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著名女企业家，她几十年如一
日奔波两岸，为促进两岸交流鼓与呼，
为促进两岸妇女交流穿针引线；而作为
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副主委，她强烈
反对国民党提出的“亲美远陆”政策，
她认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亲帮亲，
怎么会请外人来制衡自家人？尽管今年
已经80岁，但她还是希望有生之年看
到祖国统一，看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
兴。“统一才是台湾2300万人真正的福
祉。”

国民党应守住“九二共识”，
对外说清“一国两制”

由于在去年台湾地区选举中，国民
党党内出现严重分裂，加上美国力量

“选边站”，更重要的是，民进党推出的
参选人利用公权力一边在岛内打压政
敌，一边利用香港“修例风波”，进行
炒作，挑起岛内民众“仇中反中”情
绪，最终获得连任资格，让国民党陷入
情绪低迷状态。败选后的国民党后来进
行党务高层改选。为了稳定低迷情绪，
新的一届国民党中央进行了败选总结。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没有整合党
内分裂，却将败选原因推到了国民党

“错误”地坚持了“九二共识”，并提出
与大陆保持距离的政策。

对此，马爱珍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此
提出批评。马爱珍说，党内现在有人认
为，“九二共识”已经污名化了，应该换个
名字，但她认为，之所以被污名化，就是

因为国民党自己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
两岸终极统一。这不仅是1992年两会
达成的共识，而且也符合台湾现行“法
律”规定。而且，马爱珍说，大陆提出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从来就没有
说过“九二共识”就等于“一国两
制”，而这不过是民进党为选举骗选
票，挑起台湾民众反大陆的手段而已。
国民党不仅不站出来澄清，反而拿香跟
拜，跟着民进党歪曲大陆善意。

“真的很遗憾，一步错导致步步
错。”马爱珍说，国民党内越是不敢讨
论统一，声音就越来越小，应该把道理
说清楚。

马爱珍表示，大陆提出了“两岸融
合”，而且还定调“两岸一家”，这就代
表“两岸的事是家里事，既然家里的
事，就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来解决，而不
是通过美国人介入来处理”。马爱珍
说，其实，就像家常过日子，哪家没有
个吵吵闹闹的时候，两岸也一样，因为
历史原因，存在一些政治分歧，因而出
现一些杂音本可以理解，越走越近才是
基调。两岸还是有很多沟通与交流的机
会。大陆高层对台是理性且一贯的；反
观台湾当局呢？充满民粹、不理性、政
策不连贯且带有选举考量。

马爱珍谈到了去年海峡论坛，国民
党缺席海峡论坛是极大的错误。

马爱珍说，大陆自改革开放后快速
发展，大陆越来越自信，但反观台湾，
却很复杂。

“不可否认的是，在马英九执政8

年中，两岸展开全面性的交流，是两岸
人民距离最近的时刻，不管外面对马的
评价如何，至少在两岸政策上，马英九
做的是对的。”马爱珍认为，在民进党
执政后，两岸氛围已走到冰点。

马爱珍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过去
和大陆沟通顺畅的国民党更不应该置身
事外，甚至跟着民进党走。

谈到国民党内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杂
音时，马爱珍坦言，国民党内仍有很大
一部分人希望两岸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如果国民党不重视这群人，或者选择忽
视，真的会失去基本支持者。“我们必
须向台湾同胞进一步解释‘九二共识’
和‘一国两制’，重新把两岸话语权从
民进党手中夺回来。而要做到这点，不
能让两岸交流断了。”

据了解，黄复兴党部是中国国民党
特殊党部之一，是为台军退役人员设立
的党部，党部成员包括退役官兵及其眷
属。

“马大姐”的励志故事
感动过很多人

马爱珍这个名字在两岸政界和企业
界并不陌生，但两岸女企业家更喜欢叫
她“马大姐”。

而马爱珍本人也喜欢这么叫，因为
亲切不见外。

马爱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
穿梭于两岸，为两岸经贸和妇女交流穿
针引线。

今天的成就源于青少年时期艰难的
成长经历。和很多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不
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样。马爱珍的青少
年时代，一直在磨难中度过，这也铸就
了她的坚强品格。

“1950年，我9岁时，跟随当军医
的父亲落脚到了台湾新竹。”谈起童
年，马爱珍至今对发生在70多年前的
事如数家珍，“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在
新竹为大陆来的老兵修建的眷村面积不
大，僧多粥少，而我父亲只是个少尉军
衔的军医，自然没分到眷舍。于是一家
三口人只能暂时栖身在日据时期修建的

一所传染病医院里。”
马爱珍说，由于是随国民党残部败

退到台湾，全家身无长物，连睡觉用的
铺盖都没有，后来只得捡拾稻草晒干了
用来充当铺盖，“居住的和乞丐没有两

样。”
屋漏偏遇连夜雨。让马爱珍一家没

有想到的是，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马
爱珍和父母先后感染了传染病，“幸亏
依靠父亲的医术，我们全家才得以痊
愈。”

居住环境的恶劣，只是马爱珍童年
留下的一小部分回忆。生活上的窘迫，
才是她最深刻的记忆。

马爱珍说，非常时期，物力维艰，
母亲只能以量入为出的方式来安排全家
人的生活。当时的艰苦一般人无法想
象，马爱珍说，为了生活，她和妈妈捡
拾过菜叶，以节省菜钱；为了生活，母
亲还揽了糊火柴盒的活儿，马爱珍也会
帮妈妈一起糊。然而，这些收入依然不
够维持生活。由于没有自来水，9岁的
马爱珍便承担起到附近井里挑水的活
儿，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以细弱的“劳
力”补贴家用，“永远不会忘记那张橘
红色的钞票，现在早就见不到了，但却
镶在了我的记忆里。”

回忆起童年，马爱珍有很多感慨，
她说，除了吃、住条件差外，日常家用
更是简单。没有熨烫衣服的设备，就利
用夜里时间把褶裙理好，摆在睡铺的两
层稻草中间，凭着躺卧其上的身体重量
压平，“为此，一整夜我都不敢辗转反
侧，唯恐压坏了褶裙。”上学时带饭也
不敢和同学们的饭放在一起，因为太寒
酸……

生活的艰辛帮助马爱珍磨练出坚毅
的品格，愈苦愈坚，愈难愈勇。进入中
学后，有着强健体魄和强大心理素质的
她积极从事体育运动，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曾到香港参加过比赛。高中毕业
后，她本可以到体育专科学院继续深
造，但考虑到生活的艰辛，只得放弃学
业，选择工作，挑起了养家重担。

马爱珍首先在基层打拼，换过很多
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领略
到自力更生的快乐。结婚后，马爱珍和
丈夫相亲相爱，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谁知祸从天降，幸福的婚姻生活
还没进入第四个年头，丈夫在一次飞行
中不幸遇难。坚强的马爱珍没有向命运
屈服，没有气馁，一面照顾两个女儿，

挑起照顾夫家娘家两方老人的重担，一
面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艰苦工作，维持
生计。为了增加收入，她晚上下班后再
到一家贸易公司兼职。在工作中。她比
别人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虽然身处

紧张环境，马爱珍始终没有忘记学习，
她利用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学习贸易
知识、恶补英文。

为了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970年，马爱珍大胆地迈出了人生中
重要一步——创业。在有了一张桌子、
一部电话和从亲友那里借贷来的10万
元钱后，她创办“常富企业公司”。
1974 年又创办一家工程技术顾问公
司，1977年创办一家工程公司，1981
年，创办桦慕企业公司，并任董事长。
在这段时间里，她克服各种困难，一路
摸爬滚打，多次调整业务方向，凭借自
己的努力，终于把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
发展成为台湾贸易界的巨舰。

在台湾商界站住脚跟后，马爱珍逐
渐开拓海外业务。凭借诚信经营和热情
周到的服务，她的企业在不少国家建立
了长久的客户关系，目前其麾下企业在
钢材、皮革、纺织品、农副产品等领域

均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马爱珍的贸
易分公司已在美、德、法、英等七个国
家立足。

除了经营有方，诚信、感恩和与人
为善，也是马爱珍的成功秘诀。自幼深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马爱珍，在
做大做强企业之后，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事业，诚心帮助身边的人。多年来，受
她帮助而渡过难关的人不在少数。她对
待自己的下属和工人更是有情有义，把
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台湾地区有一个
习俗，每年有一个“尾牙”日，就是招
待员工吃饭，表示对一年来工作的感
谢。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在外面餐厅安
排。马爱珍则不然，她将几百名员工分
成几批，亲自烧菜，陪他们喝酒谈天。

“员工们辛辛苦苦帮公司一年，我只辛
苦一天做饭是应该的。”由于和员工建
立起稳定和深厚的情谊，大批员工往往
一干就是二三十年。而她善于经营、乐
善好施的事迹也逐渐在台湾各地流传，
曾被台湾社会团体评选为“十大杰出女
青年”。

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
与妇女交流尽心竭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爱珍就提
出富有前瞻性的论断：海峡两岸同文同
种，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虽然台湾开
放较大陆为早，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
而且当时台湾的农产品加工业等出口情

况很好，但毕竟只有2300多万人口，
资源少，市场小，而大陆地大物博，拥
有巨大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
迅速，两岸优势完全可以互补。早在
1988年，她就率团参访大陆，担当起
两岸经济发展“红娘”的角色。

2002年，马爱珍当选为台湾工商
建设研究会首位女性理事长，积极倡导
台商台企西进大陆，促进两岸经贸交
流。马爱珍呼吁，对于台湾企业界来
说，两岸直接三通刻不容缓，而作为台
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马爱珍承诺将与
占台湾GDP约 45.8%的工商建研会会
员们一道，共同推动两岸三通尽快实
现。

马爱珍说，促成两岸经贸交往一直
是自己的一大目标。言必行，行必果，
马爱珍从来说到做到。

早在1999年，马爱珍就曾率领台
湾女企业家协会会员赴北京举办两岸妇

女经贸合作研讨会；2000年，马爱珍
率团赴京参加两岸妇女发展交流会研讨
会；2001年，在马爱珍的推动下，在
台北举办了两岸暨港澳妇女经贸论坛，
从此打开了两岸妇女界经贸活动的互动
局面。

多年来，马爱珍积极活跃于两岸经
贸往来，多次率领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
考察、洽谈合作，参加并主持过各种形
式的洽谈会，促成了大量商业合作和项
目投资，同时促进了两岸商界人士的互
动和了解，为双方提供了更多的合作空
间和机会。在她的鼓励下，很多台商到
大陆投资办厂，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002年，马爱珍当选为台湾地区工商
建设研究会理事长后，更多次以建研
会、台湾农渔业产销联盟协会、台湾女
企业家协会理事长身份率团到大陆各地
进行农副企业交流活动，并促成台湾学
界与大陆知名高校合作，创办台商在大
陆高端企业研修班，让台商快速熟悉大
陆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成效显
著，得到台商的好评。目前，马爱珍的
活动已从为两岸间经济贸易牵线搭桥，
向着创业投资、项目开发、信息技术、
市场开放等领域的发展。

马爱珍还致力于搭建两岸间文化教
育方面的交流，多次率领台湾工商团
体、妇女团体、教育团体、农业团体等
访问大陆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更积极参
加和主持海峡两岸举办的各项联谊活
动，为两岸文化、教育、司法界人士的
交流互动穿针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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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才是台湾统一才是台湾23002300多万人的真正福祉多万人的真正福祉
———记台湾著名爱国女企业家马爱珍—记台湾著名爱国女企业家马爱珍

第三届两岸四地女企业家经贸论坛第三届两岸四地女企业家经贸论坛

20192019中国百杰女性创业高峰论坛中国百杰女性创业高峰论坛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话虽然很平常这句话虽然很平常，，
我 遭 逢 困 厄我 遭 逢 困 厄 时时 ，， 这 样 的 信 念 支 持 我这 样 的 信 念 支 持 我 前前
进进。。””———马爱珍—马爱珍

率团参加第率团参加第2525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届鲁台经贸洽谈会

桂台妇女发展与合作论坛桂台妇女发展与合作论坛第二届津台妇女经贸论坛第二届津台妇女经贸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