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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進董事長表示，著眼於企業的永續發展，他

建立專業經理人制度，強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原則，讓有能力且願意承擔的人經營公司，創造

更高的利潤。

文／邱莞仁

近年來，隨著大陸對外政策面向東協國家，廣西

自治區作為大陸與東南亞對接的重要性漸漸提昇，逐

漸吸引許多台商前進廣西投資。事實上，看好廣西在

區域經濟未來發展性，早在1992年，南寧嘉泰水泥

製品公司董事長、前南寧台商協會會長周世進，早已

提前布局廣西，並重用當地幹部，執行「所有權與經

營權分離」，以永續經營的理念紮根南寧。

前進大陸　首選廣西

原在台北市經營房地產業的周世進，1989年起

多次進出大陸考察，除了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

與深圳，台商密集的廈門、東莞也跑了一圈，最後

卻選中廣西南寧這塊20多年前少有台商進駐的處女

地，作為進軍大陸首選。

問他為什麼選中南寧？周世進直言，早期他在台

灣並非從事製造業起家，本來就不見得要往工廠密集

的地方走，特別是考察了大陸這麼多城市後，關注的

重點，反而是該地區是否具有未來性和發展性。

周世進說，當時南寧有句口號叫「背靠大西南，

擁抱東南亞」，很有號召力也很有將來性。尤其，當

時他手上只有5,000萬台幣資本，在上海或北京這些

大城市，根本不可能受到當地政府重視，比較起來，

到南寧更有發展的機會、投資成本更低，最終也就一

頭栽到南寧去。

周世進指出，他剛到大陸時，仔細研究過當地關

於土地的法令規定，發現一旦兩年買了土地不蓋，政

府就可以無條件收回，且房地產的申請執照手續相當

繁瑣，大概要蓋60∼70個章。曾在台灣碰過擔心房

地產不景氣的周世進，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毅然

決然放棄老本行房地產業。

1993年起，周世進開始赴南寧投資，投資過的

項目包括當地第一家商務型酒店、第一家綜合型夜總

會、第一家南寧世界休閒文化城、高爾夫練習場和娛

樂城，以及1996年興建南寧第一家混凝土攪拌站、

第一家標準石材廠等。目前周世進專注於混凝土攪拌

站事業，在南寧共有3個廠，手下有500多位員工。

不過，當年的南寧，雖貴為廣西省會，但城市基

礎建設卻仍遠遜於東部沿海城市。周世進形容，除了

廣西南寧
　 嘉泰水泥
董事長周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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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水泥製品公司現專注於

混凝土攪拌站事業，目前在

南寧共有3個廠，圖為嘉旺

廠區。

部分路段坑坑疤疤，有的路段到晚上甚至還用油燈照

明，撥打國際電話還得等轉接，且光是從台灣到南

寧，就得由上海搭飛機至桂林，再轉硬臥火車，一路

耗上7∼8小時才能抵達，可說是相當辛苦。

雖然硬體條件這麼差，但在周世進看來，危機就

是轉機。早期南寧的基礎建設嚴重不足，如今卻都成

為年年嘉泰業績穩定成長的重要養分。

周世進指出，當初想投資攪拌站，主要就是看準

南寧仍有許多大型的地方建設需要推進，且大陸房地

產市場當時正處於起飛階段，而水泥攪拌站正好切合

這兩大主題。他表示，只要大陸房地產市場轉好，嘉

泰沾得上邊；若房地產不好，而地方政府想要發展地

方經濟，投入公共基礎建設，嘉泰也不會缺席。

特別是近幾年大陸官方開始重視東協區域經濟，

過去乏人問津的廣西，逐漸蓬勃發展。周世進說，

「廣西的發展速度是讓人驚訝的快，看好未來城市建

設大趨勢，將朝著持續推進基礎建設的方向前進，我

對南寧的未來很有信心。」目前南寧市包括輕軌、河

堤大道、南寧大橋等大型項目，都跟嘉泰水泥相關。

回首20年投資經驗，周世進說，「明年南寧嘉

泰水泥將慶祝20週年，從最早的1個廠變成3個廠，

公司每年的營業額都不斷成長，一路走來，雖然坎坎

坷坷，但一家地方性的企業能和財團、股票上市公司

競爭，並且活了下來，這是相當幸運的。」

赴陸投資應跳脫台灣思維

談到大陸投資經驗，周世進認為，提供穩定的產

品品質及良好的服務，絕對是企業成功的不二法門。

但他也指出，許多台商到大陸投資，仍存在著台灣的

思維模式經營，這是很大的投資盲點。

周世進指出，基本上，大陸的教育、思維模式與

價值觀，與台灣仍有一定的差異。早期許多台商赴大

陸投資，考量兩岸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不認為將來

在大陸會有長遠的生意，在處理不動產或承租土地及

廠房時，仍存有不合理、不合法的空間，雖有很多台

商因此成功，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台商因而衍生出

許多投資糾紛。

周世進直言，「給你開大門、走大路，事實上也

讓你擁有很多投資的方便性，但手續上、程序上卻不

規範。」

周世進說，一旦當地換了領導、地方的政策有所

改變，加上大陸經濟大環境的需求改變，越來越追求

環保標準，希望吸納更

多更高附加價值產業進

駐時，早期的方便，現

在看來反而有害，因

此，到大陸經營事業心

態上一定要跟隨時代轉

變有所調整，不能用台

灣的視角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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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2012年時，嘉泰水泥一個攪拌站，就曾因

地方政府土地徵收而拆遷。周世進指出，當初選在經

濟開發區設廠，心裡想著是可以配合當地區域開發，

做水泥攪拌站的配套，降低人工與成本，但投資的規

劃卻沒跟上城市快速開發的腳步，這就是以台灣的思

維考量，也算學了一課。

另外在稅務方面，早年許多台商可能存在逃、漏

稅的問題，碰上大陸官方近年嚴打貪腐，現在都是一

大麻煩。周世進認為，現在回頭看，早期公司堅持原

則性處理的作業模式，還是很正確的。

西進大陸　至少準備領先3年
周世進指出，過去到大陸投資，由於缺乏兩岸投

資保障協議，許多糾紛都是靠海基會、海協會協商，

以及各地台商努力跟地方政府不斷爭取。隨著兩岸和

平發展成為大勢所趨，加上大陸現在的經濟蓬勃發

展，成長速度很快，現在台商到大陸投資看起來商機

還是蠻不錯的，只是現在去的條件，跟早期已經有很

大的不同。

周世進表示，早期台商自豪的是優秀的管理，以

及良好的技術和資金，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性利

多，在大陸投資優勢很大，但現在台灣人到大陸投

資，面對的競爭對象已經不同，沒有老鄉、沒有同

學、沒有資金和人脈，也不懂得在地思維模式，再加

上競爭的條件日趨國民化，投資風險比以前更加辛

苦，優勢也越來越少。

周世進建議，現在台商到大陸不論什麼從事行

業，至少得要具備領先3年的優勢產業和特性，且

台商和台幹身上也得背著幾把刀，且有一兩把「利

刀」，才能創造利潤與績效，讓本地的專業經理人與

幹部願意跟你合作，這個投資項目未來才有發展和生

存的空間。

此外，良好的產品品質與員工服務，也是台商勝

出的關鍵。周世進指出，「我常常跟公司的幹部、總

經理說，我們憑什麼跟人家競爭？我們不是股票上市

公司，也不是大的財團，我們靠的就是公開的制度與

服務效率。嘉泰就算不爭到前三名，至少排名一定在

前五，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空間。」

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　永續經營

另一方面，隨著早期到大陸投資的第一批台商逐

漸退休，許多台資企業開始面臨二代接班的問題。

周世進指出，二代接班是目前多數台商面臨的一

大經營問題，著眼於企業的永續發展，儘管兒子已開

始到公司幫忙，但早期他即不斷授權當地幹部，建立

起專業經理人制度，讓有經營能力、能幫公司創造利

潤的幹部執行，強化「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共享

合作的概念。

周世進表示，嘉泰做的是內銷生意，所有權跟經

營權本來就應該要分開，萬一我的小孩不見得對我的

事業有興趣，那你讓他來做，可能會給他帶來精神上

的痛苦。

周世進自豪地說，企業管理層的本地化是企業發

展的關鍵，現在嘉泰的總經理與財務總監都是廣西本

地人，他只負責把握公司發展的大方向，具體事務全

部交給南寧本地幹部打理，全廠加上他跟接班的兒

子，只有7位台籍幹部。

周世進指出，在嘉泰，台籍幹部最高只能做到總

工程師。雖然有的人覺得奇怪，為何台灣人還要受本

地人領導？但公司規劃的制度就是經營權與所有權分

開，讓願意承擔責任、有經營能力的人、能幫公司創

造利潤的人來經營。

周世進指出，「現在我兒子去了3年，當時他去的

時候，我就跟他講，我給你一年的時間，讓你去了解我

們這個行業。你有興趣、有意願、有企圖心才留下來，

如果沒有，你就離開去做讓你開心、喜歡的事業。」

此外，嘉泰營運的三個攪拌站中，有兩個廠長年

紀只有35歲，幹部年輕化與充分授權，也是嘉泰企

業發展的成功要素之一。周世進說，透過本地幹部，

不僅能有效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對台商管理也得到很

好的效率。

周世進認為，受惠東協區域經濟的重要性不斷提

昇，最近有越來越多的台資企業西進大陸廣西、貴州

一帶，但「政府幫你搭戲台，戲你要自己唱」。他強

調，如果經營不按規矩走，政府不可能賠償、補貼

你，因此，任何投資一定都要尊重制度、尊重公司章

程並尊重合作夥伴，公司才會有存在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