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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人物

林清发：
台湾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陆““骑骑””迹迹

■ 本报记者 傅立钢

在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台湾贸易中心组团参加了

服务贸易投资说明会暨合作洽谈会。会后，演讲嘉宾、北京捷安特商贸公司董事

长林清发接受了《中国贸易报》记者的专访。林清发曾经是自行车运动员、教练，

还是 2008年奥运会北京地区唯一一名台湾火炬手，现在担任全国台湾同胞投资

企业联谊会（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北京台商协会会长等职务。

自小爱好成为终生事业

林清发在台湾花莲出生和长大，他的爷爷奶奶曾经开了一家卖自行车

的小店，他也因此和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个头还没自行车高时，林清

发就开始学骑车，后来又学会了修理自行车。年轻时，林清发成了一名专业

的自行车运动员，并曾以中华台北自行车代表队教练的身份，率团参加过四

届世界自行车锦标赛、三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以及 1990 年的北京亚运会，其

中，最好的成绩是 1993 年获得亚锦赛的金牌。

谈起从自行车跑道转到商业跑道的经历，林清发告诉记者，1989年7月5日，时

任自行车教练的他在结束了在香港的一场比赛后，只身前往北京考察。“我是为第二

年的北京亚运会铺路。气候、场地都是影响比赛成绩的关键。同时，我也想了解一

下大陆自行车运动的发展状况。”退役后，林清发在家乡花莲开了一家自行车店，生

意好到让捷安特老板聘请他到台北天母开捷安特在台湾的第一家直营店。除了当

捷安特自营店的专业经理人，林清发还是捷安特车队的教练。

1992 年 9 月 30 日，捷安特在江苏昆山开了一家自行车工厂，林清发自荐

到北京卖自行车。这一决定并不被人看好，大家都觉得林清发不出 3 年就会

打道回府。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林清发带着创业金 500 万元新台币，于

1994 年在北京朝阳区的十八里店开了第一家捷安特自行车专卖店。如今，

捷安特专卖店已经落户全国各地。

几年来，除了冠名赞助国家女子自行车队之外，捷安特还长期赞助北

京、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方车队。按照北京的未来规划，林清发估计，2015

年，自行车出行将占交通出行量的 38%。因为人们愈加关注健康、运动、生活

品质等，大陆的自行车市场商机无限。

林清发介绍，捷安特作为世界知名自行车企业之一，有 30 多年生产自行

车的专业经验。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以及行销全球的成功理念，

捷安特精心打造每一个零部件，通过一步到位的服务方式以及自行车专卖

的形式，改变着消费者的观念。如今的捷安特，卖的不仅仅是自行车，更是

一种理念、一种自行车文化。在捷安特的世界里，自行车不仅仅只是一种代

步工具，它还是时尚、休闲、健康、环保的代名词。

在企业管理中，林清发也

时刻注意给员工灌输这种理念。

捷安特的企业管理摒弃“高压”，公司

里从来不用打卡机。在员工培养方面，

公司不惜代价解决员工困难。自 2005 年起，每

逢台湾自行车展，公司就会组织员工到台湾去参观学

习，员工们称之为“学习之旅”。在林清发看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捷安特

员工，必须热爱自行车行业。只有真正感受过自行车展，才能对自行车文化

有更深层次的体会，才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工作中。

殷殷奥运情 光荣火炬手

“当时真是心潮澎湃，难以抑制自己的惊喜”，回想自己成为北京地区唯

一一名台湾火炬手的经历，林清发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已经过去了

五六年，林清发对记者追述这段往事时，仍然难掩心中的激动。当时有 8 名

台湾人士参与竞争，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成为那个幸运儿——因为从资

历来比较，他不及其他 7 位；从企业来看，其他竞争者的企业都规模很大，但

是，林清发当过运动员及教练的经历让他最终赢得了这个机会。

“这辈子，我跟体育运动有着不解之缘，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过奥

运会。”林清发说，能以一名火炬手的身份参与奥运，可谓是“功德圆满”了。

林清发对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分珍惜，那段经历也让他刻骨铭心。2008年8

月6日早晨，林清发成为传递奥运圣火北京段的第6棒火炬手。在北京故宫前，他从

福娃的设计者韩美林手中接过火种，从端门跑向天安门。在北京841名火炬手中，

从航天英雄杨立伟到央视名嘴白岩松、小巨人姚明，前10棒的火炬手，个个星光熠

熠，林清发置身其中感到光荣也感到压力，短短的几十米，跑起来却并不轻松，他说：

“我身上担负着无数台湾同胞的殷殷奥运情，每一步都凝聚着深深的份量。”

林清发还邀请记者采访后去参观他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

离“鸟巢”、“水立方”仅咫尺之遥，骑自行车几分钟即可到达。“我就在奥运的

门口”。他笑称，当初把公司总部选在“鸟巢”、“水立方”之畔，就是希望把北

京奥运会的风采尽收眼底。

当记者问他是否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喜欢这座城市时，林清发对

记者说，在北京居住十几年，见证了这里的每一次进步、每一个变化。北京

乃至大陆给他的印象越来越好，经济和社会跳跃式的进步出乎他的意料。

“我知道有一天会这样子，但是不知道它来得那么快。”林清发说。

商海人生

“这个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领导者。有媒体评论，包括我

在内的几位行长近期卸任，是一代银行家的淡出。‘家’并不敢

当，但‘代’确是我们的幸运。”这是马蔚华辞别招商银行的告别

信中的一段话。这封告别信里用到最多的词是“ 年轻”、“ 年

轻”、还是“年轻”。有人总结说，从里面读到了恋栈和不甘。

有媒体称从招行内部人士处了解到，马蔚华是希望继续留任

的，就在今年 4 月回答媒体自己任期满了以后的去留问题时，马蔚

华曾表示“将来不管做什么，都能有为招行继续效力的机会”。

“这3年中，马行长找我谈过，尽管对招行充满感情，很难舍得离

开，但考虑到年龄问题，从招行长远发展来看，决定本届结束之后不

再担任行长。”招行董事长傅育宁的这段话是 5月 31日在招行股东

大会上说的。而在去年招行的一次股东大会上，傅育宁曾表态，马

蔚华非常有经验、对招行又熟悉，如果他有精力，可以继续任行长。

据招行内部人士透露，今年 64 岁的马蔚华精力旺盛，每天

只睡 6 个小时。他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就在一年前他还说：

“我现在一听 iPhone 就很兴奋。”他对招行的未来规划中，包括

移动支付和小微信贷。

在辞任前，马蔚华是最年长的央企副总。记者查阅资料发

现，按照中组部和国资委下发的规定，央企领导班子成员退休

年龄原则上为 60 岁。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可以放宽到 63

岁。一份相关统计显示，截至 2013 年 2 月，央企高管中超龄未退

的，60 岁到 63 岁的共有 40 人。

央企高管到点儿就得退，这是体制内的硬杠杠。相比之

下，民营企业家的退休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年 69 岁的柳传志去年辞任联想控股总裁后，还表示不会退

休。就在半个多月前，他高调亮相，叫卖现代农业品牌“佳沃”，背

后是联想控股已经花费10亿元初步打造的水果全产业链版图。

今年 5 月，现年 68 岁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还和女儿

宗馥荔去英国，为他的欧洲品牌精品商场娃欧商场做推介。他

表示，要将自己的退休年龄延至 90 岁。

马蔚华退休后会干什么呢？有网友建议这个 60 多岁仍然保

持年轻心态和进取动力的银行家去阿里金融。目前，马蔚华并未

透露退休后的动向。一个有参照的选择是，2010 年 9 月，马蔚华

的搭档、执掌“招商系”近 10 年、63 岁的秦晓同样因年龄问题辞任

招商银行董事长后，成立了私募基金博源基金，做起了投资。

此前，一些退休的央企高管的“出路”也有不错的例子。国新

公司董事长谢企华（70岁）退休后返聘，中冶科工的经天亮（68岁）、

中煤能源的吴耀文（70 岁）、煤炭科工的刘高倬（70 岁）此前均为央

企高管，退休后则被国资委任命为央企外部董事长。 （王 赟）

马蔚华离职：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