跨度较
大，每人每次少则 30来元，多则近
200元。”林圣楠介绍，像他们组织一
次飞盘团建活动，一般会从飞盘俱乐
部邀请一名教练、一名教练助理，并帮
忙策划设计执行方案，加上道具和摄
影，每人168元/次。

“扣除场地成本、物料、教练费

等，仅靠报名费、活动费，我们只能做
到盈亏基本平衡。”林圣楠说，很多消
费者都是飞盘初级体验者，核心用户
很少，这也导致了盈利的持续性较
低。一些俱乐部通过销售飞盘、
手套、护膝等周边产品，来
提高利润。总之，对
于很多公司而
言，飞盘的商
业化探索还不
成熟。

未形成完整产业链
需不断探索商业化

飞盘出圈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
其他“一夜爆红”的小众运动身上也都

有所体现：与传统运动的冲突、
行业缺少准则、大部分消费

者和经营者都抱着短
期体验的心态。这导致
小众运动并不能很好
地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众多小众运动在
国内的发展时间短，既
缺少行之有效的市场
推广，也尚未有资本入
局。“飞盘破圈，很大程
度上源于社交媒体的
传播，跟风性质比较严

重。如何让这项运动飞入寻
常百姓家，还需要在商业化运营

上不断探索。”陈敏说。
“像一些私人小型社群俱乐部，由

于没有固定的运动场地、教练不专业、
玩家不固定、缺少相应规模，扣除包场
成本、教练薪资后盈利微弱，并不能走
得长远。”陈敏说。

陈敏表示，他们将努力让飞盘大众
玩家兴趣化，让资深玩家专业化。“在目
前娱乐推广之余，我们考虑打造专业队
伍，在未来转向专业竞技训练，为团队
提升打比赛、做培训的资质，让更多有
能力的参与者进入小众运动竞技领域，
从而做大生意经。”

▼各式各样的飞盘。
今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

发布《2021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全国共有体育场地397.14万个，其中
足球场地12.65万个，远远少于篮球
场地。而飞盘运动在做飞扑等动作时，
需要草地起到缓冲作用，所以一般会
选择在11人制足球场或5人制足球
场进行。这让本就紧俏的足球场又多
了一群竞争者。

陈敏早前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做
销售，今年年初，他成为一个飞盘俱乐

部的发起人之一。“两个月不到，组群
成员迅速增加到300多人，每周都得
举行2-3场飞盘活动。”让陈敏最头疼
的便是订场地了。场地除了难订之外，
还出现了涨价现象。

“飞盘火起来之前，足球场收费一
般是200元/2小时，但这两个月以来，
有一些涨到了300元/2小时，夜场则基
本是超过400元/2小时。尽管如此，仍
是一地难求。”足球爱好者谢志强说，8
月底，他像往常一样提前3天给熟悉的
球场工作人员预订场地，却被告知“场

地已经订满了”。他咨询附近其他足球
场，都得到场地已订满的回复。

在他的印象中，足球场从来没像
今年这么难订过。“以前想踢球，随时
订都可以，现在提前几天都找不到场
地。”谢志强说，他把场地紧缺归咎为

“被玩飞盘的人占了”，“上次去踢球，4
块场地有3块都是在玩飞盘，我们踢
足球的反倒成了另类”。一些足球场经
营者表示，在场地使用上，他们并不会
区分租场地是为了踢足球还是玩飞
盘，都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

“由于运营模式简单、易复制，需
求又十分旺盛，所以运营飞盘生意的
公司数量飞快增加，由此衍生出一些
行业问题。”林圣楠说，比如正规教练
稀缺。

据了解，国内最早的飞盘教练培
训认证是在2014年推出的，超过九成
教练是高校体育教师。2020年，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推动了
33期初级飞盘教练员线上培训。但正
规教练数量仍旧稀缺。

林圣楠指出，一些所谓的俱乐部
主理人，其实只在专业俱乐部学过一
些皮毛，就在社交平台上开始“攒局”、
经营社群、当教练，“赚快钱的人还是

很多的”。
“许多刚

入场的新人，
也难以辨别教
练的水准。”周
若宇是一名体
育专业准毕业
生，在导师的指
导下接触了飞
盘，现在正在一
家俱乐部当兼
职教练，月入过万元。他正准备参加飞
盘教练员培训。据了解，部分机构有组
织相应的飞盘教练员、指导员、裁判员
的培训。

11 盈利持续性较低 靠卖周边产品提高利润

12 模式简单易复制 教练稀缺限发展

13 缺少专用场地“挤占”足球场引争议

■飞盘运动因强烈的社交属性，
吸引人们尝试。

▲飞盘运
动“抢占”足球
场，场地紧缺引
发不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