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岁成为自行车手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徐鑫灵也
在关注，男子公路自行车比赛场上，身
着红色骑行服的中国选手像一名“孤勇
者”，以完赛273公里的成绩实现了国内
该项目的历史性突破。6个多小时的漫
长较量，徐鑫灵看得紧张又激动，他仿
佛目睹了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在赛
道上和职业选手拼到最后一刻。

时间回到12年前，自行车行业火过
一段时间。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16岁的徐鑫灵在仅接触自行车4个月
后，就站上了冠军领奖台。手里拿着
奖金和奖杯，他第一次享受到了自己的
高光时刻，也为走上车手的道路攒下了
信心。

和其他运动员一样，徐鑫灵对于骑
行的热爱，源于追逐竞技体育的刺激、
喜欢站上赛道的兴奋感、享受骑行到一
个全新地方的体验。他1个月训练里程
接近2000公里，这差不多是成都到拉萨
的距离。

之后的5年时间，徐鑫灵除了上学
就是在赛场上。因为在多个著名商业
赛事中拿到不错的成绩，他逐渐在行业
内崭露头角，也辗转了多个有名车队。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自行车联赛上，他
的积分都保持在业余选手前5名，甚至
能一天拿两个冠军，这些比赛的奖金足
以支撑他这份热爱。

业余运动员的出路

自行车运动员分为专业和业余两
种，徐鑫灵曾有机会进入省队参加专业
比赛，但他并没有选择“体制内”，而是
走上一条更商业化的道路——成为全
职业余车手，这意味着他可以拥有更多
自由训练和比赛的时间，但未来的每一
步都得靠自己。

“一次比赛的花费上千元甚至万
元，比赛中的吃、住、行，包括装备的更
新全部需要自费，虽然奖金可以平衡支
出，但不是所有比赛都能拿到好成绩。”
最开始到各地参加比赛的徐鑫灵给自
己定下的最坏目标，是至少把回家的路
费挣回来。

但徐鑫灵没想到的是，2017年的一
次受伤，断送了21岁的他继续提升的
路。当时正在冲刺的徐鑫灵突然被横
着撞飞出去，腿上的韧带差点断掉，但
他起身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看自行车有
没有坏。

“本来准备去欧洲参加国际比赛
了，但摔车后的伤势无法支撑高强度训
练，只有在家休养。”随着年龄的增长，
如果无法进入更高的平台发展，则意味
着徐鑫灵需要换种方式谋求出路。

沉静两年的日子，徐鑫灵考虑过转
行，甚至还当过房产中介，但即便如此，
身体恢复后，他还是期待上场比赛。
2019年，他在四川参加的所有比赛中都
获得了冠军，这让他无法割舍自行车给
他带来的成就感。

“当爱好不能养活自己时，就想办
法去养活爱好。”那时候，徐鑫灵已在圈
内小有名气，赛场上关于他的那些精彩
躲车和控车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他也

把自己的骑行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圈了不少粉，大家都称他为“徐神”。

粉丝们关注到骑行这个行业，骑行
本身零散的生态变得更加聚拢。徐鑫
灵也开始转变思路，在比赛之余，计划
通过自己积累的影响力来经营车队和
自行车店。

两年开了10家车店

疫情过后，随着户外运动消费崛
起，露营、滑板、滑雪、飞盘……逐渐进

入人们的视线。其中，自行车本身属于
环保出行的代步工具，又兼具运动锻炼
的属性，人们可以在休闲骑或竞速骑中
释放压力，热爱运动或者想要运动的那
群人开始购买人生的第一辆公路车。

商业嗅觉灵敏的徐鑫灵看到了市
场的变化。2021年，在入股第一家自行
车店后，他感受到了骑行热在逐渐升
温。他发现，周围骑行的人多了起来，
自行车店的销量也有了明显变化。“赞
助我们车队的轮组品牌，2022年的销量

同比增长了200%。”他说。
上千万骑友撑起的新消费，让骑行

公路车从小众运动逐渐走上了主流赛
道。包括徐鑫灵所居住的成都，政府打
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绿道——成都天府
绿道，让众多爱好者实现了城市骑行的
第一步。“成都的骑行氛围让外地朋友
羡慕，他们甚至想‘打飞的’来体验。”徐
鑫灵说。

这个过程中，骑行经济的趋势也在
改变。新人大量涌入骑行圈后，3000元
至5000元的自行车成为他们选择的主
流。

“这群人中至少有小部分人会爱上
这项运动，在骑行到一定程度后，自然
而然就有升级装备的需求，比如置换稍
微高端的成品车，或者通过轻量化改造
提升性能。”徐鑫灵表示，比起前两年，
行业的增量大多数来自装备升级，目前
正是新人进阶的时候。

迎着这股风浪，虽然人生第一家
店已退股，但从2022年到现在，徐鑫灵
的自行车店（包括合伙）即将开到第10
家。2024年下半年，他给自己定下了
一个目标：“一年2500万元的销售额应
该可以达成。”

把骑行做成事业

开自行车店门槛并不高，上百万元
成本的综合店和花几十万元开的夫妻
店，都在这个市场上百花齐放。但2024
年的骑行界已和10年前有了巨大差别，
单凭一家车店不足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的目光，要想真正把骑行的生意做成长
久事业，平衡自己车手的身份，徐鑫灵
也在寻找更多契机。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公路自行车
青训确实成为一种趋势。”徐鑫灵也在
观察，国际比赛场上，自行车作为欧美
国家的“传统领地”运动，中国选手从
未停下追赶的脚步，培养年轻一代大有
可为。

为了未来某一天孩子或许能成为
业余或者职业运动员，越来越多的家庭
走上了“卷”运动项目、“卷”体育赛事的

“氪金之路”。从徐鑫灵的经验来看，作
为一条相对小众的赛道，公路车项目竞
争选手不会太多，也比较好出成绩，但
是要想成为国内顶级选手，也需要花费
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作为业余选手，徐
鑫灵一路走来的花费也超过百万元。

因此，青训可能是骑行领域里未来
一大新机遇，徐鑫灵合伙的第10家店就
加大了这一环节的投入，而他自己也想
弥补无法深造的遗憾。“我们组织的夏
令营会到云南大理、新疆等地，带孩子
们体验骑行的快乐。”徐鑫灵也会在青
训队里挑选比较有潜力的车手，一旦孩
子有意愿走上职业道路，就会一对一地
制定训练计划，安排他们到欧洲或东
南亚等国家训练和体验比赛。

11年间，自行车江湖风起云涌，徐
鑫灵实现了从运动员到职业经理人再
到车行主理人的身份转变，他也把自己
职业生涯的遗憾转化为对青少年车手
的培养。伴随着骑行生态的不断变化，
他正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自己作为一
名业余车手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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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鑫灵合伙的自
行车店。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生一
走 进 新 职 业 人 的 生 活

追着南疆晚上9点的落日余晖，迎着现场观众的热情欢呼，8月10日，28岁的南充人徐鑫灵骑着公路自行车
在新疆阿克苏完成了一场比赛。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出现在直播间，虽稍显疲惫但依然认真地向粉丝讲解
着骑行装备。

疫情过后，城市骑行开始大火，骑行生态的改变，给像徐鑫灵这样的业余车手带来了赛场外的机会。站上
赛道，他是1个月训练里程接近2000公里的业余公路车明星选手“徐神”；离开赛道，他是拥有10家店、年销售
额可达2500万元的车行主理人。从用爱好养活自己，到用事业养活爱好，与自行车相伴11年的徐鑫灵抓住了
骑行经济这股“风”，在车手与车店主理人的身份之间找到平衡。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姚瑞鹏

从业余车手到车行主理人

看“徐神”的飞驰人生

▲ 徐鑫灵在斯洛文
尼亚街头骑行。

人 物 简 介
徐鑫灵，28岁，南充人，现居

成都，自行车业余车手、高士特车
队队长、10家车店主理人、全网超
70万粉丝运动博主。2023年4月1
日，第七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
赛（福泉站）公路赛，徐鑫灵组成
的车队获得男子精英组公路团体
亚军。5月27日，在2023“澳瑞特
杯”中国·榆林第二届沿黄观光路
国际自行车赛中，徐鑫灵夺得国
际公路组冠军。6月11日，徐鑫灵
获得中国新疆第15届环赛里木湖
公路自行车赛首个赛段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