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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地基建投資帶動設備需求方興未艾，他決定提
升生產工藝，專攻技術更高的汽車變速箱與減速設
備的齒輪。經歷數年研發與升級，為保障汽車齒輪
的鍛件供應品質，還新增投資鍛造廠，從加工業拓
展至原材料的鍛造業。

何宗憲的產品漸獲口碑，目前日本車廠豐田、
日產，大陸車廠吉利等都成為固定客戶。之後他
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專門生產日產變速箱的零件；
2015 年再進一步拓展到電動代步車的齒輪箱。何

對臺資製造企業來說，去年至今正經歷一場
艱辛且漫長的大考。從疫情剛爆發時被迫停工，到
今年原材料與運費飆漲、全球缺晶片等市場變化，
嘉善臺商協會會長、承田汽車配件工業有限公司總
經理何宗憲稱，自己旗下的汽車自動變速箱齒輪、
鍛造等業務也都受到不小的衝擊，一路走來點滴在
心頭。

面對眼前的經營考驗，赴大陸發展已逾 20 載
的何宗憲說，市場總不免顛簸起伏，但企業經營者
遇此變化，終需冷靜下來回歸本心，除了優化結
構、提升效率和產能，也要提前因應下階段的市場
布局，一方面找尋未來產品的定位，另一方面他也
計畫將廠房轉往土地、勞動力相對低廉的安徽，降
低固定成本、創造更高的價格競爭力。「此刻的難
關正好讓我停下腳步思考，進而為往後 10 年的經
營基礎紮根」。

登陸 20 年　逐步建立四大業務

回顧當時登陸發展契機，何宗憲說，1999 年
（民國 88 年）因著「螺絲大王」晉億實業董事長
蔡永龍的關係，始到浙江嘉善考察。嘉善位於滬杭
蘇交界，距離上海、蘇州、昆山、杭州都在百公里
左右，極佳的地理位置讓他決定投資。何宗憲說，
2001 年正式生產，當時大陸摩托車市場正快速成
長，其主要產品正是摩托車變速箱的齒輪，業績蒸
蒸日上。

不久後公司遭遇變故，何宗憲決定另起爐灶，
前往同樣擁有龐大摩托車市場的越南。但因缺乏
核心技術，陷入價格戰的惡性競爭，在越南打拼 4
年後，終於還是鎩羽而歸，重回中國大陸。

背負失敗的經驗，何宗憲深感掌握關鍵技術
的重要性。2007 年，大陸汽車市場開始崛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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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田汽車配件工業有限公司外觀及齒輪產品

宗憲稱，上述四大業務不僅成為發展主力，透過分
散投資布局，也是他在大陸生存下來的關鍵。

疫情來襲　經營市況一夕變天

2020 年過年期間疫情爆發，各地如臨大敵，
防疫規範甚至一日數變。何宗憲在第一時間從臺灣
趕回嘉善，四處張羅防疫物資，並通知湖北以外的
員工盡可能提早返工。因此在多地封城的情況下，
2 月初他已有 9 成員工回到工廠，成為第一波復工
的企業。

何宗憲稱，當時各地都在搶口罩機，而正常
生產的企業又有限，「2 月到 4 月的口罩機減速設
備訂單多到跟下雨一樣」，至少增加 3 到 5 倍。
口罩機狂飆訂單大約到 5 月份結束，其他企業的
訂單終於陸續恢復正常。

未料到 9 月，先是原材料上漲，接著是缺櫃
帶來的運價上揚，一路飆漲到現在。原物料價格上
升，他的鍛造廠首當其衝，從 2020 年起獲利一路
下滑。「鋼材等原材料的漲勢至今還沒結束，這幾
個月可能會很慘」。

電動代步車業務也受到影響。除了固定成本
增加，去年疫情影響民眾外出意願，全年訂單總計
少了約兩成。今年上半年原本訂單回穩，5 月又碰
上臺灣疫情，全年業務也是保守以對。不僅如此，

全球狂缺晶片也成為另一隱憂。何宗憲專門做日產
變速箱零件的企業，往年每月訂單量約在 5.5 萬到
6 萬臺，但日產因缺晶片減產，8 月訂單驟降 2.8
萬臺，9、10 月的訂單量也還不明朗。

不過何宗憲稱，幸而吉利自動變速箱的訂單
並未減少，還是維持 10 幾萬臺。他預估，今年這
部分的營收料可達人民幣（下同）1 ～ 1.2 億元，
較 2020 年全年的 8,000 萬元顯著增長。

危機下尋思業務轉型發展

儘管今年多項業務備受考驗，但此刻就是沈
潛思考，優化生產結構，為下階段做好準備的最佳
良機。

何宗憲進一步解釋，承田著墨的產品主力為
燃油車自動變速箱，由於大陸新能源車基本設施建
構未臻成熟，市場普遍預期燃油車可銷售至 2030
年，他預估 2026 年起燃油車銷量才會顯著下降，
2021 年～ 2025 年業績還有增長機會。

至於是否會搶進新能源變速箱的市場？何宗
憲表示，這塊市場競爭早已殺成紅海，投資和利潤
不成正比，他決定不往這方向走。

「我也在規劃 2025 年以後要做什麼」，自動
化設備需求仍在穩定成長，包含機械手關節、輸送
機等自動化設備都需要減速箱，他打算加大力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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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辦 路 跑 活 動， 率 領
臺商朋友動起來！

發這塊市場，另闢專門產線。

何宗憲表示，目前嘉善公司的土地才 20 多
畝，拓展新產業空間不足，而長三角的投資成本太
高，安徽六安及河南等內陸省份都成為他規劃新廠
的選項，預估新廠最快明年動工建設。光是土地和
廠房的固定投資成本都可望比長三角等沿海城市低
15％～ 20％，「固定投資會反映在產品定價，如
此我的價格競爭力就會提高很多」。他笑說，「現
在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等市場風向一轉，我們就能
意氣風發、一飛上天」。

嘉善傳統製造業臺商居多　經營挑

戰愈加艱鉅

何宗憲遇到的困難，也是嘉善臺資企業普遍面
臨的困境。目前嘉善註冊登記的臺企有 500 多家，
多為傳統製造產業。隨著長三角整體產業升級，浙
江省也依據企業綜合評價並做出分類，以此實施差
別化政策，促使低效與落後企業往高技術、高產出
的方向邁進，達不到就被淘汰。

不僅如此，長三角在環保、消防、降低能耗

的標準亦相當嚴格，何宗憲說「污染企業全都要
淘汰，臺商經營不能再存僥倖心理」。另一方面，
2019 年大陸代工大廠立訊精密落戶嘉善之後，對
當地勞動力產生磁吸效應，本就缺人孔急的臺資企
業不僅招工更難，人事成本也水漲船高。

面對重重挑戰，何宗憲表示其因應之道就是借
力使力，用地方獎勵補貼升級的支出。以他來說，
就曾在升級自動化設備方面一次拿到嘉善政府 372
萬元的獎勵，成為企業優化的關鍵。

師法陸企　推計件式薪酬制度

此外，何宗憲持續調整公司內部結構，首先
大刀闊斧改革的就是員工薪酬制度。臺資企業一般
都是採固定月薪，另有加班費、獎金，以及官方規
定的五險一金。但大陸企業多半是採取「計件薪酬
制」，也就是依據員工的工作效率給薪，如此一來
效率高者薪資可望大幅增加，員工留下來的意願也
會增強。

舉例來說，目前長三角平均基本月薪約 4 千
元，改採計件薪酬制後，員工從原本 1 人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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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設備，增加到 4 臺或 6 臺，薪資一下子增加到
1 萬元。對於公司而言，員工工作效率至少提高
30％～ 40％，用工人數可以減少，但效率更高。
何宗憲這兩三年陸續推行計件薪酬制以來，已有
70％～ 80％的員工是採取該項制度，而員工總人
數也從 360 人降到 200 人。

何宗憲解釋，要調整為計件薪酬制，最重要
的是產距時間的編排和計算，就是計算出員工 1
分鐘可以完成多少工作，這部分必須結合自動化
做優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投入。光是生產計件的節
奏，他就花了 2 年時間調整。如今制度運行順暢，
就連在嘉善設廠的汽車動力及安全零組件臺資上
市企業智伸科，今年也前去承田取經。

推動臺協世代交接重責大任

1972 年生的何宗憲，是嘉善臺協創立以來最
年輕的會長。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加速世代交替，
培養二代接班。何宗憲說，6 月走馬上任以來，成
立了籃球隊、羽毛球隊、高爾夫球隊增加會員的互

何宗憲熱心公益，扶助當地慈善工作。

動；另一方面則拓展旗下青年會的功能，除了定期
舉辦青年臺商感興趣的論壇講座，並與其他臺協的
青年會相互交流，增進年輕人與臺協間的聯繫，進
而培養接班幹部。

何宗憲認為，雖然大陸發展環境和 20 年前登
陸時已截然不同，「但市場本就非一成不變，你的
考驗變多，其他人同樣也是」。他稱，只要堅持付
出、掌握機會，並將本業做精做強，加上大陸擁有
14 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自然會走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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