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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球友会

没有一分钱的奖金，需要自行负担各种费用，即便如此，上

周末在德清举行的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赛杭州站的比赛，依然

吸引了122位国内青少年高尔夫球选手前来参赛，还有许多孩

子因为没报上名而无法参加。

这只是目前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比较正规的青少年高尔夫球赛事就有近

40项，几乎所有的比赛都没有奖金，参赛者却依然抢着参加。

在高尔夫球热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玄机？在汇丰青少年高

尔夫球赛杭州站的比赛上，钱江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小球

员和他们的家长。

没有一分钱奖金的比赛，参赛者却抢着报名

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家长们也心甘情愿

青少年高尔夫球热背后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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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刚

这是一条
去美国上大学的捷径

12 岁的黄伟看上去满脸稚气，不过在高

尔夫球这条道路上，他已经“狂奔”了 4 年。

黄伟是杭州人，家在转塘附近。如果不是高

尔夫球，他未来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和杭城绝

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而高尔夫球给了他另

外一种选择。

“我们家就在西湖高尔夫球场旁边，他小

时候经常去看别人打球，慢慢就喜欢上了打

高尔夫球。”黄伟妈妈说。刚开始，打球只是

纯粹的爱好，“我和他爸爸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是希望他能多运动运动，晒晒太阳，对身体

有好处。”

练了一年多以后，黄伟逐渐展现出了一

定的天赋，“我们出去参加比赛，上海的比赛

和山东的比赛，他都拿过同年龄组的冠军。”

随着球技的增长，他们发现，打高尔夫球

也可以成为孩子未来的一条出路，甚至是一

条捷径。

“如果能成为职业选手，自然最好，即便

成不了职业选手，凭着高尔夫球的特长，可以

敲开美国一流大学的大门。”黄伟妈妈说。

由千百所美国大学组成的全美大学体育

协会（NCAA）给了很多擅长体育的人一个

进入美国名校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高尔夫

球。而且相比其它体育项目，中国人在高尔

夫球上还有着一些优势。

有了这样的发现，加上孩子展现出的天

赋，他们逐渐将高尔夫球当作了孩子的“主

项”。如今，黄伟一边读初一，一边坚持高尔

夫球的训练。

“每天下午 5 点半到 7 点，都会去球场练

球，周六则要练上一整天。”黄伟妈妈说，“我

们准备初三就去美国，为他将来进入美国大

学作准备。”

和黄伟一样，杨谨旭和潘琦昊也把高尔

夫球当做了去美国读大学的一条路。杨谨旭

是北京人，潘琦昊是江苏常州人，两人都是

17 岁，还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宁波赫德

实验学校的高尔夫球特招生。

“学校有高尔夫球奖学金，就把我们特招

了过来，同一批共有 4 个人，3 男 1 女。”杨谨

旭说。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去美国读大

学。

“其实我刚开始是准备直接走职业的，但

直接走职业道路的压力太大，先上大学，还有

一条后路。”杨谨旭说。

两人已经给美国的多所大学发去了资

料，并得到了回应。“我和 10 多所大学联系

过，已经有 4 所大学的教练有回应，其中 3 所

我觉得有机会。”杨谨旭说。

这个月，两人就要动身前往美国，大约要

呆一个月时间。

“我们会去各地打比赛，那些学校的教练

会来看我们比赛。”潘琦昊说，“他们会决定是

否会录取我们。”

没有一分钱奖金
一年却要花去几十万的费用

但想要走这条高尔夫球之路，除了天赋

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家庭的经

济实力。

国内的许多体育项目，当青少年选手展

露出一定的天赋后，会有国家体育部门从体

校到体工队这样的训练体系支持，但目前国

内的青少年高尔夫球训练则不同，它几乎完

全需要家庭来承担费用。

黄伟妈妈告诉记者，他们一年的花费在

25 万-30 万元左右，主要包括装备费用、教

练费用、打球费用和外出比赛的费用，“像我

们现在还在长身体，每隔 6 个月就要换一套

球杆，1套就要1万多元。”

杨谨旭则告诉记者，他在学球时，曾找到

了一位专门培养青少年高尔夫球选手的资深

教练，他的收费标准是 1500 元/小时，“好在

那位教练后来觉得我有成为职业选手的潜

力，免了我的费用，否则我也学不起。”

而真正的花费大头还要数外出比赛的费

用。

“国内一趟比赛，差不多要花1万多。”潘

琦昊说，“如果出国一趟，那要花将近10万人

民币左右。”像他们这个月去美国，费用就在

13万人民币左右。

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几乎都是没有奖金

的，只有积分。根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青

少年积分排名办法，“积分排名体系将作为国

家青少年集训队选拔运动员的依据、国家青

少年参加国际青少年比赛选拔运动员的依

据、全国以上青少年比赛优先报名参赛的依

据，以及推荐参加指定职业赛事的依据。”

想要取得积分，自然要多多参赛，多多出

国参赛。像黄伟这样，虽然只有 12 岁，但一

年要参赛10多次。而像杨谨旭和潘琦昊，除

了在国内参赛，更是频频出国参赛。

潘琦昊就告诉记者，他这些年去过美国、

澳大利亚、爱尔兰、泰国等地打比赛，“去的地

方太多了，都记不清楚了。”

显然，高昂的费用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

是不小的负担。杨谨旭说，为了省钱，从 12

岁开始，他就一个人去全国各地参赛，“自己

联系比赛，自己去找球场。”

职业选手的丰厚收入
让高尔夫球热不断升温

除了是去美国上大学的捷径，更吸引众

多家长的是，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丰厚的收

入。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

到了两个人的名字——冯珊珊和李昊桐。在

2016年的中国运动员财富榜上，冯珊珊位列

第 4，收入 3300 万，高于易建联、朱婷、林丹、

邹市明。李昊桐位列第 9，收入 2400 万，高

于丁俊晖。

“高尔夫球的奖金非常丰厚，根本不是国

内流行的那些体育项目可以相提并论的，像

一些顶级的比赛，冠军奖金都是千万美元级

别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即便参加不

了顶级的赛事，参加二级的赛事，奖金也非常

丰厚。”

像李昊桐这样，虽然在国际上并非是最

顶尖的男子高尔夫球选手，但收入却远超国

内其他项目的顶级运动员。而这也是国内许

多家长和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员们的榜样和

目标。

正是在职业运动员丰厚收入，以及进入

美国一流大学这样的双重刺激下，据了解，目

前国内的青少年高尔夫球选手的人数呈急剧

增长的趋势，许多中小学已经将高尔夫球引

入了校园，参赛的高尔夫球青少年选手也越

来越多。

以汇丰青少年高尔夫比赛为例，2007年

第一届比赛，全国仅有31个孩子报名。如今

每年在全国有 9 站比赛，参赛的选手有上千

人次。

“我当然希望能成为职业的高尔夫球选

手。”杨谨旭说，“即便成不了，能进入美国的

一流大学也不坏，不是么？”

职 业 运 动 员

丰 厚 收 入 和

能 够 进 入 美

国一流大学，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青 少

年 加 入 了 这

个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