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是創業，不管是在哪兒的創業，都需要

鼓勵它、支持它！」新任連雲港台商協會會長劉宗

岳是年輕的六年級生，他雖是台商第二代，但是年

輕人創業的辛苦，他是知道的，也能體會，所以自

他去年11月接掌連雲港台協，他就開始想方設法，

想要透過台協，幫更多有意願到大陸創業的年輕人

一個忙。

連雲港位於江蘇北部，這是一個東臨黃海、北

接山東省日照市的地級市，早年，它是中國大陸首

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近年則是大陸力推「一

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

劉宗岳表示，他就任會長後，有兩件事情格外

重要，一是盼協助更多的台灣創業青年，可以順利

在大陸落腳，二是協助連雲港現有的台商會員，可

以搭上一帶一路的政策順風車，將商業版圖拓展到

中亞五國去。

他形容，有更多的年輕新血加入台協，有助

台協更加壯大，而協助現有會員能更加拓展商業觸

角，也有助台協凝聚向心力。

連雲港打拚　法遵最重要

劉宗岳是六年級中段班生，2000年大學畢業

後沒多久，他就跟隨家業到東莞工作，2006年公司

布局拓展到了連雲港，之後的幾年，他也就轉移到

連雲港工作，目前職銜是連雲港愛仕沃瑪公司總經

理。

愛仕沃瑪投入的是紡織產業，母廠是位於台

灣雲林斗六的四方印染，主力生產遮陽布、傘布、

汽車墊等，這些年靠著技術突破與創新，搶下全球

十分之一的市占率，是大陸台商轉型的典範企業之

一。

劉宗岳形容，連雲港是個四季分明的城市，夏

天熱可以熱到三、四十度，冬天可以冷到零下十幾

度，這對屬於南方人的台灣，初來乍到時，有些不

適應。不過，它正如大陸很多新興城市一般，在一

定的政策扶植與基礎建設下，穩定地進步中，是一

個年復一年都看得到進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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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岳笑說，這幾年在大陸發展，很多台灣

鄉親都喜歡問他大陸好不好？或是大陸投資是否安

全？他的回答都是，投資絕對有風險，沒有一個地

方是絕對的安全、不安全或是好不好，重點是，要

能夠理解並且適應地方差異。

他指出，尤其是對當地的環保、消防、工業安

全、稅務等法令，當地都有不少與台灣不盡相同的

要求標準，這時候就不能以台灣人的自我觀念來處

理所有的問題，否則「法遵」會出問題，也容易讓

公司陷入經營風險。

舉例來說，這幾年，不少大陸台商常碰到土地

糾紛。劉宗岳認為，糾紛的源起，經常是台灣人對

土地的觀念及所有權概念，與大陸本地想法不同所

引起。他解釋，台灣的土地大多是私有化，只要廠

商有足夠的錢，就可以買來蓋廠、蓋房，或是乾脆

不開發，一塊地就這麼放二十年。

但是，大陸不同，很多地還是公家所有，很

多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台商既然拿到了土地，基於

促進地方發展，就必須趕緊開發，不能任由土地荒

廢、不開發。他建議，在大陸，若是碰上自覺不合

理的問題，關鍵應對之道是，如何協調轉換成合規

方式。

他指出，各地台協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扮演與

地方政府溝通的角色，若台商對當地的法遵不是很

了解，不妨就多利用台協好好諮詢。

連雲港台協　經商好幫手

劉宗岳是在去年11月25日當選連雲港台協第四

屆會長。他指出，連雲港市台協目前的會員數約莫

30多家，以業態來分，連雲港市台商主要以電子、

紡織、傢俱、箱包、汽車零配件為主，也就是大家

認知的傳統加工型態。

他期盼，能夠配合地方特質，運用台協資源，

協助當地台商朝向精緻農業、生物（健康）科技等領

域發展，或是協助在地台商轉型成為更精緻業態。

劉宗岳表示，這些年他在大陸經商，看過不少

單打獨鬥的台商，「他們非常勤奮，也接過家人到

大陸來一起打拚，」但是時代不一樣了，台商要在

大陸闖出一番事業，一定要懂得群策群力、打團體

戰，「台協會是一個很好的支撐力量。」他盼協同

連雲港政府相關的部門和產業工會，幫助連雲港台

商發展事業，同時簡化當地台商興業程序，及合法

保障自我權利。

他也提到，就任會長後有兩大願景，要努力來

推動。一是協助台商拓展一帶一路商機，二是幫助

更多有意願到大陸發展的台灣年輕人順利創業。

劉宗岳表示，近年大陸企業崛起，導致一些台

商發展受限，他希望可以領軍在連雲港的台企一起

走出去，「一帶一路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遇」，有

機會讓優質的台灣產品，有可以有更多銷售管道。

一帶一路　在地新商機

劉宗岳說，連雲港是一帶一路的起始點，當地

很多台商都在尋找各種可能的商機。他認為，台商

規模有限，要一下子投入參與大型公共建設投標，

恐怕有點難度，但是一帶一路所經的腹地，像是中

亞五國，就可以是台商思考延伸的新版圖。

中亞五國是包括了，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

克、哈薩克、吉爾吉斯。中亞五國面積達400萬平方

公里，人口約6,335萬人，為伊斯蘭文明所覆蓋。在

中國歷史上，中亞又稱為西域，也是絲路的一環，

唐朝詩人王維筆下的「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講得就是從新疆跨過了天山山脈，就是

西域了。

劉宗岳指出，連雲港當地有個中哈物流園區，

與哈薩克對接，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互動基礎。

過去很多台商都參訪過中亞五國，雖然當地人口不

多，風俗民情很不一樣，但是不少台商口耳相傳，

當地對於日用品的輸入需求很大，本身則強於農產

品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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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今年連雲港台協就會組團到中亞五國考

察，事實上，他也不限定僅協助連雲港台商拓展商

機，像是台商人數都很少的蘇北五市，甚至是蘇北

以外的台商，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共襄盛舉，「台

協是大家的，很多台灣企業都有不少優質產品可以

展銷，只要有興趣，我們都願意來幫忙。

協助青年創業　台協增新血

劉宗岳是台商第二代出身，但也許是同為年

輕人，他對於青年創業可能遭遇的困境，特別能理

解，也期盼台協能發揮影響力，協助更多有志到大

陸發展的年輕人一個可資運用的空間。

他說，「不管是到哪裡創業，只要是創業，就

值得鼓勵，」不過，他對於現在青年創業，很流行

要與文創掛勾，但是不是非得如此，他認為，青創

的範疇也許可再放大一些。

他也提到，台協傳統的功能之一，就是服務

已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但是對於青創這一類的草創

甚至微型企業，能否真正提供量身訂造的服務，就

屬於新的業務功能了，「如

果沒辦法真的讓有意創業的

人，感受到加入台協的好

處，那麼恐怕台協也留不住

這些青創家。」

劉宗岳表示，有更多年

輕人加入台協，有助壯大台

協，他也深知很多年輕人到

大陸自行創業會碰上各種困

難，舉凡怎麼落戶、落根，

還有如何尋求資金，他認

為，這時台協就可扮演很好

的平台角色。他也說，目前

正在尋思，是不是要讓入會

門檻創新化，不一定要重視

資本金投入，也能讓一些小

額、小規模，甚至是只有創業計畫但還沒有創立公

司的早期創業者，也能加入台協。

兩岸關係　應降低泛政治化

劉宗岳大學畢業沒多久，就到大陸發展，對

兩岸經商環境、生活，均有一定體會。他提到，這

些年台灣人看大陸，很容易泛政治化，由此出現各

種資訊錯誤與失焦。他認為，不管是台灣看大陸，

或是大陸看台灣，都應當中立、客觀，不需要刻意

美化，當然也用不著醜化彼此。一些自我設限，其

實都是不必要的，因為台灣最美的文化特質，就是

多元包容，也唯有多元包容，才能推動台灣繼續前

行、進步。

劉宗岳建議，面對這樣一個重要市場在側，台

灣需要更加自強，也需要開放思維去想事情，不要

過度泛政治化，同時找到適當的方法與大陸相處。

他對兩岸關係的期許是，只有和諧的兩岸關係，台

灣才會有更好的明天，這也是台商立足世界最重要

的根本。

劉宗岳會長（後排右二）出席「2017 大陸台商春節聯誼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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