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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作為台灣最早一批進駐大陸的客商之一，蔡正富回憶道，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投資，長達38年的兩岸隔絕被打

破。彼時，台灣島內製造企業因成本上升和勞動力短缺，普遍虧損
甚至倒閉，他供職的工廠也未能倖免。在香港賣完工廠模具後，他
決定來到百廢待興的大陸闖蕩。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深圳參與創
立的艾美特，在大陸實現了產值翻數十倍。從OEM轉變至ODM+
OBM，分設深圳與九江雙生產基地，成為中國市場精品小家電的
前列品牌。他堅信，1973年始創於台灣的艾美特，將來一定會在大
陸成長為百年企業。

盼台企轉移轉型獲支持
近年來，珠三角地區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上漲，內陸省份崛起
及消費潛力的釋放，東盟市場開放，對於在大陸的台商（約80%屬
於加工製造業）而言，轉型升級或產能轉移迫在眉睫。蔡正富說，
惠台31條、惠台26條強調為台企台胞提供同等待遇，各級地方政
府細化並執行惠台措施，讓大家又吃下一顆定心丸，擁有滿滿的獲
得感。
「惠台26提出，鼓勵台資企業向中西部、東北地區轉移並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對於依賴外貿的台
企而言，拓展內需市場需要一定時間，轉移產能也需要過渡期。我
希望，國家出台細化措施助力台企在過渡期內的產品流通，地方政
府在對台企實行『一企一策』的過程中，考慮在一定期限內，給予
適當的產品生產流通補貼。」他說，艾美特於1993年從大陸政府
規定的5%內銷比例做起，2014年確定九江定位內需市場、深圳以
設計和生產外銷品的格局，如今內銷外貿比例約五五分。內需市場
的拓展離不開江西省委省政府、九江市委市政府、九江經開區委區
政府在政策上進行優惠，在環境上進行優化，真誠實意地提供最大
支持。
他還特別提出，「幾十年來，我看到有的企業神話以失敗而告
終，有的企業小打小鬧到後來居上。這當中有國企、港企、台企、
本土企業。所以，政策紅利因素之外，任何企業想要長久生命力，
一定要靠自己。」

籲強化兩岸青年交流
提及兩岸未來走向，蔡正富堅定認為，「兩岸和平統一是必然
的，只是時間問題。」他說，兩岸同文同種，他的祖上就是鄭成功
將軍的部下，明末年間遷至台南定居；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大
陸綜合國力日益強大，以攻堅式扶貧改善民生，尤其是此次抗擊疫
情期間的「國家兜底，全民抗疫」，讓他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希望。
從歷史、地緣戰略角度都表明「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
他續說，蔡英文執政以來，為了選票，搞得台灣只有立場卻沒有
是非，兩岸關係深陷僵局，在大陸的台胞台企或多或少受到影響，
遑論本有待加強的兩岸青少年交流領域。「來過大陸的台青佔比不
高，這當中又大多是來旅遊，了解大陸政治體制、民俗風情的台青
少之又少。我一說大陸發展巨變，就有親友說我被共產黨洗腦了，
仍有所謂的優越感。他們拒絕看見艾美特在大陸年產值達
30億元人民幣、台灣經濟陷入困境的現實。」
他稱，惠台31條、惠台26條貫徹執行的同
時，應該大大強化兩岸青少年交流，最起碼讓
大家聆聽彼此心聲。「我每年都會邀請母校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一批學弟學妹們前
來實習交流，讓他們認識真正的大
陸。我也會給兒子講家國情
懷，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講兩岸現狀對比及出路，
他總能理解到一些東
西。」

「疫情防控期間，我就是拿

着這張台灣居民居住證綁定微

信，掃碼登記，上下廬山

的。」艾美特集團副董事長、

艾美特電器(九江)有限公司董

事長蔡正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笑言，今年是他在

大陸生活創業的第33個年頭，

他感恩大陸，可能比很多大陸

人還愛大陸。67歲的他愛喝金門

高粱、茅台、四特酒，持有台

灣、香港、深圳三地身份證件，在

大陸停留的時間遠比台灣要多，流利

的普通話裡夾雜兒化音。

責任與享受並行

自1993年《對台灣地區小額貿易
的管理辦法》頒佈以來，大陸成為
台商投資的首選地區，尤以改革開
放的前沿陣地珠三角明顯。他們為
大陸帶來資金和先進的技術項目、
思維觀念、管理方式，與珠三角乃
至大陸發展同頻共振。
蔡正富說，兩岸對峙時期，他曾

在馬祖服役，受台當局宣傳影響，
認為社會主義是貧窮的代名詞。
「最初，要我說對大陸政策百分之
百有信心，那絕對是假話。我將擔
憂向深圳台辦照實說出，得到安撫
並答覆，改革開放這條路是不會改
變的。沒過多久，國務院頒佈了第
七號令，有『在台胞投資企業集中

的地區，台灣投資者可以向當地人
民政府申請成立台商協會』。我們
幾個年輕人歡呼雀躍，起草了組織
架構、協會章程，於1990年 6月27
日正式創立深圳台商協會。」
之後兩年，鄧小平視察深圳發表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
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
能是死路一條」。蔡正富說：「鄧
公南巡講話，讓我們徹底放心了。
2019 年 1月 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又讓我們有更
多的獲得感。這麼多年來，我也介
紹了不少台灣朋友來深圳、九江投
資落戶，而且是很樂於此事。」

見證改革歷程 創深圳台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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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艾美特簽約落戶九江儀式。在當地政府扶持下，從簽約至投產僅
用143天。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復工復產期間，蔡正富
（左二）在視察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蔡正富認為，從歷
史、地緣戰略角度都表
明「兩岸一家親，命運
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艾美特每年都會向台灣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提供學生赴大陸工廠實習與實務學習機
會。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我有三大平生幸
事，一是參與創辦艾
美特，二是與朋友們
共同創立全國首家台
商協會，三是培養了
一群大陸孩子們。等

我退休之後，要到各地去看看，讓那些
孩子們好好接待我！」蔡正富感歎，人
老了，才會明白巨額財富、宏圖霸業遠
沒有享受人生重要。

上世紀90年代初，南下打工潮興起，
內陸男女青年成群結伴來到珠三角地淘

金。他說：「160 多名來自廣西大山的
孩子，剛洗腳上岸，大多是文盲、法
盲，甚至不會寫字。我就給他們一人發
一本新華字典，公司工會開補習班，教
他們學會了看書看報。那時候，工資水
平不高，艾美特基層員工比同行高點，
月賺100多元（人民幣，下同），若碰上生
病就醫一次，隨便就能花上好幾十。於
是，公司設立合作醫療基金，每位員工
每月出 5 元，就可免費在公司醫務室看
病，若大病可到公司外就醫，公司按
70%報銷。這樣一來，他們的工資大部

分可以存起來。有的孩子往家裡郵寄了
600 元，家長感激得不行，在信裡稱這
比家裡一年的收成還要多，叫孩子再也
不要回家種田了，好好跟着公司幹！」

艾美特協理田雄飛，湖北人，公司初創
時是一線工人。他說：「蔡董事長很有人
情味，培養了幾個資產過億的富翁。一位
工齡十年的員工患癌去世後，公司每月給
其兩名幼小子女提供生活費，直至他們長
至18歲。2004年公司董事會決定從公司
總資產中劃出10％的份額給全體員工配
股，這當中也包括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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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陸青 平生幸事

疫情期間，艾美特捐贈了一批價
值5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空
氣淨化器和電暖器馳援湖北等地；
新增生產線，代工由鍾南山院士團
隊研發的「醫用隔離診台」。蔡正
富說：「我身兼多職，是深圳市榮
譽市民、九江台商協會會長、深圳
台商協會常務副會長。我們在大陸
享受到了實惠，承擔社會責任理所
應當。」
據悉，自1996年向華南教育基金

捐款50萬元以來，艾美特先後在江
西、雲南、四川捐建希望學校；分
別在颱風「碧利斯」、汶川大地
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發生後，向災
區捐資捐物；向台灣兒童福利聯盟

捐贈 100 萬元（新台幣），成立
「深圳社會公益基金．共享陽光公
益基金」，關注兩岸青少年成長。
艾美特人還堅持無償獻血十多年，
設立義工團隊服務社會。

▼艾美特九江基地生產車
間。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