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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剑落下

据《法治周末》报道

再过半年，确切地说是到2015年6月30日，如果你是一位资深高尔夫球友，你会发现原来
的俱乐部或许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也或许有了新的合法身份。

从2014年7月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高尔夫球场整治运动，而这次整治也被业界称为继
2004年之后的政策紧箍咒。

政策紧箍咒源于一份官方文件——2014年7月前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中央11
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1496号)。该文
件明确，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

与以往禁令不同的是，这次整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取缔类球场必须在2014年12
月31日结束，退出和整改工作则都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没有一个体育运动能有这样的

命运。”中国政法大学高尔夫规则与文

化研究中心运营总监吴涌植无奈地

说，“这是一项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运

动，讲究的是服务和礼节意识，能培养

良好的习惯，我打高尔夫球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哪一个球友迟到过。”

让他不解的是，这么好的一项运

动，为什么到中国就变了味儿，而国家

的一再治理，能否还高尔夫本来的清

新样貌，也值得观察。

国际高球三巨头之一、著名的高

尔夫球场设计大师加利·普莱尔，在中

国担任过包括黄山卧虎高尔夫球场在

内的多个球场的设计。

他对中国近期政府打击高尔夫

球场项目的行动，不但没有感到沮

丧，反而说：“我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

做法。”

普莱尔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

高尔夫运动，让这项运动变得更具可

持续性。同时，他希望看到中国政府

建设公共高尔夫球场，向普通老百姓

开放这项运动。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

长刘胜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应

该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来规范高尔夫

行业的发展。

一方面遏制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乱

消费行为，尤其是管住政府官员、国企

负责人等的灰色消费；另一方面，推出

有效举措，疏导市场需求。

从有关举措来看，中央政府祭出

重拳整治，目的在于使高尔夫行业能

够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去发展，但目前

尚无具体的规范措施出台。

中国高尔夫球场“大清洗”

1月 19日，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

部球场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环保局发来的

退出通知，要求，该球场必须于2015年3月

31日前退出。

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国际高尔夫乡

村俱乐部，是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第一个国

际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

这个消息对于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

乐部的会员们来说很是突然。但实际上，

一场清理整顿高尔夫球场的行动去年就已

经在全国多地悄然展开。

“四川高尔夫球场除麓山和牧马山以

外，全部接到整改通知，四川高尔夫或将几

乎全军覆没。”1月8日晚，中国业余高尔夫

球员刘强在其微博上发布了这条令他“稍

感遗憾”的消息。

地处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观唐高

尔夫俱乐部，2014年9月19日突然宣布关

闭。当天，该俱乐部的部分球道就开始被

铲除。

据媒体报道称，自2014年9月至年底，

北京至少关闭了12家高尔夫球场。

与此同时，最早兴建高尔夫球场的广

东，也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在广东省政府拟定的100家需要进行

清理整顿的高尔夫球场名单中，5家将被取

缔，8家退出，7家撤销。

中国这次对高尔夫球场的整顿，甚至

引起了外媒的关注。《华尔街时报》评价认

为，这次整顿可不是“一阵风刮过”。

关于这次达摩克利斯之剑真正落下的

原因，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说，中国高尔

夫从引进伊始就被神秘化、高端化，而纵观

这些年中国高尔夫的发展，其不仅消耗诸多

社会资源，也成为很多腐败行为的避护所。

当然，中央政府祭出重拳整治，并不是

要全面禁止这项运动，而是要使其朝着规

范化的方向发展。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要真正探究中央政府重拳整治高尔夫

行业的意图，还得从高尔夫在中国的30年

“妖魔化”之路说起。

“必须承认，在高尔夫发展的这30年

里，确实也经历了无序发展的阶段。”崔志

强说。

崔志强，原中高协秘书长，经历过中国

高尔夫从引进到飞速发展再到如今的困

局，在提到与中国高尔夫有关的政策时，他

将其分成了三个时期：开放、限制和关闭。

高尔夫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配套产物

——为了吸引外商。那时的高尔夫，就像

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国际机场一样，其

实就不是给大众准备的。渐渐地，高端、奢

华、上流社会等词汇就成了高尔夫的标签。

而随着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打高尔夫，

1995年前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声

音，认为，高尔夫球场已演变成政府官员和

商人之间权钱交易的浑浊场所。

在崔志强看来，这段时间国家政策方

面已经开始限制高尔夫的发展了。

其实，自1993年开始，国家就隔三岔

五出台各种相关的政策法规，限制高尔夫

球场的建设，且力度在逐年加大。

至于“关闭”，则源于2004年出台的暂

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政策。

十年之后，2014年国家对高尔夫球场

的整顿被崔志强认为是为高尔夫行业挤出

泡沫的一个大动作。

尽管这次整治被媒体冠以反腐的名

义，但在崔志强看来，这次整顿也是本届政

府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一个措施之一。

有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高尔夫球场整

饬工作由中央最高层力推，这也意味着中

国高尔夫球场将迎来命运的节点，地方违

建与国家政策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也许

宣告结束。

从1993年颁布第一道禁令，至今已先

后有11道禁令出台，但我国的高尔夫球场

依然野蛮生长。

而在崔志强看来，2014年对高尔夫的

整治无论是对行业本身还是对产业、服务

和投资来看，都是一次利好的信号。“这其

实也是对新建球场的保护措施。”

直至目前，在2004年高尔夫球场的大

限到来之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统计

数据来说明现在高尔夫球场的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高尔夫规则与文化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刘守仁告诉记者，除了曾经

在国土资源部登记在案的10家高尔夫球

场之外，从严格意义上说，其余的都不属于

国家所规定的合规的球场。

这意味着，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

时可能落到这些球场身上。

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刚刚过去的半

年，高尔夫球场的关闭潮在北京、广东、山

东等地轮番上演，一场清理整顿高尔夫球

场的大幕，在全国迅速拉开。

根据朝向集团发布的《中国高尔

夫行业报告》显示，全国高尔夫球场

数量由2004年的178家增长至2013

年的521家，我国高尔夫人口已突破

百万，核心人口也从30万发展到40

多万。

在数字飙升的背后，崔志强认为

这和以往以GDP考核干部的政绩观

不无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提出之前，我们政

府考核干部是以GDP为硬指标，而高

尔夫球场的建设恰恰符合了大宗土地

开发、投资等条件，因此受到了地方政

府的极大欢迎。”崔志强说，“也就是

说，是政绩观的影响。”

其实近年来来自政府层面的禁

令，虽然主要围绕球场的用地问题，然

而，禁令的辐射范围却影射到了整个

高尔夫行业。

除了球场整顿升级之外，2014年

5月中旬，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被纳

入特殊用水行业，水费每吨由4元提

高到160元。这让行业内叫苦不迭。

而高尔夫项目企业所得税的税

率达到25%，远高于一般体育项目的

税率。

行业数据显示，一座18洞高尔夫

球场的投资成本在1.5亿元左右，每年

的维护成本约为3000万元。

此外，新一届中央政府推行的“八

项规定”，对国企和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

规范，直接导致了球场生意直线下降。

“现在最好的时候，只有原来的

40%。”北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高层对媒

体表示，“现在算得上是最难的时候。”

“就现在的状况，这个数字对任何

一家球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有球

场经理表示，“如果将高尔夫捆绑搞房

地产，不仅可以作为球场经营的利益

平衡点甚至是利润增长点。”

以昆明市区某高尔夫项目为例，

该项目总用地3000多亩，其中1000

亩用来建造别墅，按两万元每平方米

计算，一幢300平方米的别墅可以卖

到600万元，而按照0.3 的容积率计

算，1000亩土地可以建300幢别墅。

这样算下来，18亿元资金就可以轻松

收入囊中。

刘守仁每次到球场调研都会遇到

球场老板和他哭穷，但心直口快的刘

守仁每次也和那些老板反算一笔账，

“和房地产的合作以及会员卡的发放

让你们的资金基本已经回笼了”，每次

话题至此，大家都不说话了。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和高尔夫

球场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增长，二者密

切的关系，让来自国家层面的“规范”屡

屡未彰。“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因

此，地方政府就是现如今高尔夫球场以

各种非高尔夫名义出现的保护伞”。

挤出泡沫

捆绑的利益

卸下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