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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台湾的小伙伴在生涯规划里，将深

圳列入必打卡地，来这里工作或实习一段时

间，这个全世界最有活力和最具动能的城市

魅力，一定会打动到你。”这是来自台湾的“80

后”青年廖哲宏在深圳打拼 20 年的肺腑感

悟。

廖哲宏现在是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隆健康”）董事、董

事长特别助理。作为一位在深圳工作、生活

了近 20 年，自诩已是“老深圳”的台湾青年，

他认为深圳相对台湾的一些大城市，职场竞

争纵然激烈些，“但这里也机遇无穷，会让你

对自己的明天有所期待。”

▶▶▶台北商人家庭走出的“台
商二代”

廖哲宏出生在台北一个商人家庭，父亲

最初在台北士林一家自行车零件公司上班，

1971 年另立门户创立了一家车料工业公司，

1989 年公司由一家小型零配件加工厂发展

成为台湾地区自行车零部件生产的龙头企业

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廖父作出了一个在

彼时十分果敢的重要决定，回祖国大陆投资

创业。

1991 年，廖父和兄弟几人在当时的深圳

市宝安县龙华镇第四工业区合伙创立了信隆

车料（深圳）有限公司，生产自行车零部件，这

也是如今在深交所 A 股上市的“信隆健康”的

前身。

因父亲在大陆办厂，廖哲宏比同龄的台

湾小伙伴也更早获得机会“登陆”。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年暑假固定会到

大陆一趟，去看父亲和父亲的公司，留给了年

少的他很多的记忆。

相比今日台北到深圳的两岸直航班机一

天多班，往来两岸十分便捷，完全可以一日内

搭早班航班到深圳办事，傍晚就能回到台北，

那时廖哲宏随家人到深圳，还得经由香港进

罗湖口岸过关，“所以当时有人戏称罗湖口岸

那座桥是‘奈何桥’，那时香港人就是每天过

关，到深圳采买物品。”时光划过 30年，廖哲宏

感慨于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新月异，“现在

高速只需要 30 分钟车程，当年我们需开 1 个

多小时的泥巴路。”他还感怀于内地这些年各

领域飞速发展和城市宜居性的显著提高而自

然而来生成的吸引力，“新冠疫情期间，香港

人反而想来深圳，近期港人成为深圳最大群

体的观光客，深圳的商场和休闲景区也成为

港人的周末休闲必访点。”

近日，由台湾音乐人凌峰拍摄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讲述大陆风土人情的电视专题片

《八千里路云和月》被台湾网友重拾热追，采

访中，廖哲宏恰好也谈到这部陪伴了他的童

年的电视节目，“当时台湾电视台是每周播放

一期，还有一档和这部电视片差不多的节目

叫《大陆寻奇》，我当时就种下一个梦想，长大

了，我也要去大陆各地走走，看遍那些瑰丽多

姿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美景，尝遍那些透过电

视画面，就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那时的廖哲宏对于大陆的向往，带着一

个年少者的朴素愿想，今天他再回望因由一

档文化节目播种下的人生梦想，让他意识到，

文化联结两岸的力量，“当时的两岸各领域渐

次开放，正是因为这扇文化之窗，让像我一样

的台湾青年愿意来走走看看，进而留在这里

工作、生活，我也愿意多做能够连结两岸的桥

梁事情。”他说。

▶▶▶人生选择顺着时势走

廖哲宏真正来到大陆长居的契机，是在

2004 年。那一年，他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运

动行销管理系本科毕业。“当年选专业时，并

没有想过是为回大陆‘接班’做准备”，但时间

之车走到 21 世纪初这一时代节点，天时、地

利、人和，一切因素都推着廖哲宏的人生轨迹

顺着时势而行。

最初回到大陆，廖哲宏并没有立即回到

家族企业上班，而是应聘进了一家亚洲总部

设在上海的外资体育用品零售商企业。他先

是在该公司的广州分公司工作，大约一年之

后又与团队来到深圳，继续开拓市场。

随着在公司中承担的责任更重，廖哲宏

感觉到了一丝职业能力的恐慌，于是他选择

到国外继续攻读商科的研究生课程。直到

2013 年，他确信自己经历充足时间的给养赋

能，一切都准备好了，再次返回大陆，正式加

入到家族企业。

在信隆公司，他最初从基层的外销业务

做起，“既要接单，还要到处跑客户”，到现在

负责公司的厂房建设和土地开发，在这一过

程中也让廖哲宏有机会深度触摸深圳这座年

轻的大陆城市朝气蓬勃的城市脉搏，“我可以

说，也是深圳发展中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

见证者。”

他为人民政协报记者举例，“在深圳，每

28.5 秒，就有一部智能手机被生产制造出来；

每 60 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每步行

15 分钟，就会遇到一座社区公园，同时这座

城市对于土地利用及开发上更加市场化和法

治化。”他惊讶于“深圳速度”，同时这座不断

向好而生的年轻城市涌动的创新要素，呈现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力，也留住了廖哲宏

作为新生代台商的心，“现在的深圳已经变成

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一个代表，而且还是

全国的标杆，深圳与珠三角的产业供应链配

合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地方，产业分工及自

动化程度也都非常高。这也让我们公司对在

大陆长期发展非常有信心。”

身处创业的热土之上，廖家的生意——

信隆公司也不断迈上新台阶。公开资料显

示，2007 年 1 月，信隆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在大陆上市的第四家台商

企业。公司在全球自行车零配件研发、生产和

销售等领域多年保持行业领导地位，产品除在

大陆销售，还远销欧洲、美洲、亚洲等多个地

区。目前，公司在大陆实现了华南（深圳）、华东

（太仓）、华北（天津）三大重要自行车生产基地

的战略布局，并在越南建立了第四个生产基地，

积极拓展全球自行车及运动健身康复器材产

业。

“深圳的营商环境和政策绝对是全国乃至

全球一流的，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及高新技术

产业的扶持和补助、高效的供应链以及各产业

指导单位，皆给予产业最大的支持，这让我们企

业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卷’出高效。”谈及深

耕大陆市场的信心，他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采访中，廖哲宏还和记者分享了他对“台商

一代”父亲的认识。“他当年将事业重心转到大

陆，十分有前瞻性，尽管从头做起的过程很艰

辛，但正因为他当年敢于‘破’，才能公司今天的

‘立’。大陆市场现在无论是从外贸零售的角

度，还是制造业的角度，都已成为引领世界设计

及智造的中心，来到深圳工作生活的这十年，我

更深切认识到这一点。”

▶▶▶年轻人就该主动迎接“卷”

采访中，记者还和廖哲宏聊起了大家对台

湾青年的惯常印象“喜欢小确幸的一代”，他却

不认同这样的泛泛标签，“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

台湾青年都挺拼的，年轻时不主动迎接‘卷’，哪

有老年时的休息必要呀！”

他还拿勤奋的父亲那一代台湾商人作为榜

样的力量，“我父亲之所以能把信隆做成今天这

样大的产值，是因为他把每天向前进一步，每天

在想着怎样去提高产品质量成为一种习惯。”

在商场驰骋十余年，廖哲宏也越来越意识

到，“打赢持久战，必须有个好身体。”工作之余，

他坚持铁人三项的训练，“喜欢这项运动，有两

大原因，一是这项运动不需要团队，一个人坚持

训练就可以完成。二是在运动中可以让自己变

得更加自律，在品质意志、专注度以及体能等方

面都能得到全面的锤炼和增强，并有助于个人

领导力、管理能力的提升。”

在深圳台商协会倡议下，信隆公司自 2020

年起组建了慢速垒球俱乐部和球队，也积极主

办和赞助各类慢速垒球赛事（如“信隆健康杯”），

搭建两岸间慢速垒球爱好者竞技交流的平台，

推动两岸慢速垒球运动发展，以期以球会友。

现在廖哲宏一家人都长居深圳，两个小孩

也在深圳读书，“比起台湾，虽然在深圳工作压

力大点、竞争激烈些，但这里机遇更多，而且很

快就会让你找到家的感觉，就像深圳这座城市

的宣传语，‘来了就是深圳人’。”

新生代台商廖哲宏：

父辈“敢破能立”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修 菁

台青话融合Z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摇篮，对我们台湾学

生而言，这里承载着学习《论语》时的亲切感。”

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詹宇翔告诉记者。近日，来

自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桃园大

成中学等200余名岛内师生踏足山东，通过“相

约齐鲁·情系中华”2024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

之桥，深刻感受对于他们既熟悉又新奇的土

地，亲自“触摸”山东深厚的文化底蕴。

本次文化交流节还包含“泉嘉亲 创未

来”鲁台青年科教交流节、“齐鲁风 两岸情”

优秀中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等 35个活动。

文化为媒，感受两岸同根同源

文化交流节开幕式上，济南历城二中精

心为台湾孩子准备了创意十足的非遗“大

餐”：塑兔子王、鲁绣、济南面塑、济南毛猴、叶

雕、结艺、剪纸、烙画艺术、木版花笺、糖画

……一个个非遗展位前，参观、体验的观众络

绎不绝，尤其在汉服体验区，吸引了不少台湾

青年试穿体验、拍照留念。台湾大学生姜嘉

华在糖画展位流连忘返，还在传承人的指导

下制作了自己的作品。台湾学生石芮绮穿上

汉服感觉有穿越的新奇，“我感觉每一个非遗

项目都很不同，希望以后也能多体验这种非

遗技艺，去感悟文化。”很多同学和老师惊喜

地收获了传承老师们热情馈赠的非遗手工纪

念品。培德高中王宗彦看完非遗展大为赞

叹，“只有亲临这里才能体会独特的热情与美

景”。在山东手造中心，大家亲手制作了中华

传统手工艺品“艾草锤”，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和传递“一家亲”的情谊。

来自高雄普门中学、格致高中等50名高中

生还组成山东中华文化研习营，开启了一周的

文化之旅。运河文化、孔子文化、泰山文化、齐

文化、非遗……古韵今风在此交融碰撞，台湾

学生全方位体验多姿多彩的齐鲁文化。

参观完孔子博物馆，台湾普门中学邱郁

慈说，“孔子至圣先师在课本中都学过，但是

没有机会到孔子生活的地方参访。这次能到

孔子博物馆，看到最原始的文物，听讲解员讲

述孔子的一生，感觉来山东非常值得。”

在临淄齐文化博物馆，同学们对东夷文化

有了更多了解，对姜子牙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深

入探究，对齐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敬佩之感。

为了弘扬泰山精神，在泰山之巅玉皇顶

精心设计了“海峡两岸 情重泰山”成人礼仪

式。激扬的乐曲声中，台湾学子大声诵读“中

华泰山成人礼颂词”，庄严的仪式，让台湾青

年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以前

在课本学过登泰山晓天下的文章，今天登上

泰山，真正领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意境。明年我就要考大学，参加成人礼对

我而言意义非凡。”来自台湾凤山高中的吴容

妤激动地说。

科技为翼，触摸大陆科技脉搏

为期 7天的台湾高中生“人工智能时代”

体验营在青岛开营。体验营聚焦科技创新主

题，让学生深度体验现代科技成果应用。在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目睹了高科技在港口作

业中的广泛应用；在山东极视角科技有限公

司，了解极视角在 AI行业内的定位和计算机

视觉算法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

领域的应用；在青岛人工智能国际客厅，近距

离接触了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技术、大数据

分析等前沿科技应用，亲眼见证了人工智能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

可能。47 位台湾高中师生和青岛九中学生

同吃、同住、同学、同乐，既深度体验了人工智

能、科技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增进

了两岸青年学子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们纷

纷表示，要把研学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台湾的

朋友和家人，让更多的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

发展成就和优秀传统文化。

体育为友，两岸新一代越交越亲

文化交流节期间，来自台北市体育总会

青少年体育训练团的 68 名团员在山东省训

练中心，与山东运动员共同集训、切磋技艺、

交流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团员前往章丘古城、

烟台蓬莱等地，了解山东作为大陆文化大省的

独特风采。团员们表示，山东不仅运动员教练

员水平一流，食宿安排等保障措施也非常周到，

期间不仅提高了竞技水平，也对山东产生了留

恋。8月份，沿运河骑行、篮球友谊赛、螳螂拳、

街舞大赛、武术交流等一系列两岸青少年体育

活动将在山东各地遍地开花。体育交流是最能

打动人心的交流方式，希望通过切磋和互动能

够促进深入了解和交流，持续推动交流走深走

实，两岸青年走近走亲。

“希望我们和大陆青年学生在交流过程中

互相切磋专业知识，激发彼此的潜能，携手并

进，在相互学习中建立更深厚的友谊”；

“期待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更深刻地

感知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两岸每一位青年都可以作两岸交流的一座桥，

携手为两岸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文化交流节总结会上，台湾团员们纷纷留

下动情的寄语感言。记者了解到，鲁台青年文

化交流活动连续在山东省举办了 19届，成为两

岸青年沟通交流、加强了解的重要渠道和两岸

学子建立友谊、增进感情的重要平台。

每一位青年都可以作两岸交流的一座桥每一位青年都可以作两岸交流的一座桥
——2024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小记

本报记者 修菁 通讯员 张勇

本报讯 （记 者 范 文 杰） 8 月 2 日 ， 由 全 国 台 联 主

办，宁夏台联、内蒙古台联承办的西部大开发与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台胞考察研习营在银川开营。来自两岸的台

商、台青齐聚黄河之畔，沿着黄河“几字弯”路线，在宁

夏和内蒙古展开为期一周的考察研习之旅。

活 动 期 间 ， 营 员 们 前 往 宁 夏 腾 格 里 沙 漠 新 能 源 基

地 、 中 国 科 学 院 沙 坡 头 沙 漠 研 究 试 验 站 、 内 蒙 古 乌 梁

素 海 等 地 ， 了 解 国 家 开 展 荒 漠 化 综 合 治 理 创 新 举 措 和

两岸融合发展等情况。“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 续 发 展 的 根 本 大 计 ， 希 望 通 过 此 次 活 动 更 好 地 凝 聚

两岸同胞力量，携手共护母亲河。”全国台联副会长郑

平表示。

“ 黄 河 ‘ 几 字 弯 ’ 蕴 藏 了 很 大 生 机 。” 北 京 宝 得 瑞

健 康 产 业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台 商 陈 彦 儒 告 诉 记 者 ， 此 次

研 习 活 动 中 ， 他 重 点 关 注 黄 河 沿 岸 的 环 保 及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 1991 年 ， 他 从 台 北 来 到 大 陆 发 展 ， 如 今 深 耕 健

康 食 品 研 发 加 工 等 产 业 。 他 期 待 在 活 动 中 走 进 沙 棘 、

枸 杞 等 农 作 物 原 产 地 ， 了 解 学 习 当 地 的 产 业 发 展 经

验。

“宁夏将一如既往地深化宁台交流、促进融合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成孝表示，欢迎

广大台胞青年朋友来宁追梦、筑梦、圆梦，在共担民族复

兴重任、共享民族复兴荣光的伟大实践中谱写壮美的青春

之歌。

两岸台商、台青齐聚黄河之畔开启考察研习之旅

Z 海峡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照宁）“很高兴能成为厦门口岸台胞

落地办证 30 周年的见证者。我亲身体验了落地办证的便

捷高效，特别是今年起在手机上就能提前申办，速度非常

快，体验感非常好……”近日，常年往返于厦金两地的台

胞潘先生，是大陆惠台出入境政策发展变化的受益者和见

证者。

1994 年 8 月 1 日，台胞直抵厦门口岸落地办证政策正

式实施，在厦门开启了两岸人员往来的方便之门。厦门落

地办证政策实施前，台胞来厦门前只能通过港中旅、澳中

旅等机构提前办理入境证件，办证时间需好几周。厦门口

岸台胞落地办证政策实施后，台胞无需提前办证，一张机

票或船票、一个背包，就可以随时到大陆来走一走，越来

越多的台胞选择从厦门口岸入境。30 年来，厦门公安出

入境管理部门在各项出入境政策方面先行先试，一系列政

策连接了两岸同胞的亲情，密切了两岸人员的往来。如

今，厦门已成为台胞往来大陆的便捷通道，经厦门口岸往

返两岸的旅客占两岸直接往来总人数的 1/4，居大陆首

位。

为更好地为台胞提供便捷服务，厦门公安出入境管

理部门坚持不断创新对台服务举措，全国率先研发投用

台胞口岸签注自助受理机、自助拍照机、自助填表机，

大大提升了台胞口岸办证效率，特别在 2023 年 12 月，设

立出入境制证厦门分中心后，5 年期台胞证办理时限从

原 来 的 5 个 工 作 日 压 缩 至 3 个 工 作 日 。 一 次 次 的 突 破 ，

缩短了台胞办理证件的等待时间，也缩短了两岸同胞心

与心的距离，也是厦门公安出入境不断推进两岸融合发

展的最好体现。今年上半年，厦门公安出入境口岸签证

部门共签发一次性台胞证 1.58 万人次，占全福建省口岸

的 94%。

“一湾海峡·一证梦圆”30 周年不是终点，而是又一

个崭新的起点。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马翠

琳表示，面向未来，厦门公安出入境将积极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

站”，共同谱写两岸同胞便捷往来的新篇章。

厦门口岸台胞落地办证30周年

为 台 胞 落 地 办 证 达 228 万 人 次

本报讯 （记者 王慧文） 8 月 2 日，北京台湾会馆举

办常设展览“中华魂·京台情”新展启动仪式。北京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晋柏，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台盟北京市委会主委陈军，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

周，台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穆学锋，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副局

长朱凤莲，北京市台办主任霍光峰，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黄克瀛，北京市台联党组书记袁海鹏、会长白天亮等出

席，在京台商、定居台胞代表等共 100 多人参加。

“ 中 华 魂 · 京 台 情 ” 展 览 历 经 2009 年 初 设 计 展 出 、

2016 年改版至本次全面升级改造，在站位立意、内容丰

富度和展示手段上均有飞跃性提升。本次新展分为“宝岛

台湾 根系华夏”“科举入台 选贤任能”“百年会馆 见

证历史”“爱国爱乡 矢志笃行”“京台情深 心手相连”

“中华一家 民族复兴”六个板块，深入讲述了台湾历

史、台湾会馆历史、科举制度在台湾历史、台湾同胞参与

中国革命和祖国建设历史。

活动现场，举行了科举匾额捐赠仪式，白天亮向匾额

捐赠人福建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石禄生颁发感谢状，两块

清代匾额“康强逢吉”和“钦赐翰林”作为两岸同根同源

的历史见证，将永久收藏于北京台湾会馆。此外，台湾书

画家李毂摩手书的“中华魂·京台情”新展览主题字也在

揭幕仪式中亮相。

自 2010 年重张以来，北京台湾会馆已成为两岸交流

的重要平台。截至 2024 年 6 月底，会馆共主办、承办、协

办各类涉台活动 813 场，接待参观 2678 批次，累计超过

11 万人次参与。随着新展览恢复参访接待和对外开放，

台湾会馆对台交流的平台、阵地、窗口作用将持续彰显。

北京台湾会馆常设展览
“中华魂·京台情”新展启动

深圳相对
台湾的一些大
城市，职场竞
争 纵 然 激 烈
些，但这里也
机遇无穷，会
让你对自己的
明 天 有 所 期
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