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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一通電話，台灣青年趙洵拎
起行李，前往四川成都，走向未知的領域，自

此也展開了他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事業版圖。

來自新北市新店區的趙洵，畢業於淡江大學政

治系，當兵後去美國念書，認識了中國大陸籍

的未婚妻。從美國研究所畢業後，趙洵來到一

家台資企業工作，並被派赴越南。然而，就在

趙洵思考與未婚妻步入婚姻時，一通電話讓他

決定返回未婚妻的老家四川成都，接手岳父武

強一手經營的成都華盛實業。

成都華盛實業由武強創立於 1993年，從
小區住宅開始做起，事業遍及大陸西北與西南

地區。2013年起，該集團更進軍商業地產，成
立專責的管理公司，在成都的商業中心開始大

放異彩。正當事業來到如日中天之際，武強卻

在這個時候因病倒下了，集團內面臨提前交班

的困境，必須把公司交給女兒打理，而當時身

為武強女兒的未婚夫，趙洵的大壓力是可想而

知。

「當時我接到電話，我非常緊張，那時候

更年輕點，正準備結婚，沒想到岳父會過世。

只想說那就先過來，學習當地市場還有人脈銜

接。」出生在台灣的趙洵雖然來過中國大陸，

但都是旅遊，壓根兒沒想到會在此落地生根，

印象中，趙洵跟岳父僅見過幾次面，只記

得岳父對他印象不錯，也知道兩人正在計劃結

婚的事情。不過，要跟著太太一起接掌事業，

這全然是不同於一般的千金重擔，作為一介政

治系學生，僅在台資企業短暫磨練，對於當時

25歲的他來說，帶領一個企業是不可思議的想
像。趙洵就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下，來到成都，

◆ 文／鄭仲嵐

臨危受命接掌巨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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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一連串集團事務的學習，不熟的人、事、

物，與一切社會關係，都讓他從零開始接受四

川當地文化的洗禮。

從頭開始學習

剛接手集團事務時，趙洵對於房地產事務

相當陌生，加上是以一個台灣人身份在陸企工

作，接掌巨大的集團機器，讓他一度覺得相當

艱苦。「一開始會有人帶，但是有人離職有人

異動，就變成我要自己處理一些（建設）項目，

帶領團隊談判交涉，處理集團內的大小紛爭，

還要親自領軍面對商業夥伴與中國大陸官方單

位，一切都是未曾經歷過的。」

趙洵猶記得，曾帶領 20多人的團隊，親
自去跟對方交涉時，才知道自己經手的業務是

非同小可的，「以前在前公司就是面對一位課

長，但當你面對這麼多金額與龐大項目時，在

談判過程跟技巧、人際關係等就要特別審慎了。

這在台灣可能 40、50歲才會碰到的事，現在
就碰到了」。

此外，跟中國大陸政府的交涉，讓趙洵更

學到艱深學問，他說：「他們可能看我經驗不

足，但我講話就很直率，是什麼就是什麼，做

不到就說做不到」。在中國大陸官場打磨的趙

洵，選擇以誠相待還有直接地表態，讓許多交

涉上少了模糊空間，對方就不會刻意設門檻刁

難。這幾年下來，趙洵在與官方的交涉上，並

未遇到太大阻攔，「他們聽到我是台灣人，有

時還會更熱情點」。

自古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在文化與

種族上也相對包容，趙洵認為，在歷史上，四

川每個一段時間就會遭逢屠殺劫難，卻也因此

融入了湖廣，還有古時候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精

華。靠著鍥而不捨地談判交涉，趙洵在三年後

成功推行了位於青白江的 533畝物流用地，將
它變為國際物流基地。回憶起這次經驗，趙洵

感嘆：「真的讓他學到很多」，從官場文化到

企業經營，他有了不同於一般企業的震撼教育。

移入台式創新

出身台灣的趙洵，自然也對於台灣與中國

大陸，兩地如何結合共創事業發展等深感興趣，

如何結合台灣文創產業，跟中國大陸加深連結，

也是趙洵目前在思索的課題。趙洵說：「畢竟

我是台灣人，我父親也擔任過公職，這邊（四

川）很注重台灣青年發展，如何讓台灣青年跟

學業與職涯上作好的連結，我們在文創上下了

不少功夫」。

趙洵分析，台灣人想法跟點子是很強的，

對於國際資源也更容易吸收。大陸則是注重書

本跟理論，他認為四川雖然也是有老街復興等

文創，但他認為複製性太強，只是換了地方換

了名字，內容其實大同小異。台灣的文創在趙

洵的理解中，是相當全面有規劃的，各項因素

都可以全面推廣，大陸各沿海城市，包括上海、

深圳等也努力地想吸引台灣年輕人去當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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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但目前台灣年輕人來到成都，仍屬於短期

停留，大多是一週或是頂多一個月，短期的走

馬看花即離開，讓他覺得非常可惜。

趙洵因此積極跟當地政府接洽，2018年先
讓三位台灣學生來這邊體驗兩個月，這計劃受

到省台辦的重視。趙洵讓這幾位學生去各大台

資企業實習觀摩，雖然他不是台資企業人士，

但他不斷去跟台資企業接洽。他語重心長地說：

「我記得我當時來到成都，看到環球中心，就

在前面呆站了五分鐘，這跟我在台灣理解到的

成都差非常多，因此我希望讓更多的台灣人去

了解這邊，成都的真實面貌，看看這邊的競爭

是多強烈」。

目前他與幾位當地台商一起規劃商量，並

希望當地政府一起推動年輕人的企業孵化園

區。在他的藍圖中，他希望能引進更多台灣大

學生，甚至在未來辦一些兩岸交流研討會，一

起集結在政界、商界與教育界的人，藉由討論

跟企業參訪，來集思廣益討論兩岸文創的路程。

他也對想赴四川的年輕人建議，一來是誘

因，成都身為旅遊城市，擁有相當豐富的觀光

資源。如果台灣大學生能存一點錢，來這邊輕

度旅遊，甚至來實習，了解當地生活的真實面

貌後，再決定要不要前來試試。再來是台灣年

輕人不能抱著「我比較厲害」的想法來四川，

他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可能十幾年前

台資企業是佔有一席之地，包括現今有些台商

也會這樣想，我覺得這樣不好，要用更開闊接

納的心態，接觸成都人的生活方式，真的體驗

過，再來決定適不適合你發展」，趙洵說。

赴陸要接地氣

從剛開始來到四川，至今川菜的辣讓趙洵

有時候仍難以招架，他笑說：「天天吃還是沒

有辦法的」。然而趙洵原本是不吃辣的，但來

到這邊後，成都當地的好吃料理他都如數家珍，

從不吃辣變成吃辣通，他笑稱自己是不輸本地

人的「美食嚮導」，其中的原因，他認為了解

當地文化，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門，因此吃的文

化他也特別講究。

趙洵回憶，有次台商一起聚會聊天，一位

台商跟他說，他來四川十幾年了，依舊不太吃

川菜，都是工廠內的搭伙。而台資企業的搭伙

與員工餐廳，自然調味是以台灣味為主，台灣

菜也不少。這讓趙洵覺得很可惜，他認為如果

能多多去嚐嚐本地美食，將來對於做生意與增

廣見聞一定有幫助，但他也自嘲四川美食太多，

讓他原本 76公斤的體重，一度飆到快 100公
斤。

也許是台灣人在陸資本地企業工作的緣

故，來到成都的前三年，趙洵都在跟當地人打

交道，甚至沒有時間接觸當地台灣人。「我加

入當地台商會，但是大家都不太認識我，說這

是誰呀，怎麼沒見過？」。前三年很辛苦地深

耕，到了第四年起才比較習慣當地生活，但也

相對接地氣，趙洵見識到了不少一般台商無法

輕易碰觸到的人事物，「確實是有看到更多有

頭有臉的人，我覺得這幾年很值得，當然過程

中會想回台灣，不適應等等，但是老婆給我很

大力的支持」，他說。

在趙洵眼中，目前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算是

邁入小小不景氣，政府對於中小企業的支撐力

度也有待加強，華盛集團預計將轉向更大的投

資案。他笑稱，以前的他非常天真，曾想過結

婚後，跟著太太一起短暫地再過過小倆口的輕

鬆生活，甚至一起去台灣工作、或是移民到美

國等。不過現實總是比任何都還真實，五年以

來跟太太一起胼手胝足，他依舊說了句：「真

的非常辛苦，無法想像的」。一位台灣青年前

往四川成都，與太太一起撐起知名大陸集團的

事業，人生事業的上半場，已經打了相當漂亮

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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