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
岸
經
貿

S
traits B

u
sin

ess M
o
n

th
ly

22

半路出家　從空少到臺商

劉玉中會到大陸經商可說是「半路出家」，
他的前半生跟企業經營完全扯不上關係，1978
年從關渡基督書院畢業後，就進入中華航空擔任
「空少」，做了將近 20 年，直到 1997 年 9 月，
已是座艙長的劉玉中因為家族的號召，選擇辭職
赴陸。

當時家族企業「敦威國際有限公司」主要經
營進出口貿易與電機水泵的生產代工，提供美國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龐大的商機，吸引眾
多臺商西進，現任山東濱州臺協會長劉玉中也因
緣巧合踏入其中。面對當前新冠肺炎肆虐，百業
蕭條，其實劉玉中並不陌生，因為他的事業就曾
經歷過 2003 年（民國 92 年）「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ARS）的考驗，並憑藉著「誠信」
度過難關。

 文《王振陽》

面對疫情挑戰
劉玉中以誠信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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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湖區幾個州的家用水泵需求，然而兩家美國
大客戶要求代工產線必須分開，加上臺灣人工成
本高昂，所以敦威決定赴陸設廠。

劉玉中說，「當時想去大陸的人不多，家族
不得不臨時把我從飛機上拉下來，火速派往寧波
擔任萬豐電機公司的總經理」。

在經營家族工廠三年多後，2001 年，劉玉
中又面臨離開家族羽翼的契機。在寧波經營工廠
時，亟需人手幫忙，祖籍山東濱州的他，想起了
老家的親戚，打電話找來一位侄子到寧波幫手，
並招收上百位濱州同鄉的工人。

故鄉的呼喚　迎來創業契機

當時濱州並沒有幾個臺商，濱州市長得知情
況，2001 年初親自到寧波拜訪劉玉中，並邀請
他回老家考察。

劉玉中原本只打算禮貌性回訪，因為山東生
產水泵的原料不容易取得。結果當時濱州提供了
許多政策利多，而且土地價格便宜、房地產競爭
者少，在友人的推薦與鼓勵下，他一腳踏入了濱
州的房地產開發。

在 2003 年成立濱州兆華置業房產開發有限
公司時，劉玉中設想過可能遭遇的種種挑戰，但

第一個建案啟動，竟然就遇到「SARS」來襲，百
業蕭條，這肯定是他未能想像得到的。

第一案就遇 SARS　變賣家產苦撐

回想起事業的最大難關，劉玉中表示，在這
個小區建案開盤第一個月，SARS 就來了，所有
銷售被迫停止、工人不能上班。80 畝的工地空
了四、五個月，8 棟樓房因此鋼筋裸露、鏽蝕斑
斑、雜草叢生，客戶紛紛要求退房、退款。

詎料，在兆華承受很大經濟壓力，面臨倒閉
的關鍵時刻，合夥人竟然違約停止資金投入，並
要求抽回資金，可說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但不同於許多建商紛紛跑路，劉玉中選擇把
天母的房子賣掉，並跟朋友借錢，維持公司運轉，
苦撐下來。後來施工團隊得以繼續建設，而看到
工程有進度的客戶也慢慢恢復信心，最終完成建
案，順利交屋，並沒有讓客戶受到損失。

危機亦轉機　誠信贏得好口碑

劉玉中指出，第一個建案就遇到 SARS，是
危機也是轉機，熬過這個關口之後，兆華也博得
當地民眾的信任，「因為我們沒有逃跑」。第二

劉玉中以誠信贏得客戶信任，此為其公司建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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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建案開放預售的第一天就
銷售一空，後續開發案也都
很順利，公司進入良性發展。

面對 SARS 事件，劉玉中
選擇以「誠信」對待客戶，
堅持完成建案，最終得到豐
碩回報。其企業宗旨為「誠
信、 敬 業、 創 新、 卓 越 」，
排第一的就是「誠信」。劉
玉中說，不論在哪個行業，
誠信都是最重要的，兆華沒
有背信，反而讓後續建案得
到客戶認可。「SARS 這一關
雖然很困難，但後來想想，
也很感謝有這個考驗」。

另一方面，看待 2020 年新冠肺炎在大陸爆
發，與 2003 年 SARS 經驗相比，劉玉中覺得，
這次新冠肺炎不像 SARS 那麼突然，大陸控制得
還不錯。對於臺商而言，衝擊只有初期一段時間，
除了個人因素之外，目前臺商在這邊運作情況都
算正常良好。

大陸強調「房住不炒」　轉型文創

與特色結合

後來兆華深耕濱州，在特批 10 年的外資房
地產開發營業執照到期後，2013 年改成中泰置
業房產開發有限公司。4 年前，中泰還跟當地瓷
器公司合資成立「木犀藝術文化有限公司」，專
門生產藝術瓷、生活用瓷等貝瓷。

談起大陸房地產發展多年，北京近年出手調
控，強調「房住不炒」，劉玉中也分享其轉型經
驗，他說，2003 年從業之初，傳統住宅的「剛性
需求」非常旺盛，所以一開始都是小區建案居多。

位於二、三線城市的中泰決定轉型，最近啟
動「中國水落坡收藏藝術小鎮」開發案，採取建
築與藝術融合的文創方向，兼具食衣住行育樂等
機能配套。此外，也開始朝有特色的住宅型態發
展，例如「第四代住宅」，強調每一戶都有探出
去的平臺，種滿綠植，是擁有居家後花園的森林
住宅。

創立臺商協會　公益不落人後

濱州臺協於 2012 年 9 月 12 日成立，是大
陸第 126 個臺商協會，劉玉中是創會會長，目前
已連任第二屆，預計 2022 年 9 月卸任。

他說，當時臺辦主任主動找他成立臺協，因
為濱州臺商人數並不多，比較大的臺企也大多是
派駐臺籍幹部，他算是當地比較資深的。劉玉中
坦言，最熱絡的時候，濱州大概有 120 多家臺資
企業，但隨著時間過去，臺商增加的少、離開的
多，目前大概有 50 幾個。原因是濱州交通不便，
制約當地的發展，許多臺商後來都轉移到濟南、
青島等地。但目前有兩條快速城際鐵路已在施工
中，未來到濟南機場只要半小時，相信交通的改
善會帶給濱州更多發展條件。

大陸各地臺協都積極從事公益活動，濱州臺
協也不落人後，劉玉中表示，由於濱州臺協並沒
有收會費，當地政府也沒有提供補助，所有公益
活動支出，他都要設法一手包辦，包括捐建學校
教學大樓、修路、裝路燈、助學等，遇到像汶川
大地震這樣的天災，也要慷慨捐輸，協助災民重
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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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在大陸　依法合規都有保障

談到臺灣人西進大陸的優勢與建議，劉玉中
表示，大陸的環境對臺商來說，相對熟悉也比較
便利。20 年多來，大陸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
步，在許多領域甚至超過臺灣，已經不是以前我
們印象中的大陸了。只要是依法合規，不管是經
商、工作或生活，臺灣民眾在大陸都能有一定的
保障。

他指出，臺商只要能找到好的項目或事業，
在大陸發展仍然具有優勢。惟大陸官方提出「31
條」惠臺措施，各地是否能夠落實，還必要跟當
地政府協調，「畢竟有些政策還是有解釋性的」。

劉玉中提醒，如果要在大陸從商、投資、經
營，事先一定要做的考察，可以先透過海基會或
臺商朋友，多瞭解大陸的政策法規與習慣，相信
可以獲得很多寶貴意見。

臺商鮭魚返鄉　缺地是老問題

而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劉玉中坦言，目前的
確讓臺商們感到擔心，也給工作生活帶來不方
便，「兩岸要恢復交流榮景，必須靠雙方共同努
力」。

此外，劉玉中也關注臺商「鮭魚返鄉」。為
了規避近年美中貿易摩擦帶來的關稅，家族企業
的電機水泵公司 2020 年中旬回臺，在新北市三
峽投資設廠。但劉玉中指出，希望政府對鼓勵臺
商回臺投資的政策，可以加大支持的力度，例如
尋找合適的土地、廠房，並沒有那麼簡單。「不
能說政府不積極，但有些事情，真的有難度」。
疫情期間，許多臺商停留在臺灣的時間較長，海
基會藉此機會經常舉辦小型參訪聯誼活動，到各
縣市考察投資環境，立意甚佳，也頗受好評。希
望能持續辦理，並協助解決臺商回臺投資所遭遇
的各項問題。

劉玉中熱心於兩岸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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