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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0歲不到，就到大陸打拚，台灣養育我，

大陸則提供我創業環境，兩邊都有許多長年幫助我的

恩人，現在換我來回報大家，」簡俊男提到18年前

到大陸打拚，一景一幕猶在眼前。他笑說，當年他在

台灣剛剛創業，很幸運地收到一張來自大陸的訂單，

「說來這筆錢，沒多少，不過，新台幣40幾萬元，

但是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真的很振奮。」

也因為這張訂單，簡俊男開啟了他的「台商」生

涯。一開始，他是在深圳投資，2007年時，因為荊

門縣積極對深圳台商招手，一連跑了7、8趟，他在

2009年時做了一個重大決定，要整廠移往荊門，經

過幾年籌備，他的荊門新廠在2011年正式投產。

簡俊男是在今年6月接掌荊門台協，成為第4屆

會長。他形容，荊門台協是一個小而美的台協，會員

家數約50多家，「大家在台灣都是彼此不認識的，

有緣從沿海一起往內陸深耕，」他表示，內陸跟沿海

的生活比起來還是有差，雖然經營成本比沿海低，但

是生活、交通比起沿海，還是沒那麼方便與舒服，這

說明了，這幾年願意轉進到內陸的台商，都是很有企

圖心的企業家，而且財務能力都還不錯，「我能跟這

麼多願意拚、認真拚的台商，一起奮鬥，真是很幸

運。」

簡俊男就是這麼一個知福、上進與腳踏實地的

人，儘管每天睡不到5小時，但是他還是樂得打拚事

業，同時不怕煩，只要企業會員有需要，他一定親自

出馬跟地方政府折衝，「以前人家幫助我，現在換我

幫助人家」。

把冷門做到專精　他的勝利心法

從繁華的深圳轉進荊門，簡俊男投入的是光源事

業，專做車燈與投影機零組件。2014年起，他還在

武漢投資了工業設計，緊緊抓著微笑曲線的兩端：

研發與設計。他說，武漢距離荊門，不過，一個半

小時，他平常待在武漢的時間多，1個月會有2、3次

到荊門。荊門的廠，有他信賴的台籍與本地幹部幫忙

打理，「人雖不常去，但是我天天都批得到電子公

文，」簡俊男也正如不少台灣殷實的中小企業家，沒

有距離的問題，不管人在世界各地哪裡跑，隨時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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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狀況辦公、批公文。

荊門的好，好在哪裡呢？簡俊男說，這裡的台資

企業少，所以當地政府非常重視台商，要辦事時，可

走「綠色通道」，節省不少時間。另外，從他2009

年決定來荊門投資到現在，地方政府所允諾的土地優

惠政策，與每一份合同，都能準確兌現，加上荊門的

人工便宜，比起沿海大概少個2、3成，民風也相對

純樸，這對有心打拚的人來說，條件算不錯。

不過，他也說，每個地方有優點，但也有缺點。

對於專做外銷的人來講，這裡距離港口稍遠，會增加

採購與外銷物流費用，所幸，整體費用加總起來，荊

門的經營成本還是比沿海低，符合當時他從深圳轉進

到內陸的期許。

簡俊男在武漢的公司，專做工業設計，他說，這

是一家為了順利推動產業升級而成立的目的。武漢是

大陸排名前3名的大學城，這裡在學中的大學生高達

120萬人，還有不少如湖北工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等理工大學，簡俊男表示，學生多，代表這裡本身就是

個人才庫，「產業要升級，得靠人才，靠聰明腦。」

簡俊男謙稱，他的公司是一家中小企業，他的訣

竅，就是專挑冷門的路走，但是一定要做到很專精。

他解釋，中小企業要能在商場中勝出，就應該要做一

些差異化的東西，做的東西太大眾化，很容易陷入削

價競爭，所以基本上來說，太「大眾款」的東西，他

不做，但是為了做到差異化、專精，他非常原意投入

大筆研發費用，開發新產品。

他說，中小企業不論是金流或是人才等資源，都

比不上家大業大的大集團，中小企業的生存之道，唯

有集中資源，把子彈對準某個點，才能擊破困難，

「關鍵就是專精」。這些年來，簡俊男往往要花1、

2年的時間，甚至更久來開發一個專案，過程中，他

會先挑一兩樣來測試市場，如果市場沒反應，就得趕

快收起來，如此看來，除了專精外，要在大陸商場討

生活，還得「靈活」。

把事做好做滿　簡俊男的人生哲學

簡俊男說，這10多年來的台商經驗，讓他有個

體悟，那就是儘管環境再差，但是周邊還是不乏朋友

能把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這些人到現在還能賺大

錢，深究其原因，多是有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

願意當開路先鋒，在冷門、人家不願意做的領域，做

到專精、做到最好。」

他表示，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他所看到過最

頂尖者，都有這項特質。也因此，他個人始終督促著

自己，要把事情做好、坐滿，成功機率就會比較高。

從創業的第一天到現在，簡俊男始終保持勤奮的好習

慣，「人家睡覺，我就少睡多做，」問他現在能夠多

睡一點了嗎？他坦言，現在每天平均睡眠時間還是只

有5個多小時，但他卻也樂此不疲地說，「中小企業

就是得這樣拚。」

他分析，同樣都是中小企業，但是台資廠就是比

起本地廠商，強就是強在管理有優勢，「普遍的台資

中小企業，都很嚴格，因為大家都靠嚴格盯出品質

來，」但是他也坦言，嚴格的管理，就得禁得起，較

高的員工淘汰率。他說，個人始終信奉，兵在精，不

在多，特別是這幾年，大陸實施嚴格的勞動合同法，

若是人一多，也造成負擔，效率不見得好。

他提到，俗語說，一顆老鼠屎，往往會壞一鍋

粥，不好的員工，最好趕緊辭退，不要養鼠為患，在

公司內部形成問題。簡俊男這樣說，千萬別以為他是

一個酷吏型的老闆，每年簡俊男的公司，都大方拿出

20％的利潤，與員工同享，留住好人才。

簡俊男坦言，提到分享，台資企業必須多跟本

地企業學習，因為他看過很多內資企業，不只拿

20％，像是大陸的華為，獲利幾乎都是與員工同

享，「這點值得我門學習，平常汰弱留強，但是也要

拿出好誘因，吸引人才為企業服務。」

小而美台協　早早建立革命感情

簡俊男在今年6月4日接掌荊門台協，他說，台

協從成立至今，一晃10年了，「我們有個口號，叫

做『服務台商，溝通政府』，10年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

他解釋，台協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台商，而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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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經商，常會碰到各種形形色色的經營或生活障

礙，舉凡，社保費該繳多少，什麼時間繳，換駕照、

台胞證怎麼辦、怎麼換，台協都必須在第一時間跳出

來，協助台商處理問題。此外，這幾年，有不少沿海

台商打算轉進荊門，面對各種讓人眼花撩亂的投資優

惠，台協還會親自出馬幫忙喬、幫忙談。

有趣的是，熱心如簡俊男，這4年來，還幫忙推

動兩岸大學交流，像是這幾年，他就協助文化大學與

華中科大推動交流，鼓勵交換學生等。問他，平時打

拚自己的事業已經夠忙了，怎麼還撥得出時間，不嫌

煩地服務台商兼推動兩岸交流，他笑說，他30歲不

到，就到大陸打拚，他受到很多恩惠，都是來自大陸

與台灣兩端，「台灣把我教育長大，大陸則給了我一

個投資環境，兩邊都很重要，我願意再多做一點。」

提到荊門台協的50多家會員，他也如數家珍

地，說起這位台商人實在，那位台商很熱心。他笑

說，荊門台協專走小而美路線，原本大家在台灣或是

在大陸做生意時，都不認識，但卻有緣相聚荊門，

這是很難得的緣分。荊門台協會員，有不少是製造

業，有人做食品，有人做礦產，有人專門幫國際品

牌Armani代工生產，也有人跟隨當地特色，專做農

業、水產養殖等。

簡俊男笑說，大家原本都不認識，多數人則是從

沿海轉進到內陸，所碰到的問題常常很相似，不知不

覺中也建立起革命情感來。「我當會長，表面是個代

表、代理，但是實際上，很多事情大家都是齊心一起

做，這份感情，真的很難得。」他也提到，很多人其

實在大陸打拚很多年，儘管整體投資環境變得更困

難，但是有些人也是可以繼續在沿海安居，不用這麼

辛苦轉進內陸，「會來的，通常就是對經營企業很有

企圖心，加上本身財務狀況不錯，願意繼續實實在在

來打拚。」

至於，簡俊男怎麼期許新政府上任後的兩岸關

係？他說，兩岸各自經歷了改革開放與開放探親這

麼多年，彼此的了解已經有一定的深度，相信兩岸

關係已脫離了隨時可能戰爭的危險。不過，兩岸的

發展需要持續的和平與善意，他期盼，兩岸政府都

應當珍惜和平時光，不要挑釁或是挑起敏感話題，

他也很感謝海基會長年的協助台商，成為台商最堅強

的後盾。

簡俊男會長（後

排左五）熱心會

務，今年也特地返

台參與海基會舉辦

的大陸台商端午節

座談聯誼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