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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胡玲玲 济南报道

原材料短缺
羽毛球厂商涨价

从今年开始，许多羽毛球品
牌多次发出涨价通知。亚狮龙基
本上每隔三个月就会发布一次通
知，有些型号涨幅高达50%。尤尼
克斯从4月到7月，一桶球的价格
上涨了55到65元不等，平均下来，
一个羽毛球在三个月内涨价5元。

记者走访了济南几家体育用
品商店，对于价格的变动，店主均
表示习以为常，但是近半年厂家
调价次数之多，确实比较罕见。“看
看到店的顾客有什么需求，我们会
推荐相应价位的羽毛球，初学者感
受不到品质差异，用便宜的尼龙球
就能玩得开心，进阶的爱好者对
于球的品质要求偏高，也愿意为
涨价后的羽毛球付费。大品牌的
品控都不一定做得很好，白牌的
球更难有保障。”

羽毛球的原料主要是鹅和鸭
身上的天然羽毛。企查查数据显
示，我国现存羽毛球相关企业
1 . 3万家，细分来看，羽毛球生产
相关企业89家，得益于养殖产地
集中，安徽以73家的数据占全国
总存量的82 . 02%。

价格上涨并没有带给中小型
厂商喜悦，安徽一家羽毛球生产厂
商负责人王军（化名）用“如履薄
冰”来形容目前的状态。毛片价格
翻倍上涨之后，“价高者得”成了最
直接的逻辑，中小型工厂不敢冒险
高价囤积原材料，且单纯的利润率
其实并不高，成本一直在上涨，导
致资金压力增加。“球友觉得涨价
后不痛快，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大赚
一笔，钱都被‘毛贩子’赚去了。”

在王军看来，供需关系的失
衡是羽毛球价格上涨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打羽毛球的人数有所
增加，羽毛球又是消耗品，打坏了
就得更换，另一方面鹅鸭的产量
却呈现走低态势。

近年来，国内羽毛球参与人
数明显增长，球馆也像雨后春笋
般冒出。有数据统计，羽毛球已成
为国内仅次于健步走及跑步的第
二大大众运动，经常参与者约有
2000万人，普通爱好者约有1 . 5
亿人，2023年中国羽毛球产销总
规模高达79 . 745亿元。北京、上
海、广州、青岛等地还将羽毛球列
入中考体育项目。

国内的鸭鹅产量在2019年接
近巅峰，鸭的出栏量达到48 . 78
亿只，鹅的出栏量达到6 . 34亿
只。2020年后国内的鸭鹅产量下
跌，今年2月官方公布的2023年统
计，鸭的出栏量为42 . 18亿只，鹅
的出栏量为5 . 15亿只。曾有业内
人士分析，在猪肉降价、鸡肉强势
的背景下，养鸭、鹅自然成了一门
不够赚钱的生意。因此，养殖户近
年来纷纷选择减产，转向其他更
赚钱的禽畜产品。

涨价带来“后遗症”
有球友无奈降低要求

面对不断上涨的羽毛球价
格，有人选择“囤货”以应对涨价局
面。球友醉风算得上是“发烧友”，
自从喜欢上羽毛球后，他推掉了很
多工作上的应酬，在羽毛球方面投
入颇多，每次遇到电商的购物节都
会买些羽毛球作为备用。

然而他发现，去年“双11”还
有优惠的羽毛球品牌，今年“618”
直接没参与活动。对于要求较高
的这部分人群来说，球的质量成

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只得选
择囤货或者是“省着点用”，“有些
打出瑕疵的球，以前可以直接扔
掉，现在是修补修补，直到完全不
能再用为止。以前每局结束就更
换羽毛球，现在可能两局才换一
次，以降低消耗。”

大三学生小苏则选择“平替”，
也就是购买价格更低的杂牌球应
对涨价潮。对于已经进阶的业余爱
好者来说，更换价位较低的羽毛
球，势必会影响到击球时的体验
感，但小苏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事
实，“毕竟生活费不能在爱好上消
耗过多。”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听到
记者询问羽毛球涨价的话题时，更
是直言“快要玩不起了”。

对于打球的爱好者来说，球、
球拍、球衣等都在“不合逻辑”地
涨价，羽毛球的价格上涨最让人
感到失落，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
小时就需要耗费三个球。

另外，场馆费用也是一笔重
要的支出，且暑期部分场馆热门
时间需要提前预约，在济南，一个
小时的场地费大致在40元到60元
之间。美团数据显示，7月第一周，

“室内羽毛球馆”搜索量同比增长
194%，羽毛球相关笔记量、消费
评价数增长约三成，其中，工作日
18:00-21:00以及周末为场馆预
订高峰。

济南奥体中心附近的一家工
业园区内，就有五家羽毛球场地
入驻。羽毛球价格上涨的趋势传
导至球馆老板那里，演变成“不敢
涨价”的焦虑。一些球馆老板为了
活跃客户，会组织一些社群活动，
球馆需要承担羽毛球的费用。

人造球能否“平替”
还需市场和时间验证

在球馆内，羽毛球涨价不再
是新鲜话题，“有谁能把价格打下
来”更为球友们所津津乐道。

一些人期待能够有“行业破
壁者”出现，即厂商研发制作新型

材料的羽毛球。知名运动员李宗伟
就曾测试过人工合成羽毛球，“稳
定性不好，有时候像传统的羽毛
球，有时候不像，感觉不舒服”。李
宗伟对羽毛球新材料的使用持开
放态度，相信不断进行实验和测
试，能使合成球更像传统羽毛球。

据了解，因为羽毛球价高、抢
手等因素，当前，市场上尼龙球、塑
料球等产品销量也有所增长。“目
前也有很多人造的羽毛球在市场
上卖，有的也不错，但是跟天然羽
毛球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受
访人员说，除了是否耐打以外，还
反映在手感、飞行速度等方面，对
打惯了传统羽毛球的人或者专业
选手来讲，体验感还是有差距的。
未来人造球能否实现“平替”，还需
要市场和时间的验证。

事实上，已有全国性赛事开始
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碳音
球”，不过大多数网友的反馈还是
偏向于体验感不如毛片球。前述提
到的羽毛球供应商王军认为，市场
上还缺乏研发层面的积极反馈，羽
毛而非人工制成的球仍会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羽毛
球爱好者的普遍担忧在于，对于有
赞助的专业球队来说，羽毛球价格
的上涨没有太多影响，普通爱好者
则是价格敏感型群体，很可能会考
虑减少练球时间或是转向别的运
动。2004年雅典奥运会羽毛球女双
冠军、中山大学副教授张洁雯此前
曾对媒体表示，就青年学生而言，
羽毛球消耗的确是无法忽视的成
本，如果未来只有家庭条件好的孩
子才能打得起球，无疑是不利于羽
毛球运动的普及。

在一位兼职教练看来，“群众
基础”是让羽毛球运动长红的秘
诀，如果说很多人看到价格后会
觉得糟心，一直上涨的价格成为
他们的负担，那么这项运动有可
能会从“大众”再度变得“小众”，

“不烧钱就出局”是所有羽毛球爱
好者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羽毛毛片涨
了，我们也没办
法。”浙江一家羽
毛球小厂的厂长
告诉记者，他们面
临的压力很大，

“现在打球的人
多，毛片却供应紧
张。加工厂那边供
给大厂的价格高，
我们小厂比不了。
比方说，原来收是
3分5一根，现在已
达到7分一根。”据
他说，厂里原来卖
每桶60元的鹅毛
球，现在涨到80元。

这类工厂集
中在江浙地区，另
一家小厂的厂长
无奈地说：“我们
现在收不到好的羽毛毛片，只能生
产娱乐用球，小孩子打打、室外玩
玩都可以，进场馆就算了。”他说，
自己原先每年收购羽毛毛片的成
本是1000万元，现在涨到2000万元
以上。他调侃说：“打不起，就不要
打了，没人打，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大牌溢价高，能高价收羽毛毛片，
然后一桶卖90元。我们小厂只能
卖60元，肯定扛不住。”

河南省潢川县是重要的羽毛
产业聚集地，该地一家羽毛加工
厂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用
于制作羽毛球的毛片紧缺，“不好
收，等过段时间再看看吧。”

记者了解到，优质的羽毛球，
如比赛用球，都是鹅毛做的，且必须
是鹅翅膀上的翎毛才行——— 因为
翎管坚挺耐用，下落的速度符合标
准。根据世界羽联的规定,比赛用球
要求羽毛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耐性，
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观赏性。

“一只羽毛球要用16片刀翎毛，
而一只鹅只有14片这样的羽毛。”贵
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经理胡兵说，原料涨价给
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所以工厂通
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来减少毛片
浪费，尽量做到向零靠拢。

据了解，安徽省六安市、贵州
省锦屏县都是中国重要的白鹅产
地，也是羽毛产业的源头，鹅绒供
给羽绒服厂家，鹅毛片供给羽毛
球厂家。六安一家羽毛企业告诉
记者，他们现在不外销羽毛毛片，
而是自己做球。大牌羽毛球工厂
甚至直接建在了源头。尤尼克斯
与六安企业合作办厂。亚狮龙在
六安和锦屏，都建设了从原毛到
羽毛球的一条龙生产线。贵州当
地媒体报道，全球每10只羽毛球
就有1只来自锦屏。

综合新华社、北京日报等

“要不是提前一天约
好场地，这个时间段肯定没
位置。”即使在工作日晚上，
济南奥体中心附近的大多
数羽毛球场馆仍保持爆满
状态。海青已经习惯下班后
和朋友泡在场馆里，在移
动、跳跃和挥拍之间，舒展
紧绷了一天的身体。

不过，这项运动带给
球友们的轻松感被不断上
涨的羽毛球价格反复消
耗。多位球友的共识是，以
前厂商半年或者一年小涨
一次已是常态，现在则是
半年之内就多次调价，买
一桶球需要花费上百元。
多家供应商提价公告标明
了原材料短缺的事实，这
样一来，上升势头似乎还
未到达顶点，没人能说得
清什么时候价格能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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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一一家家羽羽毛毛球球馆馆内内，，球球友友正正

在在打打球球。。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胡胡玲玲玲玲 摄摄

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内拍摄的加工后的羽毛片。 新华社发

？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