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家

出生在雲林的廖萬隆從小隨父親北上打拼，學過醫
術，也曾到電子公司做事。1973年，透過一家日

本企業決定在台灣設廠的機會，加上「行政院青年輔導
委員會」批給他40萬的青年創業貸款，廖萬隆踏出了建
設「鎢鋼王國」的第一步。

1975年，春保鎢鋼取得來自日本的硬質合金技術。
1978年，春保鎢鋼的淡水廠開始生產碳化鎢，並成為
台灣第一大鎢鋼生產商。1984年，廖萬隆被評為台灣

「青年創業楷模」。12年的耕耘，他的事業完成了第一
次飛躍。

談起當年的創業歷程，廖萬隆說最要感謝兩個人：
「其一是提供給我創業貸款的蔣經國先生，讓我從淡水
小工廠，進入鎢鋼這個行業。而另外一位，則是鄧小平
先生。」

西進
作為唯一一家與日本技術合作發展鎢鋼產品的台資企

業，春保鎢鋼很快引起了大陸方面的注意。1985年，時

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的吳建常找到廖萬
隆，經他牽線搭橋，廖萬隆見到了大陸領導人鄧小平。
他當面向鄧小平提出，中國大陸的鎢儲量佔全球儲量的
75%，但出口的都是鎢礦石原料，日本和歐美人把這些
原料精深加工後，再以幾十倍的價格賣回中國。聽到這
裡，鄧小平很有感觸，他當即提出，希望廖萬隆能來大
陸投資設廠，改變這種面貌。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和大多數第一批前往大陸投
資的台商一樣，廖萬隆帶㠥鄧小平的囑託，借助尋根之
旅的機會，四處考察，並在廈門投資設廠，開始了人生
的「第二次創業」。創業就意味㠥一切從頭再來。廖萬隆
戴頂草帽、穿條短褲，親自上陣指揮一磚一瓦的建設。

1994年，廖萬隆在廈門市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下，在
杏林置地，開始建立鎢鋼生產基地。1998年，廖萬隆的
春保廈門合金廠正式投產運營。2000年，一條全球唯一

一個從採礦、冶煉、精煉到模具製作，從江西贛縣鎢礦
到廈門工廠近一千公里的生產線正式成形。廖萬隆用不
到20年的時間，完成了鄧小平的心願。

王國
鎢鋼，俗稱碳化鎢，由於混合了多種稀有元素，再加

以高溫碳化，是目前世界上最硬的鋼種，被稱為「工業
牙齒」。鎢鋼耐磨耐衝、穩定性高，在工業材料上無可
取代，小到螺絲、螺帽，以及模具、封膠，大到林木、
化工，兩岸很多企業都需要春保鎢鋼供貨。

這類硬質合金的生產技術起源於西方，而現今生產量
最大的卻是中國。但由於種種原因，西方國家一直對中
國的產品品質存在疑慮，也沒有中國的生產商想過要打
入歐美市場。

2008年，來自歐洲的全球最大鎢鋼集團找到已經在國
際上打響名堂的春保鎢鋼尋求合作。三年後，由雙方合
資的新公司正式成立，不僅共用四百多項全球專利，還
將分享全球五十多個國家的行銷渠道。廖萬隆滿懷信心
地表示，春保絕對會打破成規，成為第一個打進歐美的
鎢鋼業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廠商！

2011年，全球第二座、亞洲第一座刀具學院在天津建
成。在這裡，春保鎢鋼將產品使用者以及供應商集合在
一起，培訓他們如何將產品的功效發揮至最高點，並延
長產品的使用壽命。該學院的成立，意味㠥春保已經將
世界最尖端的技術引進中國大陸。甚至有媒體將其形容
為廖萬隆在天津的「秘密基地」，培育「反攻歐美市場
的精英」。

創業至今，廖萬隆說最讓他感到驕傲的，就是打造了

一個完全自主的民族產業：「我們希望將它發揚光大，
不要讓外國人看不起，說我們只能出產原材料。我們有
礦，有勤勞的員工，有便利的海陸空交通條件，更有最
優質的生產基地，我們的目標就是做到更加國際化，將
世界上最好的技術引進大陸，做大、做強、做精、做
專，將最好的深度加工產品輸出到世界各地。」

西 進 大 陸 兩 岸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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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民族鎢鋼產業

春保森拉天時鎢鋼集團總裁
春保森拉天時鎢鋼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廈門春保精密鎢鋼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漳州春保鎢業冶煉有限公司董事長
廈門春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富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津春保鎢鋼精密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津信成開發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漳州台商協會會長
中華兩岸文化經濟協進會理事長
世界張廖簡宗親會總會總會長
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副理事長
全國台商企業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廈門市榮譽市民
漳州市榮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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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保集團位於天津的刀具學院是世界頂尖技術進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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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廖萬隆與習近平在上海

會面。

■作為國民黨中常委，廖萬隆積極為

台商爭取權益建言獻策。

■福建客家技藝「土樓神㢦」在新

北市文化中心表演

■廖萬隆與春保員工 ■廖萬隆親自創立兩岸文化經濟協

會，為兩岸互動交流作出貢獻。

■馬英九到家中拜訪廖萬隆，左為

女兒廖佩玲。

作為第一批前往大陸投資的台商，以及其中成功
的典範，廖萬隆同樣十分關注後進台商們在大陸投
資興業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其中不乏有些台商西
進大陸投資最終卻失意而歸。透過與台商們的交
流，廖萬隆結合自身創業經驗，總結出「四本哲
學，三不準則，一共識」的「廖八條」原則。

「四本」意指「本人、本業、本錢、本事」。在
廖萬隆看來，前往大陸投資，本人的參與非常重
要，並要做自己拿手的本行，第三要有本錢，有多
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且最終還是要自己有本
事。「三不」則是指不強出頭、不強求以及不觸及
敏感。最後的「一共識」則是時刻要抱㠥謙卑、感
恩的處世態度。

如今，「廖八條」已經成為在台商中廣為流傳的
興業準則。廖萬隆也鼓勵每一位台商，決定要到大
陸經商的當下，就應該要有決心做到最好，不可心

存僥倖，投機行事。
由於業務重心轉移到大陸，廖萬隆在很長一段時

間裡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廈門的工廠，更頻繁往返
於兩岸之間。彼時往返兩岸都需要借道金門然後搭
乘飛機，交通不便讓包括他在內的眾多台商飽受舟
車勞頓之苦。作為台商的意見領袖，廖萬隆一直在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聯誼會、工商研究建設會等組織
擔任要職，並通過各種渠道身體力行推動兩岸三
通。2006年，廖萬隆發起百名大陸台商聯署《台商
宣言》，強烈要求放寬對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管制，
盡速實施三通。

在工作之外，廖萬隆還心繫兩岸關係發展：「兩
岸貿易投資到達一定程度，就要展開文化經貿方面
的交流，而我們民間企業界的平台可以很好地演變
成交流的橋樑。」

2001年，他牽頭成立了中華兩岸文化經濟協會，

透過結合大陸由南到北的台商來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為兩岸交流發展做出貢獻。他將源自閩南，
後傳到台灣的布袋戲重新帶回漳州老家，贏得廣
泛讚譽。

2006年，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中華海峽兩岸客
家文經交流協會正式成立，並在北京舉辦了第一屆

「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2010年，值福建省長黃
小晶率領代表團訪問台灣之際，中華兩岸文化經濟
協會與閩西客家聯誼會、福建客家土樓藝術團等單
位合辦了「土樓神㢦」，讓兩岸客家人見識到難得
一見的客家文化風情。

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廖萬隆說一定要以發展經
濟為主，互利互信，拋棄所有的政治因素將和平擺
在第一位。他也十分看好海西經濟特區：「從交
通、基建一步一步做起。海西和台灣，兩地優勢互
補，一塊一塊發展，未來無可限量。」

回首春保鎢鋼走過的這四十年，從最初來自日本的技
術，到幫助他實現事業兩次飛躍的兩位恩人，再到大陸多
個地方領導對他投資設廠的支持，就如同「廖八條」最後
一條一樣，廖萬隆對一路上得到的幫助充滿了感激。他還
十分感謝春保在大陸的員工們對於企業的貢獻，特別是其
中的高級工程師：「有很多很優秀的工程師，盡心盡力發
揮他們的技能，投入心血，幫助春保在短短20年裡，做到
世界最好。」

當被問及是否可以用成功二字來形容他的事業人生，廖
萬隆笑㠥說：「是的，我感到非常自豪，階段性的目標已
經完成。」

如今，廖萬隆已經不需要像以前一樣一年有超過十個月的
時間待在大陸，在台灣和大陸的時間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很
多的工作已經放手給下一代去管理。但他也坦言，作為家族
企業，很難會完全退休。對於未來，他說最重要做到三點就
好：「滿足客戶的需要、照顧好員工、回饋社會。」

心懷感恩勉勵後進 心繫兩岸

■1984年，廖萬隆當選台灣「青年創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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