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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安妮

「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很勇敢，有的是隻身到成都

來開美容坊，也有人一畢業就來開室內設計公司」，

提到最近有不少台灣年輕人到成都創業打拚，新任成

都台協會長徐大偉話匣子一開，頻頻稱讚台灣這一代

年輕人的膽識，跟上一代台商，完全是系出同門。

他說，相較其他沿海城市，成都是一個內需型的

消費城市，這裡的常住人口高達1,400多萬人。儘管

現在有不少台灣人一提到要到大陸經商，往往會想起

過去一些台商的慘痛案例，但是他還是忍不住說，

「大陸商機真的很大，仍舊值得開拓」。

徐大偉是在今年1月23日接掌成都台協會長印

信。他上任至今，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努力以網

路串起所有台商會員、地方政府，及各種網路商機。

他笑說，網路時代來臨，過往大家在實體世界追趕跑

跳碰，現在則要多看看網路，想辦法讓網路成為台灣

人在大陸工作、生活與經商的好幫手。

成都台協新舵手　用心展氣象

徐大偉「登陸」時間，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

當時，他如同同輩裡的不少朋友，眼見大陸經濟快速

發展，開始尋思到大陸找商機。他說，剛到大陸時，

曾先後在不少地方待過，最後相中了成都，在90年

代後期，開始了長住成都生活。

他說，在成都定居的這十幾年間，成都變化得非

常大，「2000年，在成都開一輛寶馬640是一件很拉

風的事情，因為當時全成都，不過只有10台，但是

現在遍地都是，已經不大算什麼了。」徐大偉眼中的

成都，都市化程度走得非常非常快，當地要建一條高

專訪成都台商協會會長徐大偉

1月23日，徐大偉會長

於成都台協成立20周年

慶典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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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也不過就是「一眨眼」的事，一下子就蓋好

了。

徐大偉當年在台灣，是電子業從業人員；剛到成

都時，他選了一個跟本行「差很大」的領域：跟朋友

合夥投資農業，而且做得還是現在很熱門的「養豬」

行業。他笑說，早年在台灣，都是逢年過節才有豬肉

吃，所以他想，以當時成都的時空條件，應該是很有

發展的機會。後來，隨著事業逐漸做大，他也開始將

投資觸角伸向商貿公司與投資公司，後者專門是定向

投資固定建設。

徐大偉接掌成都台協後的工作與生活，可說是忙

上加忙。不過，他說，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透

過網路串起在地台商的工作、生活，讓大家可以變成

一個緊密連結的社群，同時也盼藉由網路，幫忙台商

挖掘商機。

運用網路連結　助台商找商機

「網路可以做得事情太多了，第一個，我要用它

來建立一個商務平台，」徐大偉解釋，他想利用成都

台協的官方網站，把所有會員、企業都納入。他說，

大陸幅員廣闊，要常常面對面說話、討論，是很不容

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網路卻可以讓天涯變成咫尺，而

且還可以突破距離限制，讓大家變成緊密的社團、共

享資源。

他說，將所有的會員資料都集中在台協網站後，

以後大家一上網，就可以知道成都台協有哪些台商，

會員彼此之間是做什麼的，「很多台灣人來到大陸，

經常是人生地不熟。想要找上下游廠商，往往得靠人

際網絡，看誰是不是剛好認識誰，不過，以後只要看

看網站，很快可以找到自己的同行。」

徐大偉說，單是一個成都市場就大得不得了，同

行之間未必是緊張的競爭關係，有時候若能彼此互通

有無 ，還能發揮魚水相幫的功能。近期，他也會積

極鼓勵會員運用網站來行銷自己，例如開餐廳的台

商，可以透過網路宣傳，專門針對某一族群打折促

銷；或是在成都也有專門辦演唱會的台商，更可透過

網路作宣傳。

成都台協網站，除了可做商務平台，近期徐大偉

也努力，把當地政府網站一同連結到台協官網來。他

說，很多台商到成都，因為平時工作忙碌，很少看當

地新聞、報紙，對於一些本地的政策動向、法規，常

是發佈了好長一段時間還不見得知道。所以他想，若

能從台協網站直接連結到當地政府網站，這對繁忙而

無法廣泛收集資訊的台商來說，將是一大福音。

網路新作法　打開新世界

相較不少大陸台協，從過去到現在，相當注重實

體世界的努力，成都台協則是加快看看網路虛擬世界

的變革，看看能為成都台商帶來哪些更便利的生活與

新商機。

徐大偉表示，過去台商間的資訊流串聯，做得還

不夠，例如同樣都是台灣人，但是除非有個中間人朋

友，往往也不知道對方是做什麼的，「台商在大陸做

生意很辛苦，一些生意往來若能在自己的台商圈發

生，會是個很不錯的事情。」

他說，就他所知，在成都至少有4家台商開設裝

潢公司，不僅評價好、信用佳，收費也公道，可是，

很多成都的台灣人都不知道這件事，往往花大錢找陌

生本地廠商服務，結果滿肚子苦水無人可說，「以後

多看看台協網站，就可以找到對的人，讓台商幫台商

的忙。」

目前成都台協，有將近400多個企業會員，各行

百業都有。這些業者，有些是電子業、百貨零售業、

連鎖業者，也有不少糕點業者，像是羅莎、元祖、早

安巴黎等。他說，成都常住人口高達1,400萬人，這

是一個很大的內需市場，若是大家的資訊、業務能夠

共享，就有機會把餅做大。

他強調，現在是數字化的時代，不走進網路，很

容易被淘汰。先前他徵詢過不少台協的幹部，發現大

家也有相同想法，而且大家也希望台協能夠更加公

開、透明，不要讓一些人總是有誤解，以為台協是小

圈圈，「我們是很透明的」，未來台協要努力的一個

重要方向，就是透過資訊流，讓大家可以一起抱團挖

掘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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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2015

年1月23日出席成都台協

20周年慶，並恭賀徐大偉

接任會長職務。

談青年創業　鼓勵登陸打拚

在大陸，很多早一輩的台商，目前都是交棒第二

代經營，幾年前，成都台協為此還成立了青年委員

會，目前約有40多位青年會員。這些年，徐大偉也

看到不少努力奮鬥的「個體戶」在大陸發展，讓他內

心很欣慰，這一代還是有不少台灣年輕人保有跟上一

代一樣的冒險精神。

他說，在成都，青年創業故事無所不在。有年輕

人是因為父母在成都開家具製造廠，在家學淵源下，

自己開啟了家具進口生意；也有年輕人在台灣學裝

潢、設計，畢業後，就到成都來開設計公司；還有年

輕的台灣女生，在成都投入美容行業；此外，還有一

對夫妻，是到成都來發展網購事業，大家都是很認真

在經營自己跟自己的事業。

他感嘆說，大者恆大、小者恆小，台灣現在的商

業氛圍，不若超大市場般的大陸，即便在大陸 經商

也處處有風險、得來不易，但無論如何，大陸仍是一

個可以努力、發揮自己才華的地方。

他也建議，一些有志到大陸發展的年輕朋友，

來之前，一定要做好詳盡的市場調查，看看自己的

競爭力、專業能發揮到哪裡，此外也要想辦法建立

當地的人脈，「千萬別什麼功課都沒做，把錢帶著

就來。」

他建議，來到大陸創業的年輕朋友，要想辦法融

入當地生活，並與當地接觸、了解當地環境。大陸太

大，每個地方的生態環境都不一樣，既然來了，就要

多走走、多看看，也多交朋友。

他說，網路時代來臨，提供年輕人很好的機會。

這一代的台灣年輕人是活在網路時代中，對於網路並

不陌生，也知道怎樣透過網路行銷，這就是比上一代

更厲害的地方。

徐大偉在成都生活十幾年，也勤於幫助當地台

商。提到海基會，這個大陸台商的娘家、好朋友，他

更是讚不絕口，他說，海基會服務台商功能做得非常

到位，不管是什麼人、什麼行業的陳情案，海基會都

是盡全力幫忙。而海基會董座林中森更是個熱心、勤

於行腳的人，經常到大陸探望台商，讓台商備感溫

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