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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三
年受到新冠疫情

影響，全球經濟受到衝擊，中國大
陸也被波及，但台青李偉國對大陸
經濟依然保有信心。 「大陸每個省
市都有不同的特色需求，這樣廣

闊的市場是大陸的優勢。」
這七年裏，李偉國抓住

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
的國家戰略機遇，又借上了
粵港澳大灣區的東風。去

年2月，中央一號文件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
於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
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
見》發布，李偉國再次
敏銳地捕捉到， 「這或
許是新的風口」 ，而他
所創立的葳樂科技的聚
焦領域正是鄉村振興和

文化創意產業。
「大陸正全力推進鄉村振

興，以及碳達峰碳中和，鄉村的可
持續發展是重要部分，台灣在這方
面有優勢和經驗。」 李偉國認為，
在鄉村振興方面，台灣和大陸有很
好的結合點。

除了鄉村振興、文創，在半導
體、餐飲、醫美等台灣具備優勢的

領域，也可以作為台灣青年
赴陸發展事業的

方向。
李偉國建議，台青應該盡早

來大陸，不論是讀書、實習還是
就業，越快融入大陸的市場越
好。去年暑期，他曾組織一批台
灣 「首來族」 赴大陸參觀，其中
有兩個故事讓他印象頗深。一是
辦完大陸手機卡後，台青們驚喜
地發現，裏面竟然是滿格的5G信
號，他們難以置信在大陸80%乃
至90%的地方都普及了5G網絡，
而在台灣大概只有少部分能夠連
接5G。二是台青們發現，進入李
偉國的公司大門竟然無需刷卡，
只需人臉識別便可。

這兩年讓李偉國感到兩岸交
流仍有很大的空白和努力空間。
大陸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市
場機遇，都是很多台灣青年不了
解的。所以，他給自己立下一個
目標：用自身成功的案例給台灣
青年注入信心，吸引更多台胞選
擇來大陸追夢圓夢。

青年交流

首來族驚嘆大陸5G網絡發達

獲同等待遇 降低創業成本

惠台措施
這 七

年 來 ， 從
「31條措施 」 、

「26條措施」 、 「農林22條
措施」 ，到允許台胞申請設立
個體工商戶以及台灣居民居住
證的落地等，台青李偉國不僅
是大陸各項惠台政策的見證
者，也是受益者。

在一系列的惠台政策中，
李偉國感受最深的是成功申請
台灣居民居住證。 「之前對台
胞在大陸住酒店有很多限制，
有了居住證後，除了極少數酒
店，基本上所有酒店都能入

住，這極大地減少了我們的創業
成本。」 他說，居住證的便捷性
還體現在購買機票、乘坐高鐵等
出行上， 「刷臉入站，非常方
便，基本等同於大陸居民身份
證。」

作為創業者，李偉國還感受
到了多一層的同等待遇。 「比
如，五四青年獎章、勞動模範等
許多榮譽的評選，基本都對台胞
開放，我們還能申請國家級眾創

空間，對孵化企業而言，受益匪
淺。」 例如，惠台 「31條措施」
的第2條明訂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
件的台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
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
稅」 ，在華燦工場孵化的40多家
台資企業中，做智慧農業的北京
中農騰達科技有限公司、把大數
據與人工智能應用於傳統文化桃
花運勢上的北京 「早知道」 科技
有限公司相繼獲國家高新技術企
業認證，從而獲得 「減收15%企
業所得稅」 的優惠。

惠台 「31條措施」 的第17條
明訂 「在大陸工作的台灣同胞可
參加當地勞動模範、 『五一』 勞
動獎章、技術能手、 『三八』 紅
旗手等榮譽稱號評選」 ，李偉國
因而獲得北京海淀青年五四獎
章，是北京首位加入海淀青年聯
合會的台胞。 「當我將這些榮譽
分享到我的朋友圈時，我的母親
就在下面留了這四個字── 『光
宗耀祖』 。我過去在台灣打拚，
媽媽從來沒有跟我講過這句
話。」

▲台青李偉國組織多項活動，幫
助台灣年輕人到大陸發展。

李偉國第一次去大陸是在2008
年，當時與父母一起過完春節後便
回了台灣。直到2016年，在台灣工
作了5年的他忽然發覺，似乎已經
看到了事業的 「天花板」 。 「5年
後，甚至10年後的樣子，一眼就看
到頭了。」 他不甘心過這樣的生
活，於是毅然決定前往北京，想在
14億人的廣闊天地裏打拚出一片屬
於自己的藍天。

建立青年創業孵化器
初來乍到的李偉國先是在大陸

找了份工作，待環境適應後便有了
更高的志向。 「我想幫助更多台灣
青年來大陸學習工作、安居樂業，
想讓他們了解真實的大陸、感受其
中的魅力。」 於是，在2017年4
月，他成為了兩岸青年創業孵化器
── 「華燦工場．北京空間」 的合
夥人兼總經理。

加入華燦工場時，包括李偉國
在內一共才三個人。 「剛開始會有
些力不從心，面對各行各業的台灣
青年，我當時掌握的資源完全沒辦
法覆蓋到他們的需求，所以有些焦
慮。」 李偉國回憶稱， 「後來漸漸
調整了心態，盡可能地走出去，參
加會議、活動、認識更多的人，希
望掌握更多的資源。」 他將到訪台
青的訴求認認真真地記在了筆記本
上，與自己所掌握的資源進行配
對，幫到大陸創業的台青們牽針引
線。當微信普及後，他又將每個好
友的事業領域和所處地域進行了備
註，有助於資源對接。

後來，以北京為起點，李偉國
逐漸將公司發展到了成都、珠海和
昆山，目前已有千餘家企業入駐
「華燦工場」 。他說，在成都孵化
的企業中，就有大陸企業邀請台灣
企業做顧問，共同研發產品， 「優
勢互補之下，對雙方都有增益。」

2022年，李偉國創立了四川葳
樂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目標是將傳
統文化理念與當地產業相結合，並
協助台資企業註冊公司、提供辦公
場地、與大陸青年一起舉辦嘉年華

活動、製作手工藝品等。創立葳
樂，與他之前在華燦工場的經歷很
不一樣。 「華燦需要做對接、招
商、拜訪、推廣等較多工作，而葳
樂是以活動導向為主，用專案形式
推進項目，靈活性更大，但難度也
更高。」

「那晚只睡了一個小時」
自從創立葳樂後，李偉國的

生活裏再也沒了 「按時下班」 這
四個字，尤其在活動籌備期，
常常是一個又一個的會議接着
開，活動舉行前夕還得熬通宵。
「我記得去年2月在四川成都寬窄

巷子辦活動，當時要
在很短的時間內搭
建現場、做好布景
等。一天一夜的時
間，我只在車裏瞇
了一個多小時。」

2023年11月，由李偉國
負責的京台青年生活節在北京
舉行，其中，有20多個攤位
來自台灣青年。按照規
定，食品攤需要拿到相關
單位的審批才能出街，
李偉國去辦手續時心裏
還在打鼓，生怕出什
麼紕漏，沒想到辦事
人員一聽說是兩
岸交流活動，當
下就表示非常支
持，並且很快
按照章程幫他辦
理了相關手續。
「活動給了小微企

業對接市場的機會，
也給了他們測試產品機
會，同時還能為他們提供
一些收入。」 他認為，台
青來大陸創業最大的困難
來自於「人脈」，而參加上
述活動，多與企業和民
眾等進行交流學習，就
是融入大陸市場的切入
點之一，也是台青必須抓
住的機會。

為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提供幫助，是這些年台灣青年李偉國
的事業方向。他頻繁地在北京、成都、珠海之間當 「空中飛
人」 ，結識初來乍到的台青，成為他們的 「創業保姆」 。這7年
間，在他協助下孵化的逾千家初創企業中，台資企業就有近百
家。李偉國表示， 「大陸的發展機遇是世界級的，我們不能錯
過。大陸每個巨大的轉變都實際發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不
再是旁觀者，我們是親歷者。」 大陸市場廣闊、機遇多樣，即便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依然有着較強的韌性。他希望自己的
創業經歷能夠啟發更多台青。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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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李偉國向嘉賓介紹台灣攤位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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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擬調升入境免稅額至3.5萬元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入

境台灣旅客每人2萬元（新台幣，下
同）免稅額度已超過30年未調整，經
參考物價漲幅、日韓等國標準，台灣財
政主管部門擬調高免稅額至3.5萬元，
最快可望於今年上半年實施。

台灣現行「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
報驗稅放辦法」規定，旅客攜帶自用及
家用行李物品（管製品及煙酒除外），
總值在完稅價格2萬元以下免稅。

由於2萬元入境免稅額度是台當局
在1989年訂定，有民眾反映30多年來

物價指數升高，消費力也有所提升，因
此應適當檢討免稅額度。台財政部門關
務署、賦稅署正在研議調整幅度，初步
規劃調高至3.5萬元，具體調幅待拍板
後正式對外公告。

據悉，調升免稅額主要是參考物
價漲幅與日、韓等標準。1989至2023
年間，台灣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漲
幅接近7成，免稅額由2萬元調至3.5萬
元，漲幅與CPI漲幅相近，且台灣地區
目前2萬元的免稅額明顯低於日本的20
萬日圓、韓國的800美元。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福
州市28日舉行 「台胞尋根閩都行研討
會」 ，兩岸專家學者及宗親後裔圍繞
「尋根溯源 文化融合」 主題進行研
討，會上為近期評選出的首批10家
「台胞尋根示範點」 授牌。

首批 「台胞尋根示範點」 分為血
緣類、文緣類、法緣類三大類，囊括
涉台人物故居、兩岸宮廟與信俗場
所、涉台文物古蹟等。其中，血緣類4
家：嚴復故居、林則徐出生地、陳氏
五樓、林森故居；文緣類5家：福州文

廟、陳靖姑故居、閩台閩王文化園、
張真君祖殿、福建都城隍廟；法緣類1
家：鼓山湧泉寺。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
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去年9月發
布，其中提出，實施閩台歷史展示溯
源工程，開展閩台族譜對接、尋根謁
祖等活動。當天的研討會由福州市政
府主辦。福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
會副主任、福州市委書記林寶金致辭
表示，如今，以三坊七巷、船政、閩

王文化、城隍廟文化、陳靖姑
文化等為代表的閩都文化、信
俗文化已成為聯結榕台兩地的
重要精神紐帶。下一步，福州市
還將進一步挖掘全市範圍內的尋根資
源，加強涉台文物的保護修復，搭建
更多榕台宗親、信眾、宗教界人士的
交流平台。

台灣中華儒學總會理事長孔祥科
表示，台灣七成以上人口祖籍福建，
不論宗教、風俗、建築與飲食，幾乎都
可以在福建地區找到源頭與聯結。

福州評選十家台胞尋根示範點

◀近年越來越
多台青到大陸
發展。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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