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张衡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那一年，

他在美国看到了室内蹦床公园项目， 成年人和孩

子们在各种蹦床上一起玩乐的场景， 眼前不由一

亮，心头掀起了好奇的波澜。

“这就是我继续创业的方向，”作为体育产业的

连续创业者张衡，一直以来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有

什么样的项目能让大人带着孩子一起释放天性，

又玩得尽兴？之前，在国内，他也用心体察，却总是

看到大人和孩子“始终玩不到一块”。购物中心里，

那些从国外引入的儿童乐园， 外圈通常坐着一群

埋头刷手机的家长。而能让家长们玩“嗨”的体育

娱乐项目，却也让孩子坐着一边的“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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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职工忙于工作，亲子互动的时
间本就难能可贵， 如果在双方相处的时间仍
然各玩各的，实在可惜。国外这些大型蹦床公
园亲子同乐的热闹场景， 就这样刻进了张衡
的脑海里。凭着为人父和多年创业的敏感，他
对项目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这一考察，竟然
发现彼时蹦床公园在国内近乎空白， 而另一
方面， 国内的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发展呈现局
部井喷态势，都市中，职工对健身娱乐、亲子
互动的需求日益增长。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是个全年龄的项
目，把国外的蹦床公园引入国内，完全可行。”
不经意之间， 张衡成了国内蹦床行业的先行
引入者和领军者。目前，在上海，他已经有三
个蹦床项目处于洽谈阶段。 而从上海驱车两
小时到达苏州中心商场， 就能体验张衡最新
的得意之作———欢跳蹦床公园。 在人气本就
旺盛的苏州中心商场，暑假之际，欢跳蹦床公
园成为当仁不让的职工亲子活动的网红打卡

地，即便是工作日，候场区也坐着大批等候定
时入场的人。

但把蹦床公园引入中国， 照抄拷贝肯定
是行不通的。张衡总结了几点：“场地不一样，
入门基础不一样， 不少需求也不尽相同，”因
而，在让蹦床公园落地，张衡需要不断调整、
重新研发，匠心和创意一点都不能少。

连续创业者的“心结”

把欢乐送给职工，把压力留给自己，这是
张衡的座右铭之一。在旁人眼中，作为“80后”
连续创业者的他， 颇有商业头脑， 在大学期
间，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2007年，他
就创立了一家拓展服务训练公司， 为有户外
团建和培训需求的公司提供服务，从策划、设
计项目到流程设定，都驾轻就熟。但很快，市
场上类似的公司越来越多， 入门门槛低加上
恶意的竞争压价， 严酷的现实让张衡不得不
迅速转变方向。“因为喜欢足球和篮球， 再加
上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所以，我就投入
到了经营这些球类的体育项目中。”但这些项
目需要时间沉淀，对于创业者来说，虽然能看
得见行业的发展，但短时间内，经营足球场，
未必挣得有停车场多。

“我也希望能找到一个长久的创业方向，
能长时间深耕这个领域，当然，也能在短时间
内站稳脚跟。”于是，寻觅新的创业方向一度
成为张衡的“心结”。在把国外的蹦床公园引
入国内成为他的创业新目标之后， 仍有大量
的工作需要张衡去一一考证和完成。“我们先
弄清楚了北美和澳大利亚蹦床公园的数量、
规模和人口比例，”张衡粗略估计，仅在美国，
拥有一批高频次顾客的蹦床公园的数量应该

在1000多家以上，而且，蹦床公园的数量还在
不断增长， 说明市场需求旺盛。 对应当地人
口，把蹦床公园引入中国，其市场潜力相当惊
人。

“当然，像美国、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很
容易利用老建筑、 老厂房进行蹦床公园项目
改造，拿地不难，而且不少家庭都住House，孩
子从小就玩蹦床，到蹦床公园里玩，已经有了
一定的基础，在更专业的场景和空间里，自然
能玩得花样百出。

“而且， 国外蹦床公园粗糙的工业风，也
未必是国内消费者能普遍接受的”。 张衡坦
言，国外的蹦床公园经营环境和国内不一样，
在蹦床公园早期， 他就已经做好了面对困难
的准备。

看得见风景的“公园”

在苏州中心商场的欢乐蹦床公园并非张

衡在国内开设的第一家蹦床公园。“蹦床公园
对建筑室内场地的要求很高，净挑高必须在6
米以上，”一方面，寻找合适的场地是难题，而
另一方面， 大多数人对蹦床公园都没什么概
念。最初，张衡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要
开蹦床公园？ 那个是不是就是国外引进的儿
童乐园啊？”

“怎么办？ 那就一点一点教会大家怎么
玩。”张衡的蹦床公园，最初的固定常客是一

批专业运动员，以及游泳运动员、跑酷练习者
和杂技学校的学生。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
会上，蹦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现在，国内已
经培养出一批专业蹦床运动员。同时，花样游
泳运动员和练习杂技的学生， 也需要在专业
的蹦床上练习一系列动作。

张衡坦言，蹦床其实是一项全身运动，对
身体平衡训练有很大的助力。不过，蹦床的
入门门槛一点也不高，是一项很有“亲和力”
的运动，普通职工和孩子在熟悉蹦床照样也
能“自由蹦”，完成很多连他们自己都很吃
惊的动作。好在现在是移动端短视频兴起的
时代，张衡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将蹦床
公园里的各种玩法上传，诸如“别样公主抱”、
“蜘蛛黏黏墙”、“欢乐打地鼠” 都引来百万点
赞。

但是， 蹦床公园成为网红并没有让他止
步不前， 在他看来选址很重要。“和北美的人
生活习惯不一样， 蹦床公园应该开设在城市
中心的大商场里，”苏州中心商场的一片挑高
较高的区域，成了张衡的理想之地。事实上，
这个机会也是张衡耐心等来的。“商场对客流
量是有要求的， 达不到要求的可能就会进行
业态调整升级。”最终，在经过数月的接洽之
后， 张衡用实际的数据说服了苏州中心的决
策者，打造了一个毗邻东方之门与W酒店，能
俯瞰金鸡湖全景，将月光码头、湖心岛、摩天
轮尽收眼中，看得见风景的“公园”。

为中国职工量身定制

不只是选址，在服务职工、增强亲子游戏
互动方面，张衡也下了十足的功夫。他发现，
不少年轻人在弹床上高高跃起时， 会有模仿
灌篮高手做投篮姿势的冲动， 于是便设立了
趣味极限灌篮区。“公园” 里的国内首个弹床
闪避球场地， 也是他和团队在观察消费者在
蹦床上的玩乐习惯， 做了大量考察之后研发
的项目。

“那个刷上 ‘I love’ 大字的高台跳水项
目，也是我们独家研发，”张衡举了另一个例
子，最初，他们设立高台，是让工作人员望
之用。虽然高台边都设立了警示牌，但不少玩
家还是偷偷摸摸从楼梯上来， 然后往下面的
方块海面堆里跳。张衡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当
即对项目进行了重新调整。“不同的人都应该
在蹦床公园找到自己的玩法， 大人要找点小
刺激、小惊喜，孩子要释放天性，高压的职场
人到这里来减压， 我们要做的不是禁锢和束
缚他们， 而是找到满足他们需求的更好的方
法。”凭借这样的理念，张衡想出了“高空跳
水” 的项目， 通过安全性和可行性测试的项
目， 从开放伊始就成为人们在蹦床公园里必
玩的项目。很快，其他同行发现了这个创意，
现在，“高台跳水” 已经成为国内各大蹦床标
配之一。

“虽然是借鉴国外的蹦床公园， 但是，我
们仍然在不断观察和发现人们的需求， 进行
调整和重新设计。可以说，很多项目是在玩家
的推动之下，由我们来设计和执行的，”根据
张衡介绍，不只是“高台跳水”，他们还从当红
的真人秀节目中寻找灵感。“我们这里的 ‘一
落到底’， 让人们在体验惊险刺激的失重感
时，把心中的恐惧都呐喊出来，但为了增加安
全感， 玩家在跳入海绵堆里的时候抱一个柔
软的公仔玩偶。 这个细节就是我们借鉴了真
人秀的，很受职工欢迎。”

当然，设计新项目，除了创意之外，安全
性和可操作性也需要被反复论证。这一点上，
张衡和他的团队从来都亲力亲为， 用时间和
匠心来打磨。在打造“公园”中最刺激的项目
“旱雪大滑梯”时，为了获得滑台的高度、倾斜
角度等最佳数值， 张衡和他的团队反复试验
了三个月，最终才确定了7米高的滑台，60°的
倾角。2秒的刺激体验，成为不少职工减压“神
器”。即便是周一周二，也有不少服务行业的
职工趁着闲时特地到蹦床公园来减压。

张衡现在的工作节奏是每三个月要更新

一批项目。“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去找专业的
供应商制造，在安装之前都会找不同的人群，
甚至亲身体验和测试，”不过，和其他创业不
同，在欢乐的蹦床面前，张衡他们的创业的
艰辛和辛苦似乎减轻了不少。而且，他还意
外地发现，蹦床公园创业项目让他多少兼顾
了家庭。“我的两个孩子周末除了补习班，都
在蹦床公园里度过， 我也能时时看到他们，
工作间隙，也能跟他们有一番互动。”说起儿
子的体育能力，张衡语气里满是欣慰，“老师
说他的平衡能力很不错，我也在旁留心观察，
这应该和平时玩蹦床是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