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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賽事等特殊需求，隨著大陸城市的「亮化工
程」遍地開花，加上「夜經濟」的蓬勃發展，一
線城市到五、六線地級城市全都趕搭上這場燈光
盛宴，無「燈光秀」不歡。

周鮑華看好這塊市場的蓬勃發展，於 2015
年 ( 民 國 104 年 ) 成 立 杭 州 佰 影， 宣 告 進 入 光
影科技領域，並先後為 2016 年的二十國集團
（G20）杭州峰會、2018 年上海合作組織青島
峰會製作光影設計演出，廣受好評。

經濟快速發展，逐一點亮大陸各個城市，夜
晚可以燦如白晝、更要璀璨繽紛，五光十色的燈
光秀因應而生。「不僅是旅遊景點，城市建築也
成為燈光表演的載體，甚至變成城市的另種文創
名片。」杭州佰影數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杭
州臺商協會會長周鮑華說。

夜經濟崛起　燈光秀商機無限

過去這類燈光秀多半因應特殊節日、大型會

 文《曾秋英》

二度創業  
光影科技點亮人生下半場
－專訪杭州臺協會長周鮑華

杭州臺協周鮑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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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鮑華解釋，所謂的燈光秀或光影表演，是
結合聲、光、影三者相輔相成的藝術創作，其背
後牽涉的領域與細節相當繁複。首先須依據活動
主旨寫出腳本，再由設計師根據腳本及呈現載體
不同，勾勒出光影動態，最後再搭配音效效果，
每一個細節與步驟都需精準搭配，也需要許多專
業人才，「過程就和拍一部電影一樣困難」。

以該公司在杭州 G20 峰會的代表作來說，
當時背景是在錢塘江畔，利用江畔沿岸 34 棟高
層建築、設置了 70 萬盞 LED 燈源，串成一整片
巨幕，再運用光影、文字、音效等現代化效果，
搭配錢塘江的自然風光以及 G20 峰會的標誌等
多重元素，形成一幅獨具匠心、饒有江南韻味的
畫卷。令人驚艷的燈光表演，也成功為杭州在國
際間打響名號。

以駕訓班起步　光影科技是二度創業

其實周鮑華在大陸是從駕駛訓練學校發家，
跨足光影領域是在 60 歲時二度創業。

身為外省第二代，加上自幼對中國文學歷史
極感興趣，周鮑華一直對大陸抱有孺慕之情。
1990 年因家中經商所需，他首次到大陸考察，
因為父親是浙江人，他在長三角一帶的考察以杭
州作為起點，未料就此成為他的第二故鄉。他笑
說，杭州除了人文歷史豐富、商業發展繁茂，「土
親人親」也是他決定在杭州打拼事業的另一理
由。

當時大陸正值改革開放後、經濟加
速發展的階段，周鮑華認為汽車銷售與
駕駛需求將相應增加，加上大陸剛允許
中外合資企業可經營汽車駕駛員培訓學
校，便決心以此作為杭州事業的起步。

作為杭州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汽車駕
駛訓練班，審批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周
鮑華從研讀法規、考照、到大陸交通部
面試，送審批文件、直到執照核准，正
式成立杭州捷安駕駛員培訓公司，全部
流程前後長達約 8 個月的時間，其中艱
辛不足為外人道。也正因為對中外合資
企業的嚴格審批，墊高了其他外資競爭
者的入場門檻，時至今日，浙江省有臺

資背景的駕駛員培訓學校，仍舊只有他一家，「總
算當時的辛苦沒有白費」。

周鮑華經營駕駛訓練學校也經歷不少起伏。
1990 年代初期，車輛尚未普及，駕駛需求有限，
生意經營不易，當時他還兼營家族的化妝品貿易
事業，等於雙軌並進。到 2000 年以後，大陸的
道路建設、汽車工業發展逐漸邁上軌道，駕駛需
求暴增，生意最好時學員數甚至高達 5,000 人，
於是他放棄其他外貿業務，全心全力拓展駕訓班
事業版圖。此番榮景大約維持了 15 年左右。

到 2015 年，隨著本地同行崛起、市場激烈
競爭、需求逐漸飽和，以及地方政府加強管理，
周鮑華的駕訓班利潤不若前幾年，損益兩平雖無
虞，但轉型升級空間有限，想再提高新的層次有
其難度。「要想在大陸繼續生存，必須有新的思
路。所以我選擇另闢戰場，進入光影科技創作領
域」周鮑華稱。

突破團隊年齡代溝　找到共事均衡點

2015 年，周鮑華因緣際會遇到事業夥伴，
正式踏入燈光秀的文創領域。駕駛員培訓企業並
未停止營運，但他將主要精力放在光影設計的佰
影數字科技。後者發展至今，團隊數來到 40 多
人，他笑說「公司從設計到業務全都是 20、30
歲的年輕人，就我一人拉高團隊的平均年齡」。

捷安駕駛員培訓公司是杭州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汽車駕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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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影數字科技的創意光影秀令人印象深刻

跨足不同領域、夥伴如此年輕，他坦言初期
確有代溝，雙方花了好些時間才找到共事合作的
節奏。「藝術創作者的想法都很天馬行空，但我
們的優勢在於，設計師除了專業基本功，也懂得
業務的組織能力，可以快速掌握業主需求並分析
經濟利益，這也是我這幾年和同事們溝通的成
果」。

雖然一度被 2020 年爆發的新冠疫情打亂營
運計畫，不過周鮑華透露，手邊有幾個大項目仍
在進行，一旦業務談成，將是明後年的工作重點。
杭州將於 2022 年主辦第 19 屆亞運會，該公司
全力爭取機會，冀望透過光影表演展現亞運精
神。另正在洽談的項目，是江蘇揚州籌建中的世
界運河博物館，若能將光影技術結合文物陳列、
歷史典故等展出內容，呈現世界運河的特質，也
是極具挑戰的項目。

杭州臺商挺過疫情衝擊　恢復正常

經營

受疫情衝擊，對各個產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影
響。不過周鮑華說，大陸已建立一套防疫控管機
制，即便之後各地再傳零星疫情，但按照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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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臺協去年在嘉興銀杏湖辨理中秋聯誼活動

篩檢、加強隔離等措施，整體疫情控制
穩定，商業運作也持續復甦。

在去年疫情嚴峻時刻，周鮑華認為
與其坐困愁城，不如運用自身所長，為
抗擊疫情提供一點貢獻。他迅速組織放
假中的設計與技術人員，透過線上作
業，在短短幾天內完成防疫宣傳公益短
片，並分送給杭州、福建、新疆等多個
地區，一方面為醫護人員打氣，展現臺
商共同抗疫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藉此
讓同事們「練兵」，保持設計與創意發
想的動力。

以杭州臺資企業來說，「只要是挺
過疫情，有生存下來的，現在 100％都
恢復正常運作」。杭州因重視環保，重
工業、製造業或污染性產業都已早早外
遷，目前杭州臺商企業多以第三產業為
主，包含旅遊、文創、會展、食品業等，

中小型企業居多。周鮑華表示，臺商企業即便去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下半年起也多已恢復運
作，退出杭州市場的臺商其實不多。

將協會當成企業經營　互助互愛為

理念

經過 8 年杭州臺協副會長的歷練，周鮑華於
2019 年年末正式接掌會長。上任以後，本著「互
動、互助、互愛」的理念，調整協
會內部組織，重新劃分了青年、婦
女、教育、康樂、公益等工作委員
會，除了透過休閒康樂活動讓臺商
們有更多交流的機會，並定期針對
不同主題或臺商關心的事務，邀請
專家進行講座，也鼓勵臺協會員參
與當地敬老、扶貧活動，發揮臺商
在當地的正面影響力。

儘管接任會長不久，隨即遇到
新冠疫情，部分活動無法如期推
展，但他儘量透過其他方式展現協
會的關懷。例如去年年初疫情風聲
鶴唳之時，他立刻召集杭州當地

臺商，在艱難中募集了口罩、防護衣等防疫商品
給其他留守在大陸的臺商，展現協會的「互助互
愛」。

基於責任心，周鮑華把臺商協會當成自己的
企業在經營，幾乎一半的心力都在協會事務，「有
時我的員工也會抱怨怎麼看不到我人影」。他出
任會長還有另一項使命，就是銜接世代交替，培
育更有實力的青年臺商接棒，讓協會未來發展的
更好。「一個演員如果沒有上臺演出的機會，永
遠不會成為好演員」，希望栽培更多杭州的臺灣
青年企業家投入協會事務。

前進大陸　基本功先練好

周鮑華強調，30 年前臺灣赴陸發展的兩大
優勢－人才、資金，已今非昔比、時不我予。以
現在大陸市場競爭之激烈，「除非你帶過來的是
獨家專利技術，或是極為特殊、複製難度極高的
產品」，否則就需做好紅海競爭的準備。有些臺
商一股腦兒想到大陸發展掘金，但專業技能不
足、資金也拼不過大陸企業，最終只能黯然而歸。

想在大陸立足發展，周鮑華認為，首先必須
回歸到基本功，充實自身的專業知識技能。其次
則是充分進行市場調研、瞭解市場特性，掌握政
令法規變化。蹲好馬步，方能為接下來的發展定
下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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