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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回鍋接掌台協的李寬信會長，

將帶領昆山台商努力轉型。

文／林安妮

在大陸一百多台商協會中，連續好幾年擔任會

長，被稱為「幾連霸」的會長不少，不過，像是昆山

台商協會會長李寬信，在12年內創下三度回鍋接掌

台協紀錄者，他可能是第一人。前兩次擔任會長，他

都說這是「計畫外」的計畫，壓根兒沒想過，但他卻

也勉力為之，換來「公道伯」的好名聲。

不過，這回重新回鍋台協，他卻是帶有強烈的

「使命感」，因為他深知這個當兒回鍋，責任重大，

他最要緊的任務是，趕快帶領昆山台協擺脫低迷，重

新站起來，迎向高峰。

昆山台協成立於1998年10月，是當年大陸國務

院特批的首家縣級市台商協會。這十幾、二十年來，

伴隨長三角快速發展，昆山台協的企業會員，從最早

的198家，增加至今天的4,500多家，說明，這樣一

家老字號台協，能在大陸及台商圈闖出名號，靠得不

僅是機運，也靠台商敢拚、肯拚的精神。

李寬信坦言，現在的台協氣氛還是有些低迷，原

因是兩年前台商中榮金屬發生爆炸意外後，促使當地

製造業面臨更高的整頓改革與升級轉型要求。在不斷

調高的環保、工安標準下，台商也面臨土地與勞動成

本不斷上漲，「該怎麼辦？該怎麼走？」成為不少當

地台商內心的最大疑問。

三度回鍋　白金級啦啦隊長

李寬信曾在2005年及2011年擔任台協會長，今

年他73歲了，儘管身體仍相當硬朗，說起話來也聲

如洪鐘，不過，他說，他本來已打定主意要退休了，

也找好接班人，不料，2年前的中榮事件，至今仍造

成不少在地台商心理的極度壓力，在眾多人情拜託

下，他只好勉強回鍋。

他苦笑，這次回任，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意外，本

來想回歸企業、回歸家庭，但是沒想到又回歸台協

了。過去，曾有不少台商形容，李寬信就像千手千眼

觀音一樣，台協大小事，他都當自己的事，也把台協

當成是自家公司般一樣愛護。

李寬信說，10年前當會長，跟10年後當會長，

專訪昆山台協會長

李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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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已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現在的國際情勢很不樂

觀，大環境不如10年前的繁榮興盛，今年的台商，

多半更有步步為營的感覺，「現在大陸政府正大力推

動改革，因為大環境不佳，很多企業都面臨產能過剩

的問題，大陸在轉型，台商不轉型，行嗎？」

他指出，中榮事件後，昆山推出了「六年行動」

計畫，催促台商朝新一輪企業轉型升級。舉例來說，

今年就有35家台商企業投入工業4.0計畫，像是富士

康、緯創、仁寶、豐島等公司就投入了「自動化+智

慧化」生產，總投資超逾人民幣40億元。

李寬信表示，在中榮事件發生迄今，在地台商心

情仍不免有些低落，也很容易被外界貼標籤，拿放大

鏡檢視。很多昆山台商其實是很努力的，他們不僅有

心要在昆山長長久久經營企業，還把家庭、小孩都接

到昆山來，「他們在昆山工作，也在昆山深耕，這麼

多的台商家庭在這邊，我最大責任就是要趕快安住他

們的心，讓他們不要有任何信心上的動搖。」

他笑說，他現在的工作，不只是要能做信心喊話

的啦啦隊長，還得真正做實事，幫到台商朋友的忙。

去標籤化　昆山台商努力轉型

李寬信的第一步，是要讓廣大台商明白，現在的

處境，不是昆山台商獨有的困境。事實上，全中國大

陸的台商，現在都面臨環境的變化，人人都需要轉型

升級，而目前不僅台協很努力，當地政府也很積極做

很多事情，希望協助台商能夠重新建立自信。

他說，整個改革，會是一條漫長的路，不過，台

商要有信心，也要拿出決心，讓外界相信，走過風

波，台商會比任何人，更加在意環保、工業生產安全

與企業社會責任。很多台商心中難免會有當年事件發

生時的一些陰影，我能做的，就是盡量鼓勵台商放開

心胸，第二步，就是盡可能引入資源，協助台商轉

型，「有需要資金的，我們盡力協助調度，有需要技

術的，我們也盡量媒合。」

李寬信說，從過去到現在，昆山的投資環境，在

去年12月12日，昆山台協

舉行會長交接典禮，由第

11屆會長李邦欣（右）交

棒給第12屆會長李寬信。

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中）

去年12月前往昆山台商會

館訪視，並與李寬信會長

（右二）及孫德聰榮譽會長

（右一）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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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大小事　公道伯排憂解紛

細數李寬信能夠三度回任昆山台協，除了與他人

如其名寬和、誠信有關外，更與他過去他在昆山台協

推動改革，創立不少口碑有關。當年，李寬信的改革

重點有三，第一是，不論會員企業規模大小，均一視

同仁；第二是，調查和盤點會員，除了了解台商目前

的真實需求，也要知道為何過去有會員退出台協，不

願意參加台協活動的原因；第三是，擴大台協服務範

圍，不僅是協助台商經商便利，也要協助台商家庭解

決就學、生活的問題。

「做好每一件小事，才有事做，」李寬信服務台

商會員，總是不怕繁瑣。他曾說，台協會的信譽、名

望與地位，都是靠一樁樁小事建立起來的，做好小

事，才能成就大事。舉例來說，曾經有一回，他在半

夜被電話吵醒，仔細一問，才知道有一位台商酒後駕

車出了車禍，台商指責對方索賠太多，對方則認為台

商有錯在先，雙方僵持不下，這位台商隨後想到了找

公道伯李寬信來排解糾紛。

李寬信知道酒後駕車早就違反交通規則，他索性

勸說台商先回家，自己則親自跑到現場解決問題，最

後，他還「買了單」，幫台商付了賠償金，讓整起事

件平息。還有一次，他同時收到兩個女人的電話，深

入了解，才知道兩人為了一個男人爭風吃醋，大打出

手後都進了醫院，這讓他有點哭笑不得，連這樣的事

情也找上他，但由此，也讓人看出，公道伯不是浪得

虛名。

李寬信常說，一個台商到昆山來投資，遭遇困

難，通常會感到舉目無親、倍感無助，會長的任

務，就是讓他們不要感到無奈、失去信心。過去還

曾發生有一名台商到昆山投資，企業做得很大，但

是卻因為一些私人原因導致財務虧空，工廠被迫倒

閉，這時，李寬信號召了全體會員提供幫助，幫他

渡過難關。

親近李寬信的人常說，李寬信喜歡把每件小事當

作重大的事做。他喜歡將一件事情放到一個整體中去

理解，譬如在台協會裡，他一直認為不能因為一件小

事，毀壞了昆山台商的整體形象。

整個中國大陸各城市評比中，還是名列前茅的，雖然

曾有意外發生，但是多數的昆山台商，依然可說是生

產力的標竿，相信自己一定辦得到的。

李寬信投資昆山16年，對昆山有深厚的感情。

他常說，自己在昆山只能算是「中生代」，因為當地

還有不少落腳超過20年的老台商。而昆山的發跡，

也與台商的貢獻有相當大的關係。他說，昆山是大陸

最多台商聚集的地方，投資規模也相當龐大，目前更

有上千名台商的子女在昆山接受教育，昆山還辦了自

己的台商子女學校，說明，昆山的台商是在本地紮

根，這種感情，不是說斷就能斷的，即便現在有困難

了，還是要想辦法面對它，解決它。

海軍陸戰隊出身　意志比人堅

不少人都知道，李寬信是海軍陸戰隊出身，嚴謹

的訓練與刻苦的環境，讓他培養出比一般人都還堅強

的意志力。當年，他放棄家族事業，獨立從事鍋爐制

造業，以數十年的努力，創立了大震鍋爐品牌。

在高品質的堅持下，李寬信帶領公司在1985年

獲得台北市鍋爐安全技術協會頒發鍋爐製造優異獎、

1986年更獲得台灣省政府績優獎狀，業務蒸蒸日

上，生產一直呈現飽和狀態，而為了要緩解台灣工廠

的生產壓力，並進一步擴展國際市場，李寬信才會在

1998年到昆山投資設廠。

來到昆山設廠，李寬信更堅持誠信與品質，他表

示，在1980年代後期，台灣的鍋爐市場一片混亂，

業界多採削價競爭，不過，他一直堅信，「把東西做

好，產品就賣的出去」。

他表示，鍋爐是一種特殊的產品，也是不少工廠

營運時的必要器具，「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一

切的基礎」。先有安全，才有發展，這個次序絕對不

能亂掉，不能因為看到需求量大，就急著去擴張而忽

略了最初的理念。

李寬信說，不急於擴張，而先講求產品品質與安

全的理念，在經營上當然會比較辛苦，要在管理上投

注更多的心力，但他還是認為，堅持這樣的一個理

念，比生意規模的大小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