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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組車廠供應單一品牌的訂單高達

250 萬輛的不多，因為超過 200 萬輛

以上的國外品牌或進口商，大多數都會有 2-3

家的供應商，而吉納兒組裝廠就是異數，該

廠每年供應美國 Kent 近 300 萬輛車子。

退休後重回自行車業

吉納兒的董事長葛亞力，相信很多自行車

業者都認識，他曾任職於瀋陽鞍山自行車

廠總經理，20 多年前斯伯斯曼（Sportsman）

品牌風光一時，就是來自鞍山自行車廠，在

1990 年代能創立品牌，且能成為消費者喜

愛的新品牌更是少見。葛亞力也在 1991 年

離開鞍山自行車廠，並轉任政府國家機構

的計劃委員主任，業務包括機場建設、高

速公路等大型建設，直到 2000 年自政府單

位退休。

2001 年葛亞力到上海尋找商機，很快地，

在 2002 年開始從事小型自行車廠，葛董事

長表示，那時有一家日本自行廠（中榮）倒

閉，經 APES（艾栢仕）介紹，葛亞力向其

買下廠房和設備，自 2002 年 6 月開始組裝

自行車，年產量約 6-7 萬輛，其子葛雷也在

2003 年自澳洲學成歸國，幫忙父親經營自

行車事業。

與Kent由代工轉為股東關係

由於美國 Kent 品牌過去也由鞍山自行車

代工，所以葛董事長很自然的就找 Kent 董

事長阿諾談合作，合作後，不管在語言文

化和觀念難免會與葛亞力董事長有不同看

法，而葛雷就成了最佳的溝統協調橋樑，那

吉納兒與Kent
            品牌相輔相成

時侯 Kent 年銷售量約 70-100 萬輛，也正因

為過去已有合作，所以吉納兒和 Kent 很快

的從代工關係轉為股東關係。

葛總經理說，2008 年是一個轉捩點，原

物料飆漲造成企業利潤都被稀釋掉，可以

說大多數企業都虧錢，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吉納兒和 Kent 從中找到共識，很明顯

雙方合作都從中獲益，同時多年來業績都

大幅成長，甚至倍數增加，例如 2002 年產

量為 7 萬輛，2003 年就跳升到 20 萬輛，

2004 年達 40 萬輛，葛雷也在 2005 年正式

進入公司挑起大樑。

產量逐年大幅提升

因為業務急速成長，所以吉納兒於 2005

年在昆山增設一個廠，年產量為 10 萬輛，

使吉納兒 2010 年產量提升到 140 萬輛，

2011 年又增到 210 萬輛，2012 年幾近達

300 萬輛（294 萬輛）。吉納兒的產品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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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納兒董事長葛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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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為主，如 20 吋以下產量為 100 萬輛，20

吋為 100 萬輛，20 吋以上為 70-80 萬輛。

吉納兒目前設有 3 家公司、4 個工廠，第

3 廠在 2011 年建成，2012 年正式生產，葛

總經理表示，除上海廠只有 7,000 多平方

米，其它廠都有 20,000 平方米，四個廠都

有 4 條噴漆線、1條噴漆線以及 2 條組裝線，

所以共計 7 條生產線，目前員工有 2,300 人；

對於常見的缺工情形， 吉納兒表示，目前並

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2010 年吉納兒和 Kent 互相持股，吉納兒

持有 Kent 49% 的股份，Kent 在美國近幾年

銷售量創新高，如 2011 年和 2012 年銷售

260 萬輛，而吉納兒幾乎 90% 的自行車產

量都供應給 Kent，只有少部份出口到澳大

利亞、加拿大、日本，雙方締造了非常成功

且緊密的依存關係。

▲吉納兒總經理葛雷。

▲美國Kent董事長Arnold Kamler（左），右為他的兒子Scott Kam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