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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客户 · 鑫认证 · 新权益 

5月11日全新启幕   星级客户权益全新升级

『客户在我心    服务星升级』

       为热烈祝贺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突破千亿，由衷感恩广大新老客户长久以来的关心与厚爱，我司重磅推出『客户在我心· 服务星升级』鑫会员认证
第四季专属回馈活动，用心升级各项会员权益，全面覆盖保险、生活、健康等多元场景，与您共享当下经营成果、共创未来美好生活。

活动时间:  2025年5月11日至6月30日

参与方式：详情请联系中国人寿寿险四川省分公司业务经理或官方咨询电话95519

广告

“好一点的台位要提前三天预订”

新一波“台球热”催生千亿赛道
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奖

杯，终于被中国选手高高举起。
北京时间5月6日凌晨，中国

选手赵心童以18:12战胜三届世
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斯，成就
斯诺克世锦赛亚洲首冠。社交
平台上，“赵心童夺世锦赛冠军”
话题阅读量近2亿，多个“台球教
学”相关视频点赞量近百万。

这一胜利不仅打破了欧美
选手对斯诺克顶级赛事的垄
断，更点燃了国内台球爱好者
的热情，成为撬动中国台球产
业升级的支点。“当年丁俊晖崭
露头角的时候，曾经推动了斯
诺克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次
赵心童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
更加深远。”1997年斯诺克世锦
赛冠军达赫迪这样评价。

从街头娱乐到千亿规模的
商业赛道，从个人爱好到全民
参与，台球运动正在中国书写
新的篇章。“最近打台球的人确
实很多，订好一点的台位都要
提前三天，直接来店里肯定是
打不到的。”5月9日，成都某台球
厅老板告诉记者，最近球房基
本是满的，包括工作日。

从街头娱乐到全民运动

斯诺克被称为“绿色象棋”，
其融合策略、技巧与心理博弈的
竞技特性，吸引了从青少年到中
老年群体的广泛参与。

“现在每天下班都想去台
球厅练球，真的很喜欢进球的
感觉！”王翼告诉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自己最开始接触打
台球是跟朋友，总觉得台球厅
是不太正经的场所，没有认真
学习过，只是随便打着玩。“后
来朋友教我怎么看角度、击球
的发力和站姿，练习几次之后居
然体验到了打球的乐趣。”

当被问及是否关注斯诺克
比赛时，王翼说今年才算是认真
地看了比赛。“以前只知道丁俊
晖，对斯诺克比赛以及国内打斯
诺克的选手都不是很了解，但看
着赵心童在世锦赛上一场场地
赢，自己也觉得燃起来了。”

“90后”赵心童俊朗阳光的
形象，成为台球运动年轻化的

催化剂。或许斯诺克这项赛事
还未在中国普及，但这并不妨
碍国人“捣台球”的热情。品牌
方也迅速跟进：某运动服饰品
牌推出联名球杆，预售首日售
罄；短视频平台上线“挑战赵心
童同款走位”互动游戏，吸引百
万人参与。这种“体育+娱乐”
的传播模式，使台球从街头娱
乐升格为兼具竞技性与潮流感
的全民运动。

40万家企业背后的千亿市场

台球经济有多火热？企查
查数据显示，国内现存台球相
关企业40.06万家，2024年新增
注 册 13.71 万 家 ，同 比 增 长
28.57%。这一增长与政策支持
密不可分：2023年国家体育总

局将台球纳入“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鼓励社区配套台球
设施；北京、成都等地对民营球
房提供最高50万元补贴。

资本层面，红杉资本、高瓴
等机构近年投资了“台球帮”

“智慧球房”等项目，单笔融资
最高达2亿元，推动行业从“小
散乱”向标准化、连锁化升级。
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台球产
业进入高速增长期。

“开台球厅成本主要是两
部分，一部分是场地、台球桌、
球杆这些，另一部分是运营费
用，比如维护台面、台球厅的员
工工资和物业费等。”2002年就
开始经营台球厅的葛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刚进入这个行业时，
国人对这项运动的了解程度很
低，来打球的也基本是年轻男
性。“现在打台球好像成了聚会
的热门选项。”

传统球房正转型为多元娱
乐综合体，消费升级催生“台
球+”新业态。上海某台球厅融
合台球、轻食、直播观赛区，人
均消费达 150元，复购率超
60%；西安“量子台球”引入AI
陪练系统，可实时分析击球角
度并提供训练建议，单店月营
收突破百万元。据中研普华产
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
年桌球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
展规划咨询研究报告》，预计到

2025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
达到千亿级别，其中“智能球
桌”“赛事直播”等细分领域增
速最快，年复合增长率超25%。

从“野蛮生长”到提质进阶

尽管规模扩张迅猛，但台
球行业仍面临服务参差不齐的
痛点。调查显示，30%的消费者
投诉球房“设施老旧”“收费标
准混乱”，部分场馆甚至存在消
防隐患。

智能硬件与数据服务正在
改变行业生态。深圳企业“台
科智能”研发的“云鹰”系统，可
通过摄像头捕捉击球轨迹并生
成技术报告，帮助玩家提升水
平；杭州“共享球杆”项目通过
物联网技术实现扫码租用，单
杆日均周转率达8次，设备成本
回收周期缩短至6个月。此类
创新既降低了参与门槛，又为
球房开辟了增值服务空间。

此外，国际赛事本土化运
营成为突破口：2024年世界斯诺
克上海大师赛首次引入“球迷开
放日”，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20%，
衍生品销售额破千万元。

作为全球台球培训水平最
高的学府之一，CBSA世界斯诺
克学院（西南分院）即将在成都
开院，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个世
界级斯诺克专业培训基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台球馆内人气火爆。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