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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台商協會會長江裕昌「登陸」投資資歷長達

23年，堪稱台商圈中的資深台商。當年他與其他股

東共同創立的「上島咖啡」，早在美商星巴克登陸前

就已在大陸各地打下一片天，名號更是響噹噹。如

今，台、外商在大陸林立，大陸本地企業也上來了，

更讓他深刻體會，生存就是「與時俱進」與「升級轉

型」。

江裕昌在今年4月接掌海南台協，成為台協新一

屆掌門人。他形容，海南台協是一個相當有歷史的

台商協會，他是第11屆會長，轉眼間，海南台協今

年也要過25歲生日了。面對100多家台商會員，他宣

告，未來要更積極服務台商，協助台商升級轉型。

江裕昌也積極奔波兩岸，盼促成兩岸青年交流，

期待爭取更多台灣青年到海南設址創業。他說，不少

海南台商都變成「歐吉桑」了，海南台協需要有更多

活力第二代，及滿懷理想和創意的青年，一同「青銀

共創」，來把事業做大。最近他也找來原本在山東打

拚的大兒子到海南來，要一同讓自己努力大半輩子的

咖啡餐飲事業，朝咖啡主題公園邁進。

海南台商升級轉型　結合休閒就對了

江裕昌日前返台暢談他的會長理念。他說，他接

掌台協之後有三大任務，第一個是協助台商升級轉

型，第二是，推動兩岸青年到海南創業，第三是，協

助海南台商解決陳年的投資爭議與糾紛。

江裕昌說，海南因為特殊的地形地貌與氣候，長

年吸引不少台商來此投資農業，有的人從事水產，有

的人種咖啡豆。過去，大家只是很單純地當生產者與

銷售者，但是如今網路當道，各行各業都要想辦法與

網路、電子商務有交集，如今的台商要繼續在海南立

足，也要想辦法創新、升級。

他認為，結合網路、電商是創新的一途，但是要

能在網路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就必須要有品牌、行

銷，偏偏這些都不是台商擅長的，此時就需要台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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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裕昌會長（右1）今年4月接任

海南台協第11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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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去管品牌、商標，其結果就是，引來一堆仿冒者

『搭便車』，他們甚至連公司名稱都不改，就直接

copy。」

同樣是辛苦打拚的台商，江裕昌對目前不少海南

台商碰到的經營困境，滿是心疼。升級轉型除了可以

跨域結合網路、電商外，他認為，對準海南當地大力

發展的政策，也是重要的升級轉型之道。

他提到，這些年大陸政府極力打造海南作為國際

旅遊島，期盼不論是第一、第二或是第三級產業，

都能跟休閒旅遊結合，舉例來說，一些農業型的台

商就可考慮投入休閒農業，開發熱帶作物公園，讓

遊客可以採水果、釣魚等等，「過去台商是生產作

物、做養殖，現在要想辦法跟休閒、觀光結合在一

起。」

對於江裕昌來說，「公園」是一個很時髦的升級

轉型概念。最近他正打算開發兩個主題公園，一個是

依照海口市的市花三角梅，即九重葛，而開闢的三角

梅主題公園，另一個是與他本業相符合的咖啡主題公

園。他笑說，「現在什麼都要與公園掛勾。」

江裕昌描述，未來這兩個主題公園都會散發濃濃

的文創元素，「三角梅主題公園，可讓遊客自己動手

做三角梅冰棒，做香皂或是泥塑，」咖啡主題公園除

了本身會種植咖啡豆之外，也可讓遊客體驗採收咖

啡、品嘗咖啡鮮果，並自己洗、自己烘焙一杯香醇的

咖啡來。

台商轉型秘方　要靠台灣創意

江裕昌說，他有了轉型做主題公園的想法後，為

了灌注這濃濃的文創味，他不時回台「淘寶」，跟台

灣的文創團體一同腦力激盪。他認為，台灣的文創基

底相當深厚，也有一群熱情有夢想的青年，嘗試創

業。他企盼一些有志到大陸發展的年輕朋友，不妨在

台協協助下，到海南放膽一試。

他提及，目前正在接觸台灣與北京的青年創業協

會，看看能否一同在海南組建一個青年創業基地。他

指出，很多台灣的年輕人有想法、有創意，但往往少

了創業的第一桶金，也欠缺大陸當地的人脈與對市場

認知，正好可與大陸的年輕創業家互補。他也說，8

月底會在台灣舉辦一個「兩岸青年論壇」，作為相互

認識與試水溫的起點。

他有感而發地說，「第一代的台商都老了，我們

很希望第二代來，」但是我們也能夠理解，要孩子們

接棒自己的事業很困難，所以我們鼓勵孩子們創業，

看看能否有一番的跨世代合作，「如果台協沒有年輕

海南台協係大陸最早成立的台商協會之一，

台商彼此感情深厚。

江裕昌會長（中）出席友會花都台協26周年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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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與第二代的互動。」

心繫台商　盼當地政府重視海南台商權益

除了協助海南台商升級轉型，並促成兩岸青年共

同創業外，江裕昌的第三個「會長工作重點」，是協

助海南台商解決長久以來很難解決的投資爭議。江裕

昌指出，大陸與海南當地的政策，常常走得很快，變

得也太快，讓台商無法及時接招，「以前大家不注重

台商，沒有人可以幫他們，但是從我這一屆開始，台

協就要來當好幫手，協助大家適應法律與政策變化的

問題。」他苦笑，單是一年一個政策，就讓台商時常

感到措手不及，台商為求生存，別無他法只有團結。

他形容，這幾年上島咖啡也碰上大陸房地產上漲

太快的困擾，有時候合約一到期，房東就要漲一倍的

租金，負擔不起或是不划算，就只能找新的地方，從

一線城市，往二線、三線城市走，「現在的服務業，

真的不好做。」另外，很多台商抱怨許多的，也在於

大陸工資、社會保險費率，漲得太厲害，有良心的台

商根本受不了。

江裕昌還說，不少海南台商都是「古意」的商

人，對於法律或是「政治」，多不大擅長，有時碰上

地方政府徵收，多得需要台協居中協調補償。江裕昌

自已也曾發生，接手海口市的集體制改制工廠，幫忙

繳請四百人的社會保險，但是在市國土局登報確權

後，卻因換國土局長，而接手的國土局長就不認帳，

拖延4年，至今還不給辦理國土使用證。

他說，今後台協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要盡量讓

台商懂法、守法，目前協會已聘用了幾位公益律師，

可以提供諮詢服務，他建議，「有合約要簽的台商，

可以先來給協會的律師看一下，看過才去簽，這樣會

比較有保障。」

他提到，兩岸雖然簽有投資保障協議，不過，很

多時候，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中央認真確保台

商權益，但是地方若不認真執行也沒用。他強調，海

南台商長年落地生根，為海南地方經濟貢獻心力，海

南台商要的不多，只是希望海南當地能確保台商的合

法經營權益與人身安全，「希望地方政府多重視我們

一點，」話鋒一轉，他也說，「當然，我們自己要先

團結。」

海南台商25年　卓然有成
江裕昌是海南台協的第11屆會長，今年將帶領

海南台協過25歲生日。江裕昌形容，目前比較積極

參與海南台協運作的台商家數，約有一百多家，有些

人投身建築業、商場經營，還有為數不少的台商來此

種植水果、養殖漁產。他提到，海南因為地處熱帶，

很適合養殖觀賞魚，「海南出品的觀賞魚，幾乎占到

大陸市場8成。」

海南因為幅員遼闊，除了海南台協會之外，位在

海口、三亞的大城市，也各有獨立運作的台協，一同

為海南台商服務。江裕昌如數家珍地提到，自己投資

海南歷史長達23年，早年，台商曾在1992年當時的

大陸領導人鄧小平南巡後，掀起考察大陸熱，而他自

己是在1996年之後常駐海南。

他說，海南這幾年很積極發展國際旅遊島，因海

南也是大陸唯一的熱帶島嶼，每年冬天，都會吸引很

多北方人到海南過冬，有些人甚至是住個半年才回

去。當地也不乏擁有私家海灘的五、六星級飯店，一

年當中有不少時節都是遊人如織。

江裕昌夫妻長年在海南打拚，兩人育有三個孩

子，老大從MBA畢業後，就在山東打理事業，偶爾

到海南幫忙，至於老二、老三則在美國發展。他笑

說，自己是放任型的父親，隨孩子自由發展，剛好老

大有生意頭腦，就把事業交給他去發揮。

他最近很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大允諾

他，要與他一同協助上島咖啡在海南的轉型事業，即

催生他發想的三角梅主題公園。有趣的是，江裕昌協

助自己的孩子創業、發展事業，也常給予台灣年輕人

創業建議，例如台中就有一位咖啡事業發展同好，常

與他交流如何改善商業經營模式，說到此，他也忍不

住虧自己，「有時候真的很雞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