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hn祖籍廣東肇慶，解放前時逢亂世，父親舉家
險渡香港，以求自保，後在香港落地生根。

John同很多年輕人一樣，抱㠥光宗耀祖的初衷，勤奮求
學，17歲那年便申請到美國得州大學讀書，隻身赴美，獲
得計算機學士學位。

赴美學成享高薪厚職
1985年畢業後，John如願進入國際知名公司，成為一名

IT工程師。原本日子可以這樣平靜過下去，熬幾年，成
為項目經理，再熬幾年，成為部門經理，高薪而安逸。

然而，在1996年的一天，John接到好友從內地打來的電
話。John說：「當時克林頓競選總統，他的助手提出了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的設想，日本、歐洲也在談
論。好友誠邀我到北京看一看，拿到機票我就去了。」

同胞渴求知識 「該做點什麼」
1996年的北京並沒有現在繁華，破舊的電車，經濟剛起
步。John猶豫了。見了一些中國掌管電信的領導，其中一
位黑龍江女局長的話打動了他，她問John：「我們也想發
展，但是我們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裡。你能告訴我們
麼？」

後來回到美國，John做出了改變他一生的抉擇，放棄美
國花園別墅的家，毅然飛回北京，住進了西郊的農家院。
他笑㠥說：「旁邊就是農田，早上不需要鬧鐘的，雞鳴就

好。」
「很多朋友不明白為什麼，我也不明白。」

John說：「因為我無法迴避那位女局長的問
題，我也給不了她一個答覆，但是我記得
1996年中國人眼中，那種對知識渴求的迷
茫，我覺得我該做點什麼。」

「這裡才是創業天堂」
1996年回國後，John加盟亞信科技，親自

參與建設了中國電信骨幹網絡，這也就是今
天的中國互聯網前身。John至今十分驕傲，
親手把互聯網接到故鄉廣東肇慶。1997年，
John又到深圳，接通了內地與香港的互聯網
節點。後來，他也成為亞信科技集團的副總
裁。

John說：「在亞信的5年是我最懷念的5年，參與建設了
中國互聯網的骨幹網絡，這在我一生的事業之中都不會後
悔。互聯網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是內地這片遍
地機遇的熱土，成就了我。」

如今的John在北京已經整整16年了，對北京有㠥很深的
感情。他說：「16年來每天都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不知
道何時身後來了座高樓大廈，東西南北建成了便捷的地
鐵。與美國得州10年不會變的生活不同，這裡才是財富和
創業的天堂。」

進軍團購發掘新機遇
John性格上不允許自己生活安逸固化，他說：「每當我

搞懂一件事情，我總忍不住轉向別的更有趣的。」這促使
他辭去了亞信副總裁的職位，輾轉多家電商。在2011年，
John發現了新的事業興奮點，加入美國最大團購公司—
Groupon，成為其在內地的第一個員工。

2011年堪稱中國團購元年。團購興起如浪如潮，頂峰時
全國多達6,000家網站。團購泡沫破裂亦如雪崩地震，

「每個月死掉1,000家」。John說：「在香港、美國、內地生
活多年的經歷，讓我總能找出社會的不同，發現機遇，創
業掘金。2012年的團購電商正面臨事業決策的十字路口，
究竟怎麼走，成為所有人的問題。」

在John看來，電商們沒有明白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哪
裡。他說：「團購的核心競爭力在生活與服務，這是為中
國新興消費群體認可的，行業危機在於沒有誠信了，商家
trust的喪失，帶來欺詐與投訴的惡性循環。中國市場需要
誠信，事實上，未來10年到20年，機會都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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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個免費公共自行車系統，提供可載小孩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位於深圳市鹽
田區的首個公共

自行車交通系統開通已逾半年，隨㠥在鹽
田工作和居住的港人增加，他們也可憑藉
有效證件輕鬆辦理公共自行車騎行卡。據
了解，截至目前，鹽田已累計發放騎行卡
超過1.7萬張，日租車最高峰超過7千人次。

鹽田區公共自行車交通系統按照5,000輛
公共自行車、6,500個鎖柱、160個站點的規
模建設，在適合騎公共自行車的城區內，
以任一點為圓心、300米至500米為半徑的
範圍內驛站。在整個轄區內租借公共自行
車實行通租通還、網絡智能化管理。

每小時2元 首小時免費
租自行車首小時內免費，1小時後每小時

收費2元。但如果在1小時內隨便選擇一個
驛站還車後再次辦理租車，還可繼續免費

騎1小時，直至享受全天免費租車服務。
鹽田區現已開通6個辦卡點，港人可就近

前往任何一處，出示回鄉證，按規定簽訂
公共自行車租賃協議、填寫租車申請表，
並交500元押金，就可成功領取騎行卡。此
6處辦卡點分別是鹽田區行政服務中心城管
局服務窗口、沙頭角街道田心社區工作
站、海山街道梧桐社區工作站、鹽田街道
鹽田社區工作站、鹽田街道東海社區工作
站、梅沙街道大梅沙社區工作站。

按金方面，鹽田居民每卡200元，港人每
卡500元。騎行卡（或深圳通卡）採取自願
充值的原則，但當資費低於20元時，將不
能租車。

辦卡租用簡單港人稱便
已辦理騎行卡的港人李先生表示，公共

自行車確實提供了方便，也省了掉鏈子、

擔心丟失、搬上搬下的諸多麻煩。據悉，
鹽田區已跟深圳通公司達成協議，將鹽田
公共自行車系統中的「借還」系統與深圳
通結算系統進行對接。今年5月起，港人亦
可直接刷深圳通租自行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實習記者 田秋霞 深圳報道

John已經在北京成家立業，他說：「我其實
是三分之一香港人，三分之一美國人，三分之
一內地人。日久他鄉變故鄉啊！」

工作之餘，John喜歡打打羽毛球，看看
NBA。幾年前，他組織來自歐美、非洲的很多
朋友，成立了國際羽毛球俱樂部，經常通過大
使館介紹，與世界各地的球隊進行交流比賽。

為林書豪抱打不平
John非常關注NBA，最近華裔ABC（即

American-Born Chinese）林書豪紅遍美國。
John為他抱打不平。他說：「林書豪低調，不
愛出風頭，如果不是中國人，他早就成為球星
了。16年前我就看到，每一個美國夢背後是捅
不破的天花板，看得到，打不破。」

John說：「因為你是中國人，媒體就會懷疑
你，教練和隊友就不相信你。林書豪在美國的
成功是很多華人的縮影，在一個白人社會，只
有比白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證明你是
Good。」

除了熱愛運動，John未來打算更多的投入到
公益中。前不久，他在公司發起活動，把舊傢
具捐助給通州區七彩農民子弟學校。

正因為把內地當做故鄉，才會關心在乎。
John說：「對金錢的崇拜把人變得心冷了，盲目
了，自私了。其實社會有很多需要關心的人，
比如在北京打工子弟的小孩，或許沒有富貴的
命，但是我們盡自己一點愛心，把舊玩具、衣
服捐助出來，就能改變一個小孩的童年。」

John很擔心現在的年輕人。他說：「現在的
年輕人沒有對生活的信仰，追求豪華車，買個
Gucci包包，並不是人生的全部。」

IT男棄安逸北上
助建中國互聯網

32年前，一個17歲的香港年輕人走出公屋，踏上了求學

美國得州的旅程，勤工儉學，只為大洋彼岸出人頭地；16年

前，「年輕人」已成為事業有成的IT工程師，卻放棄高薪厚職，飛回對互聯網一片空

白的內地，只為「把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帶到中國去」。16年

過去了，昔日的年輕人無悔當天，「是大陸這片遍地機遇的熱土，

成就了我」。這位不再年輕的IT人就是何紹鈞（John Ho），中國骨幹

互聯網的建設者、先行者、傳播者，現職美國最大團購公司

—Groupon中國區副總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港 在北京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他鄉變故鄉
投入公益改變社會

16年來，像John一樣堅持留在北京的香港人
可能並不多。其中很多由於生意做不成，或者
生活不適應。John說：「未來10年的機會都在
中國。1996年互聯網造就了新浪搜狐，2003年
以後，房地產造就了新富階層。今後中國的機
會在製造業，製造業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

發展製造業要自創品牌
John說：「未來中國分兩條路來走，一方面

是內地發展，另一方面是走出國門。中國的製
造業工藝是世界一流的，iPhone、iPad這裡製
造，缺的是國際品牌、國際設計、國際營銷和
推廣。另外，中國能不能把自己的品牌打出
去？走不出這條路，我們就會永遠為別人做嫁
衣。」

在John看來，成功的香港企業，要走近客
戶，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求。他說：「內地處
在高速發展階段，內地有內地的不足，香港有
香港的問題，不能用統一標準來看事情。抱怨
是掙不到money的。」

他認為，正因為中國現在與國際上有差距，
所以才給了港人機會。比如內地社會服務、流
程管理不健全，香港管理服務公司才有機會。

「兩地的差距並不是拉開了距離，而是存在融合
的可能，這之中蘊含㠥無限商機。」John說。

十幾年裡，身邊很多朋友來來回回。John真
心希望他們「心靜下來」。他說：「港人在北
京，適應社會，找出差距，找出自己特點，才
能贏。要積極主動融合到內地的生活，而不是
仍固守在港人的圈子裡。一下飛機，講幾句英
文就能挖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通

州區七彩

學 校 向

John頒發

錦旗，表

示感謝。

融入神州生活
未來10年機會多

何紹鈞：這片遍地機遇熱土成就了我

鹽田公共單車 發卡利港人
生 貼士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1. 租車：持租車卡於鎖止器介面的刷卡區
內停留1秒至2秒，鎖止器介面上
的綠燈亮閃後變長亮並發出提示
音，公共自行車鎖止器開啟，30
秒內將車拉出。

2. 還車：將自行車推入鎖止器，鎖止器介
面綠燈閃亮，發出提示音；將租
車卡在鎖止器的刷卡區進行刷
卡，綠燈停閃長亮，還車成功。

租/還車流程

■John與外國的朋友一起給學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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