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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台商協會會長陳賢民是大陸台商圈中少

見的「青年會長」，年輕、有衝勁，但也虛懷若谷，

是他最大特色。當年他的父親因為「打假」（打擊仿

冒）一路打到台州，意外發現當地很適合投資，於是

開啟了兩代人投資台州的緣分。

多年後，剛退伍的陳賢民在父親示意下，接掌台

州事業，他的父親則是轉往泰國廠坐鎮。在大陸工作

滿10年，他形容，父親打下的事業基礎很牢固，加

上有堅強的管理團隊輔佐，工作起來還算順手，偶爾

碰上費解的難題，他也會與父親討論，父子倆迄今仍

是努力一同撐起自家的事業王國。

不過，面對大陸本地競爭對手快速崛起，動輒啟

動削價競爭，還不停地仿冒、抄襲，仍讓他備感困

擾。他說，生存之道就是要比競爭對手更強，努力跑

在前端，並且用心耕耘品牌、通路。他也以過來人的

經驗，鼓勵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工作，「大陸本身是個

大市場，變化速度也很快，很適合有企圖心、不怕吃

苦的人來闖一闖」。

青年舵手　掌台州台協

台州位於浙江省沿海中部，南鄰溫州，西與金

華、麗水接壤，北通寧波、紹興，屬「長三角經濟

區」南翼。台州台協創立至今9年多，在前兩任會長

李泓蘭、邱慈意的辛勤擘劃下，已成為當地台商重要

的「精神堡壘」。今年1月，邱慈意榮退，交棒給台州

巨泰汽車配件公司總經理、現任常務副會長陳賢民。

1980年出生的陳賢民，是典型的台商第二代。

他的父親是在1990年代到大陸投資，當年會與台州

結緣，則是一段有趣的故事。陳賢民說，他的父親白

手起家，原本在台灣創設的公司就是做汽車零配件，

有一年，公司的客戶告知，市面上出現仿冒公司的產

品，他的父親為了捍衛自家辛苦研發的心血，一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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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台協新任會長陳賢民，也是

大陸最年輕的台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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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最後發現仿冒源頭是在台州的玉環。

他笑說，父親很好奇當地到底怎麼做出劣質品，

經過一番深入調查後，卻也發現後，當地生產成本相

當低廉，只要引進台灣的工藝技術，仍是有辦法做出

好東西。於是乎，他父親決意要在台州投資，陳賢民

形容，當年的台州，就很像台灣早期的製造業重鎮：

三重，「那邊有很多的小加工廠，很具生產成本上的

優勢。」

陳賢民退伍後，就在自家公司上班，最早的工作

任務，就是當銷售員，專門在台灣販售台州廠生產產

品。他說做業務做個兩三年，差不多是在2005年，

父親便要他到台州廠幫忙，當時他沒有想太多，抱著

學習的精神，就轉戰大陸工作了。

十年大陸生涯　成就一夢

時間過得很快，當年還是二十郎噹歲的少年郎，

轉眼間已在大陸工作滿10年。陳賢民笑說，自己很

慶幸當年沒有太多掙扎，就決定到大陸工作，因為這

十年來，也正好是大陸經濟快速擴張的年代，凡辛勤

工作者，必有回報。

他表示，幸好當年父親有早點到大陸來，並且打

下了殷實的基礎，讓如今是二代接班的他，不必重

新歷經當年的篳路藍縷。問他這10年來，工作辛苦

嗎？他說，辛苦倒是不至於，他更在意自己是不是每

個階段都有所成長。

陳賢民坦言，最早到大陸工作時，並沒有具體設

想一定要自己做得如何的目標，「剛開始的3年，就

是希望自己能把公司每個部門、產品的每道工序製程

都摸得很熟，然後可以慢慢接管父親的基業。」

陳賢民接掌台州廠後，父親就改坐陣泰國廠。他

說，父親白手起家，擁有豐富的社會與工作歷練，在

台州廠，父親幫他配備了一套專業管理團隊，讓他工

作起來相當順手，但是偶爾碰到大事情，他還是會向

父親請教，謀定而後動。

小而美台協　群策群力士氣高

陳賢民是在今年1月21日接掌台商台協會長印

信，台州台協則是一個小而美的台商協會，目前固定

會員約有40多家。多數的會員，來自製造業，陳賢

民說，台州台商很有自己特色，彼此的感情、聯繫也

很緊密，他接掌台協這段時間以來，不少前輩給了他

很多建議與支持，讓他相當感謝。

陳賢民會長（前排左五）與協會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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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剛上任的年輕會長，他有兩個努力的目標。

一是期盼能夠開闢一個專屬台商的工業園區；二是要

加深台州能與台灣有夠多的經貿交流。

陳賢民說，很多台商到台州工作，有時因為發展

規模屬於中小型，有時因為土地限制，沒有辦法直接

擁有土地，只好改採承租土地方式來經營自家投資。

但是對不少台商來說，唯有真正買下土地，才是深根

當地，他期盼，能夠開闢一個台州創業台商工業園

區，讓所有台商能一起落腳，一起打拚。

他解釋，對於一些台商來說，若無法一下子批下

20畝、40畝的大面積土地，就可能要到更為郊區的

地方，找尋合適的落腳地，但問題是，有不少台商是

全家一起到台州打拚，投資地點一遠，就比較難兼顧

家庭其他成員的求學、生活需求。

他說，工業園區不用大，但是要讓所有會員可以

充分運用，讓土地效率最大化，「我們並不是出於炒

地皮，才想開闢一個園區，而是期望能夠把根基札得

更深，把產品做得更精細。」為了這個理想中的台商

工業園區，目前陳賢民也積極請求當地政府幫忙，看

是否有合適的土地，可讓台商群聚一起。

陳賢民的第二個會務目標，即是努力加深台州與

台灣的經貿交流。他說，本來台州已被列入今年新開

放的兩岸觀光自由行城市，但是不知何故，一直到現

在都還沒有實現，他認為，有更多的交流，可促進彼

此瞭解，及帶動經濟發展。

多數台州台商要回台灣，多要取道溫州或寧波，

當然，台州當地也有自己的軍用機場。他說，台州到

台灣並不遠，一個小時的飛機航程，就到了，期盼未

來一段時間，更多交流可以成真。

台州台協　人情味濃

陳賢民口中的台州台協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地

方，平時大家更自忙自己的事業，但是溝通、聯絡都

不算少，這一切都得歸功於，前兩任會長努力經營。

陳賢民接掌台協之前，是常務副會長，對於會務工作

有一定的熟稔程度，但他還是相當謙虛地說，謝謝台

協夥伴的支持，讓他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他形容，台州有9個縣市區，台商散布其間，多

數台商都是舉家大小在台州一同打拚，讓他備感自己

的工作很重要，因為服務好一個台商，就是服務好一

個台商家庭。

陳賢民在大陸工作10年，深感當地的競爭愈來

愈大，台商肩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他說，10年前

的台州，當地的機械技術發展沒有那樣成熟，台商或

許可以靠著技術領先，取得一些優勢。不過，這10

年下來，大陸本地競爭對手可說是快速崛起，當市場

有愈來愈多的競爭對手，意味著工藝技術可以快步成

熟，但也預告了競爭會變得愈來愈激烈。

當市場環境轉趨激烈，最佳的生存之道，就是要

跑得更快、更前進。他說，自家公司擁有品牌、技

術，現在也開始轉型，要比以往更重視品牌、通路的

應用，不能再無限制地做代工，不做轉型。

他說，當地競爭對手雖是快速崛起，但是最好的

策略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更強大，特別是台灣人多

半很有服務精神，管理也做得很到位，本身就是一種

優勢。

到大陸打拚要融入、勤勞、抗壓 
陳賢民20多歲時就到大陸工作，他認為大陸還

在持續發展，歡迎有志者到大陸打拚。他以過來人經

驗說，年輕人一旦決心到大陸工作，就要做好心理準

備，以適應當地文化。

他說，不要認為台灣人和各地的人有何不同，來

到大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融入，要想辦法比本

地人更加能屈能伸，進入本地的圈子，「勤勞、抗壓

性要強，是基本配備，」如果自己沒有先準備好，來

到大陸工作就會非常痛苦。

他說，在大陸工作非常競爭，因為當地不乏肯

吃苦、肯學與擁有高度企圖心的工作者，「在台灣

的『80』後，可能很多人都沒有過過吃不飽的可能

性，但是在大陸的同輩年輕人，卻可能有著自小生

活困苦的經驗，因此在職場上能表現出高度的進取

心。」這也是何以，有志到台灣打拚事業的年輕人，

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以便長期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