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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單⾞新希望　College bike紀翔
蔡翔宇 報導

單⾞，是⼀種通勤⼯具，抑或是⼀種時尚單品。對於College bike創辦⼈紀翔來
說，⼀台單⾞代表著⼀個⼈的⽣活態度，承載著打破舊有⽣活模式的可能性。

2014年，當時就讀台灣⼤學經濟系的紀翔與國中時期就認識的，同為台灣⼤學學
⽣的好友戴維良，這兩位⼤學⽣看⾒了台灣學⽣平價單⾞的缺⼝，攜⼿創立了
College bike，以平價、美觀及⾼品質為原則，第⼀季即獲得佳績，短短兩周就
銷售⼀空，從此成為台灣⼤學⽣喜愛的熱⾨品牌。

觀察⽣活痛點 保持批判⼼態
雖然⽗⺟皆為創業者，但紀翔卻沒想過⾃⼰也會⾛上創業這條路。「引導我現在
在創業這條路上有幾個關鍵的因素，⼀個就是我從⾼中開始就養成記筆記的習
慣。」創業困難，最難的莫過於在最初的創意發想，紀翔從⾼中時期養成隨⼿筆
記的習慣，也許是⼀個打動⼈⼼的⼩故事，也許是有啟發性的點⼦，都會是他筆
記的內容，「我在⽣活中看到了哪些問題跟痛點，我就會⾺上記下來。」他說
道。「重要的不是記下來這個動作，⽽是培養看⾒問題的眼光。」隨⼿筆記的習
慣讓紀翔保持對⽣活觀察的敏銳度，成為他創業的優勢之⼀。

雖然⽗⺟皆是⾃⼰創業，但紀翔卻沒想過⾃⼰也會成為創業者。（照片來
源／蔡翔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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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蔡翔宇攝）

保持批判的⼼態是紀翔能成功創業的另⼀個因素。「我隨時保持著警戒⼼，就是
這個社會運作的⽅式不⼀定是對的。」不管是看職場、政治或是教育，都隨時提
醒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即使是⽇常⽣活中⼀些不便的地⽅也應該是
想辦法解決它，⽽不是習慣它。

⾝為台灣⼤學的學⽣，為了趕上課時間⽽騎單⾞在各系館間來回是家常便飯，紀
翔要的不是⼀台「堪⽤」的單⾞，⽽是⼀台能有個⼈風格的單⾞，但是要買到⼀
台完全符合期待的單⾞不是那麼容易，⾛進⼀家⾞店，店內擺了許多不同的⾞
種，可能都沒有⼀台是他喜歡的，就算看上眼了，價錢對學⽣來說也不親⺠。觀
察到這樣不便的⽣活經驗和帶著批判的眼光看台灣單⾞製造業的環境，創辦
College bike的想法在紀翔腦海中⽣根萌芽。

坐⽽⾔不如起⽽⾏
在創辦College bike以前，紀翔和好友戴維良就已經有合作的經驗，不過與單⾞
完全無關。他們想做的是建立⼀個蒐集⼤學校園風雲⼈物的臉書網⾴，為了這個
網⾴籌備了⼀個⽉左右，在⼀天晚上，毫無預警地有類似的網⾴已經開始運⾏
了，接著各個⼤學同性質的網⾴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紀翔回想起當時，他和戴
維良眼看⾃⼰籌備已久的網⾴，竟被⼈捷⾜先登，兩⼈沮喪地癱坐在沙發上，卻
也無能為⼒，只能放棄這項計畫。如此慘痛的經驗也讓他們學到了⼀課，那就是
「當有好的點⼦就直接開始做」。紀翔說：「世界上聰明的⼈太多了，⼀定有⼈
想到跟你⼀樣好的點⼦，關鍵在於誰的執⾏⼒比較好。」

所以當紀翔與戴維良提到學⽣單⾞的缺⼝，他們決定立刻⾏動，隔天⾺上南下拜
訪⼀家⼜⼀家的單⾞⼯廠，即使對單⾞根本是⼀無所知，紀翔語帶尷尬地說：
「當時與⼯廠老闆溝通時，因為⾃⼰根本什麼都不懂，讓⼯廠老闆們很傻眼。」

起初他們並沒有打算成立⾃⼰的品牌，⽽是拿別⼈的產品，然後幫他們⾏銷。紀
翔說，沒有⼀間⼯廠想把⾃⼰的招牌交給這兩個什麼都不懂的⼤學⽣。最終他們
決定⾃⼰創立⼀個品牌，找到了⼀家願意幫忙⽣產的⼯廠，College bike正式誕
⽣。紀翔笑道，因為現實的因素，College bike算是我們「被迫」創立的。

挫折內化成動⼒ ⼈⽣轉捩點
2015年，紀翔為了打探College bike在歐洲市場的可⾏性，所以前往荷蘭交換⼀
年，被問到為何選擇去荷蘭？他不加思索地說：「因為那裡是單⾞王國！」⽽戴
維良留在台灣主要處理College bike的事務，那年他們全都⽤視訊開會，College
bike也如火如荼地推出新的⼀季。

⼀年過後，紀翔帶著滿滿的收穫和構思好的計劃回到台灣，和戴維良約在公館的
⼀間咖啡館⾒⾯，迫不及待地想與他討論College bike未來的⽅向。沒想到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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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咖啡館⾒⾯，迫不及待地想與他討論College bike未來的⽅向。沒想到戴維
良劈頭就問：「你還有打算繼續做嗎？」紀翔感到納悶，他怎麼會問這種問題。
戴維良向紀翔坦⾔他不想再繼續做了，團隊也已經解散。「⼀路從⼤三做到這個
時候，做出了⼀點成績，在校園中也⼩有名氣，之後⼜出國等等的，⼀切看似順
利，卻在這個時候重重地摔了⼀跤。」紀翔說。聽完戴維良的話，紀翔並沒有責
怪他，反倒是覺得有點愧疚，也非常感謝戴維良這⼀年的付出與犧牲。談好了股
份的分配，紀翔毅然決然地⼀肩扛下已經解散的College bike。

「接下來的七個⽉，是我最低潮的時候。」⼀個⼈接⼿⼀間公司，負擔是可想⽽
知的重，這段時間紀翔完全與外界隔絕，幾乎不與任何⼈互動。早上起床吃飯，
然後去跑步，在跑步的過程中沉澱⾃⼰，並且反覆質問⾃⼰「這真的是我想要的
嗎？」，每天過著同樣規律的⽣活，確立⾃⼰的意志和擬定未來藍圖，無關乎別
⼈現在做得如何，或是會不會成功，只問⾃⼰想做什麼，「這段時間是我最低潮
的時候，卻是我收穫最多的時候。」紀翔微笑著說道，在這段時間紀翔找到了⾃
我以及真正想透過College bike傳達的理念。

⾛過了七個⽉的低潮，紀翔重新振作，接著歷時半年尋找認同他的⽬標並願意與
他並肩同⾏的團隊夥伴，從零開始，籌備College bike第五季，準備再次驚艷⼤
眾。

紀翔找了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審慎挑選每個領域的⼈才，從零開始。
（照片來源／紀翔提供）

⽬標打造有靈魂的品牌
在城市中⽣活的⼈們，⾝上都被許多⾁眼看不⾒，卻能強烈感受到的細繩綑綁
著，每⼀條細繩都代表著不同的壓⼒、性別、⼯作及⾦錢等等，被束縛著無法⾃
由地享受⽣活。騎上單⾞，在繁忙喧鬧的街道中來回穿梭，擺脫束縛，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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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時尋找到⾃我，這就是經過沉澱後的紀翔想藉由College bike傳達給消費
者的理念，「我們的單⾞沒有特別的魔法，運作原理與其他單⾞都⼀樣，但是我
想藉由College bike傳達的理念是遠遠⼤於單⾞本⾝的。」紀翔⾃信地說
著，College bike的每⼀台⾞都是有靈魂的，不單單只是解決表⾯的需求，⽽是
能由內⽽外地改變⼀個⼈的⽣活⽅式。

2017年，College bike邁入第五季，紀翔打算將College bike定位成副品牌，並
把公司改名為Commuter，推出中⾼價位的單⾞，主打國外市場，將眼光放得更
遠⼤。當初的兩位⼤學⽣，如今剩下紀翔，少了當初⼀起打拼的夥伴，卻沒有動
搖紀翔打造有靈魂的品牌及提供獨特⽣活⽅式的決⼼，在未來的路上，紀翔將更
加堅定地帶領著College bike團隊⾛向世界。

⽩板上寫滿了Commuter和College bike的未來藍圖，在2019年
時，Commuter將進軍歐洲市場。（照片來源／蔡翔宇攝）

      

 記者 蔡翔宇

編輯 賴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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