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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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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在台灣聽說大陸滿街都是武警、很恐怖。」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首任會長
張漢文回憶起28年前投資大陸時心裏曾經過一番激烈的掙扎。1987年雖然兩岸開放探親，但到大
陸的台灣商人並不多，對曾經隔絕數十年的大陸知之甚少。雖然充滿疑慮，但張漢文經過實地考
察後，決定在廣東東莞當 「開荒牛」 ，成為首批登陸投資的台商。正是由於張漢文眼光獨到、敢
為人先，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兩岸交流30年來，台商足跡幾乎遍布神州大地，兩岸經貿總額也
從1987年的15億美元上升到去年1796億美元，有力地推動了大陸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1989年台當局鼓勵發展高新技術
，企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製造業
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台灣已經很
難生存。當時，很多台灣企業家都把
工廠遷移到東南亞。張漢文在那一年
也到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考
察，尋找企業轉移的地方，但由於當
地工業基礎和物流設施不發達，令從
事外貿的張漢文失望而回。於是有香
港的朋友建議他到大陸看一看。

張漢文1949年隨母親赴台，之後
再沒踏足大陸，那一次是他離開家鄉
江蘇江陰40年後首次回鄉。他發現家
鄉與想像中完全不一樣，整個社會都
很自由，人民生活也改善了，台胞回
來很受禮遇，買火車票都有特殊窗口
。但當時江蘇的工業不發達和物流不
便利，於是又在朋友的提議下到廣東
東莞考察。

百日建起首條生產線
那時的東莞全是高低不平的丘陵

，甚至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但卻有
一個獨特的優勢：貨物可以直接運到
香港。對於做出口貿易的企業而言運
輸方便至關重要，東莞正符合這個條
件。另一方面，張漢文感受到東莞當
地官員很親切，老百姓思想也開放，
當時他就覺得這個地方可以考慮。
1990年張漢文決定落戶東莞。其富華
鞋廠遂成為第一批轉移到大陸的台灣

工廠。
上世紀九十年代，東莞為了吸引

海外投資，當地政府已建好了廠房，
投資者可以廉價租用，無需為找土地
、建廠房而傷腦筋。台商只要帶着機
器、技術、客戶、材料、資金進來，
找一個合夥公司幫忙辦好各種手續，
幾乎可以馬上開工。

張漢文第一條生產線，從落地到
正式開工只用了三四個月，一年半以
後又建了第二條生產線。在張漢文的
企業剛剛落地那五年，台商在東莞的
投資非常便利，一傳十、十傳百，越
來越多台資企業落戶東莞，台商隊伍
也日益壯大。

2000年以前，東莞是舉世聞名的
製造名城， 「全世界一聽說東莞，都
覺得在那裏發展會掙很多錢，那時年
輕人打工都要到廣東、到東莞」，說
起上世紀90年代的輝煌，張漢文一臉
自豪，認為台商對國家的經濟發展、
解決就業等都很有貢獻。

傳統行業蘊含高科技
工廠越來越多，需要的工人也越

來越多，東莞開始出現缺工人、缺土
地的現象，加上後來大環境的影響，
大陸方面希望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
。張漢文說如今全國各地發展起來的
台資企業幾乎都與東莞有關係，尤其
是製造業，都是東莞分廠分出去的，

現在全國各地很多台協會長也是東莞
出去的。

在很多人印象中，製鞋是傳統產
業，既是勞動密集型又耗能污染，是
要淘汰的行業。然而，記者在參觀位
於東莞高埠的富華鞋業時，卻是廠房
明亮，每一條流水線上工人各司其職
。在產品展示廳，記者還看到一封來
自美國的感謝信，寫信的是一位女士
，她的丈夫穿了張漢文企業生產的抗
電擊靴，在遭遇接觸14000伏電流的
意外後，不僅活了下來，並且毫髮無
損。

張漢文說，由此表明鞋子也可以
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產品。這些年，當
缺工在大陸成為常態後，張漢文也在
積極設計自動化生產線，但他坦言並
不容易，電子類產品實現自動化生產
容易，而一隻鞋子的生產要經過十幾
道工序，當中大多需要人手操作。

創建全國台企聯
從當東莞台協會長開始，張漢文

就一直致力於為台商排憂解難。大家
也常請他幫忙解決問題，這讓他堅定
了成立全國台企聯的想法。經過兩年
籌備，張漢文於在2007年成立了全國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並得到大
陸方面認可。全國台企聯將大陸台商
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成為促進兩岸經
貿交流和推動兩岸和平的強大力量。

鼓勵創新 台企申請商標獲獎四萬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報道：

俗話說 「英雄所見略同」，與全國台
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首任會長張漢
文一樣，從事燈飾生產的台商林閩應
在27年前也看中了廣東便利的交通位
置，但與張漢文落戶東莞不同，他選
擇了增城。

初期兩岸人工相差20倍
上世紀90年代，隨着台灣生活水

平提高，許多年輕人不願加班，島內
企業隨之出現 「用工荒」。林閩應因
此產生了把工廠搬到大陸的想法。當
時增城的經濟才剛剛開始起步，各種
配套還不完善，土地平整、通水通電
等各種問題都需要溝通。林閩應說：
「剛開始時以廠為家，停水停電是很

正常的事，晚上沒有水洗澡，只好每
人發兩瓶礦泉水湊合着擦一下，早上
起來沒水刷牙，就拿啤酒來漱口。」

1992年工廠正式投產的時候，員
工不過三四百人，月薪才300多元人

民幣，但在那時已算是很好的收入，
「當年兩岸的人工差距高達20倍，在

大陸什麼都覺得便宜。」林閩應說，
人手充足，訂單也源源不斷， 「那年
代台商只要認真經營，沒有不賺錢的
。」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他說自
己根本沒有感受過什麼叫淡季。

當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以及轉型
升級的困境，林閩應沒有選擇將工廠
搬遷到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而是

着手提升產能：一方面，實施自動化
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
，加大新產品的研發投入，開發出多
種既節能又環保的新產品。

如今大陸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
大，也出資扶持企業創新。林閩應說
： 「我們成功申請一個商標就可以獲
得4萬元人民幣的獎勵，這對減輕企
業經營壓力有很大幫助」，也對台商
加大科研投入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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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故里 台胞率先回福建興業
【大公報訊】記者何德花報道：

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 「鼓勵台
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後，台商到大陸
投資開始合法化。但早在這之前的
1981年，祖籍福建的不少台胞已 「偷
步」回故里興業了。大陸第一家台商
獨資企業便是落戶福州的閩台行百貨
有限公司。

「我父親陳信維也是最早回福州
投資的台商。」福州台商陳秀容說，
父親陳信維祖籍福州長樂市，曾在

1982年借由第三地繞回大陸，冒險回
了一趟老家，回台後被 「禁足」。兩
岸開放交流後，陳信維便迫不及待地
跨越海峽，回鄉創業。

陳信維在福州投資創辦了先施企
業有限公司，投建先施大廈、先施百
貨，與閩台行一道，成為榕城的地標
，引領福州商貿業態。1993年陳秀容
也來到福州，繼承父親衣缽。

三年前陳秀容當選福州台商協會
會長。不久，大陸推出 「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系列政策，鼓勵扶持台灣
青年到大陸創業。在陳秀容看來，台
商協會的角色也應該開始轉變。她開
始利用微信群擴大聯誼、服務更多的
台胞，特別是服務到大陸來的台灣青
年群體。 「三十年間，台商群體從製
造業轉向商貿服務業，他們（台青）
需要了解政策，作為台灣娘家人更要
做好服務。」陳秀容在任兩年間，福
州台協會會員從200多人增加到400多
人，並成立了台灣青年創業基地。

30年兩岸經貿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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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全國台企聯首任會

長張漢文敢為人先，
抓住了大陸經濟發展
的機遇 黃寶儀攝

▲富華鞋廠的產品展示廳
黃寶儀攝

▲張漢文在廣東東莞開辦工廠，成為首批登陸投資的台商。圖為他創辦的富華鞋廠 黃寶儀攝

▲張漢文收藏了 「2005年春節台商
包機首航」 的簽名帽子 黃寶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