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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至 12 日，有着
国际顶级骑手和马匹参加的
2012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
师赛将在北京“鸟巢”拉开帷
幕，这也使得马匹投资这一新
兴领域进入人们的视线。

做个伯乐投资一匹马
赛事带来马匹投资空间

在本届国际马术大师赛
中，“德国马术之父”鲁德格·
比尔鲍姆将领衔十二位世界
顶尖马术明星，与北京奥运骑
手李振强、多次代表中国征战
国际赛场的朱美美等优秀骑
手展开角逐。而骑手们的亲
密伙伴马匹，同样战功赫赫。
而马匹投资，也将因赛事的国
际化而被更多地了解。

“未来几年中国会有更多
大规模赛事，会有更好骑师和
马匹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也
会有不少年轻的骑师到欧洲
去训练和比赛。随着赛事越
来越国际化，马匹也更容易取
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会愿
意投资马匹。”本届赛事组织
者之一、亚琛世界马术大会市
场总裁麦克·莫隆兹说，“马匹
投资从欧洲起源，现在很多美
国、墨西哥、中东人投资于马
匹饲养，希望通过此次北京国
际马术大师赛，中国人也开始
对马匹饲养投资感兴趣。”

“从现在国内举办的各种
马术赛事来看，很多马匹是有
马主的，这说明国内已经有一
部分人关注并参与到马匹投
资领域。”赛事的另一组织方、
北京多美马术总裁李晶说。

诱人回报吸引投资者

1998年，夏阳在新疆买了
第一匹马“阳锋 1 号”，这是一
匹吉尔吉斯和伊犁马的混血
马，不高，但速度快。几个月
后，“阳锋 1 号”就在中国杯速
度赛马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
价格也从 3 万飙升至 15 万元
人民币。

另一匹让夏阳得意的马
是在自己的俱乐部繁育和训
练的，是英国马和苏联马的混
血儿，2004 年，这匹马参加了

第十届全运会，取得了第四
名，这是国内马匹取得的最好
成绩，这匹马也获得了不小的
升值空间。

夏阳说，一匹出色的马匹
在赛事中不但可为马主赢取
丰厚的奖金，在退役后也可以
参加配种，再者，一匹良驹也
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记者了解到，目前购买马
匹的主要有三个人群：一种
是普通购买者，出于对运动
的爱好和家庭原因而购买；
另一种人本身也热爱赛马运
动，但他们把购买马匹作为
投资，希望马将来升值，他们
通常经济富足、独立。第三
类人也是富裕人群，他们热
爱这项运动，本人和骑士关
系密切，买了马无偿提供给骑
师，享受过程。

马主将“孩子”寄养给骑手

被称为“德国马术之父”的
鲁德格·比尔鲍姆是 20 年来
马术界无可争议的最成功的
骑手，常有马主将马送给他训
练和骑乘。“有的马主让我骑
马，是因为他真的爱这匹马，
即使别人出十倍价钱也不会
卖，有些人则很愿意通过马获
得回报。”鲁德格·比尔鲍姆说。

李晶告诉记者，骑手和马
主是互相选择的关系，一般是
马主欣赏一个骑手，愿意投资
于骑手，让骑手去选择自己中
意的马匹。一匹马没有通过
比赛出名时，价格相对低得
多。骑手便是伯乐，骑手越
好，创造的价值就越高，也就
会有更多的好马到他那里，更
多的好马形成更多的机会。
如果获得名次，马主和骑手可
以按照最初的约定比例来分
配奖金。对于名将来说，一些
马主并不要求奖金分配，因为
名誉给马带来的升值已经足

以让他获得丰厚回报了。
“马主和骑手需要建立在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等于我把
孩子托付给你，你帮我把孩子
教育出来。”李晶说。

马匹投资如同买股票

一匹马并不像一辆车、一
个电子产品一样价格透明，不
同的马匹从几万元到上千万元
的价格让人感叹其中“水深”。

“去年一个德国马主买了
匹 1000 万欧元的马，这是我
所知道的最高价格。”麦克·莫
隆兹说，“当然并非最贵的马就
是最好的马，如果你以二流、三
流的价格投资马，经过训练也
可能成功。如同 F1 方程赛一
样，虽然投资更多更容易取得
胜利，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很
多马之前没有名气，经过训练
参加比赛后才价值倍增。”

马 匹 投 资 如 同 股 市 一
样，有人赚钱有人赔本。即
使去了解，阅读材料，找到所
有的信息，也并非每次投资
都能获得好的回报，有一定
冒险的性质。“我买过 10 匹
马，并非每匹都赚了钱，即使
我很喜欢这匹马，投资时一
定要接受这个现实。”鲁德
格·比尔鲍姆说。

麦克·莫隆兹给出的最重
要的一条建议是，不要仅仅因
为宣传片而购买，也不要在价
格最高时购入。“买马需要花
一些时间骑在马上，感受一下
马和人之间的配合。如果是
为骑手买，要让骑手感觉一下
是否契合。骑手和马之间的
关系就像婚姻一样，需要了解
对方的优点和缺点，才能帮助
你在比赛中取胜。”

“要学习了解这项运动，
了解马，它是一个生命，要付
出心血，你怎么待它，它就会
怎么回报于你。”李晶说。

国际马术名将在北京鸟巢优雅跃马。 本版图片/资料图片

在中国，马匹投资会
受到一些问题的局限。
当前最大的障碍是马匹
的检疫问题，进入中国的
马匹再送到其他国家就
无法销售。也就是说，如
果中国买家在欧洲买了
一匹马，带回中国训练
后，就只能参加中国的比
赛，不能再送回欧洲参加
比赛和销售。

“30 年前这种情况同
样也出现于欧洲和美国
之间，如果这个问题解
决，马匹投资领域将有很
大的发展。”鲁德格·比尔
鲍姆说。

另一个问题是，赛事
本身是否为商业赛对于
马匹的升值空间意义重
大，而国内赛事大部分是
竞技比赛，商业赛事还是
一片空白。

“ 从 现 在 的 状 况 来
看，中国的马匹投资者更
多考虑不是在国内养马，
而是在欧洲买马并拥有
马圈，请骑师在国外进
行比赛。”鲁德格·比尔
鲍姆说。

但在夏阳看来，作为
初学者去投资国外一个
比较成熟的产业还是有
困难的。“入门很重要，需
要 找 一 个 懂 的 人 做 向
导。”同时，他认为，国内
培育出的马匹更适合本
土作战，在投资上可以
考虑本土繁育的马，投
入上比较低，却能有较高
的回报。

投资马匹
尚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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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许海玉

“德国马术之父”鲁德格·比尔鲍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