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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市場契機　白手起家

回顧林見松創業背景，就讀大學期間就半工
半讀到報關行累計實務經驗。畢業後，大學的恩
師成立船務代理公司，僱用勤學又努力的林見松
成為員工，也進一步協助林見松奠定往後成功創
業的基礎。

1980年代，臺灣經濟蓬勃發展，政府為了
加速市場自由化廢除玉米及黃豆進口公會，當時

近期一場臺商與澳洲商工部的視訊會議上，
一名臺商向澳洲官員建議臺澳應考慮簽定 FTA，
以增進雙邊貿易關係，他是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
會名譽總會長、海寰船務代理創辦人林見松。

林見松自 1996年 (民國 85年 )移居澳洲已
20餘年，始終熱心僑界事務，因此對海外臺商
經營情況了解甚深，本次專訪，林見松在目前國
際局勢動盪、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布局問題上，為
臺商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觀點。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林見松人物專訪：林見松

臺商布局新南向國家　

要有社會責任　進行產業升級

 文《葉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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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13日，蔡英文總統接見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屆
回國訪問團一行，肯定臺商總會長期
對臺商的協助。  

大宗物資進出口頻繁，但多數臺灣廠家卻將船班
主導權交給國外廠商，壓縮了利潤空間。見此，
已有豐富實務經驗的林見松想幫臺灣企業創造更
多利潤，遂於 1987年自立門戶，成立國際性船
務代理公司。

談起創業印象最深刻的事，林見松回憶說，
公司剛成立時，他和另外兩名夥伴想要租辦公
室，在那個經濟繁榮的年代，辦公室很難租，林
見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公司要分租，到了那間辦
公室後老闆卻一直忙於講電話，桌上同時還有兩
支電話響個不停。

林見松說，他一進到辦公室，想都沒想就衝
上前去接電話，「老闆在講電話哦，你先留電話
我等等請他回電」。就是這一個對林見松來說再
平常不過的動作，讓該名老闆看上他積極的樂於
助人，掛掉手上的電話後想都沒想，就直接將辦
公室裡 3張剩餘的辦公桌租給林見松，並當場請
走其他也正等待分租的「競爭者」。

林見松回想起覺得有趣，自此之後公司發展
相當平順，直到 1996年，他看到澳洲大宗物資
豐富，以及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決定舉家移民
澳洲，並在當地成立子公司。

感念家鄉栽培　積極投入僑務

事業的成功，讓林見松更感念家鄉臺灣的栽
培，在澳洲時就非常熱衷僑界事務，不僅擔任僑
委會僑務委員，也陸續擔任澳洲墨爾本多個臺灣
社團的負責人、大洋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世界臺灣商會總會長等，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讓全球看見臺灣、臺商，並提升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林見松於 2017年擔任世界
臺商總會長期間，積極配合政府協助企業海外
布局政策，認為應提高臺商在經商所在國家的
地位，所以推動完成編纂「臺商經貿投資白皮
書」越南篇及泰國篇，以完整書面報告的方式，

敘述給當地政府個別產業臺商經商時所遇之困
難和挑戰。

其後，世界臺商總會編纂白皮書的工作，並
沒有隨著林見松任期屆滿而停止，菲律賓篇與印
尼篇也相繼完成。林見松還說，越南和泰國臺商
數量多，且產業更迭、國際局勢等條件一直在變
動，所以他又建議現任總會應今年應再撰寫臺商
白皮書。

林見松認為，遞交經貿投資白皮書給投資地
政府，作法就像在臺灣的美國商會、歐洲商會、
日本商會向臺灣政府提白皮書作法一樣。臺商總
會透過白皮書提供經貿發展積極性建議給當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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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期能吸引更多臺商到當地
投資設廠。

貿易戰鼓打響

臺商應加快全球布局速度

2018年 7月起，美國分批向
產自中國大陸總值 3,700億美元
產品加徵 7.5～ 25％不等的關稅，
進一步加重在陸經營成本，許多
企業不堪負荷，開始將部份產線
遷離中國大陸，其中包括許多大
陸臺商。

林見松表示，大陸是世界的工
廠，隨著經濟發展亦變成世界的市
場，但建議企業不要把雞蛋放在
同一個籃子上。如果臺商要內銷大
陸，可繼續在大陸生產，如果以外銷為主，就可
考慮評估移部分生產線到別的地方生產。

貿易戰情勢下全球供應鏈重組勢在必行，已
是現在進行式，一方面，政府希望臺商根留臺灣，
提出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
資、中小企業加速投資三大行動方案，希望藉此
吸引臺商回臺投資，進一步提升臺灣產業結構及
經濟動能。另一方面，在部分高勞力密集等產業
上，協助臺商往新南向等其他國家發展。

林見松認為，臺商需要考慮各國供應鏈完整
程度、成本等問題來轉移生產基地。例如鞋業
大多會移到印度、越南，其中印度還著重資訊
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產業，緯創、鴻海等臺
灣資通訊大廠都已在印度布局，美國品牌也一
直在鼓勵美企往印尼、印度走。而泰國同樣著重
ICT，在汽車零組件供應鏈方面也越趨完整。

成本方面，越南、泰國等海外企業進駐較早
的國家，土地、人力成本已上升到一定程度，所
以林見松建議臺商可以考慮選擇印度及印尼。

雖然近期緯創在印度遇上一些麻煩，部分臺
商也反映當地基礎建設還不完善，同時宗教、人
文等因素都會增加經營難度，但林見松指出，印

度人口眾多，是有經濟發展潛力的國家，正在積
極調整，改善該國經商環境，進一步壯大經濟實
力。過去臺灣也有很多企業在印度經營很成功。

此外，現在很多人在談非洲，但非洲對中小
企業來說更遠、更難，林見松建議，因為臺商多
以中小規模為主，所以應該往門檻較低的市場布
局。例如越南、印尼、泰國等跟臺灣比較友好的
國家，都設有臺灣工業區，印度的臺灣工業區也
持續增加。這些工業區不僅歡迎臺商進駐，還會
幫助臺商解決經商時所遇之問題，成功機率相對
較大，是臺商可以考慮的。

善用政府資源　強化競爭力

林見松特別強調，以前臺商在海外做生意是
「一卡皮箱到了當地就埋頭苦幹」，但臺商不應
該「賺了錢就跑」，所有的國家都在進步，臺商
不能再用過去思維以及做法經營企業，要自我提
升，而要能在其他國家深耕，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必須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經營，以趨
勢看，必須重視 ESG（社會、環境和企業治理），

林見松熱心僑務，2017年參與「英捷專案」，走訪
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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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才會得到該國的重視與歡迎。

林見松介紹，目前我政府多管齊下協助臺商
海外布局，資金方面，如僑委會有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幫助海外臺商在有需要營運資金時，透過
該基金獲得優惠貸款。尤其在疫情期間，信保基
金數度增加臺商可貸款額度，最高可到 25萬美
元，保證成數提高到 9成，利息及手續費也由政
府補貼。此外，臺商也可透過 OBU（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的方式融資。

產業升級方面，工研院、生產力中心都有組
團到多個南向國家了解當地臺商需求，根據個別
產業進行輔導，之後也會跟臺商保持密切聯絡，
設法解決轉型時所遇到的瓶頸。

林見松說，長期以來，臺商習慣凡事靠自
己，覺得這樣比較快，但他認為透過政府對投
資國進行了解、進行評估，才能降低在海外投
資的困難度。

RCEP 簽署　從會員國找替代供應

15國涵蓋 22億人口、經濟規模占全世界 3
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已於
2020年 11月 15日完成簽署，林見松認為將對
從事傳統產業的臺商難免會有些衝擊，但具體的
程度還要時間觀察。

他建議從臺灣進口原料或零組件的臺商，轉
從馬來西亞、泰國等 RCEP會員國尋找，如此能享
有免稅優惠。他並強調，企業一定要做轉型升級
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才能提升利潤降低成本。

林見松表示，世界臺商總會在全球六大洲
80個國家都有臺商會的組織，若廠商有意往海
外投資，歡迎和當地臺商會聯繫，世界臺商總會
都會提供建議意見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