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韓毅重慶報道

看準大陸發展機遇的台青謝元逵早在
2013年已遠赴重慶創業。經歷創業初期失敗波折，

他汲取經驗教訓並對市場進行分析，重新錨定創業方向，通過努力拚搏，已逐步
在山城站穩腳跟。在重慶收穫事業、覓得愛情的同時，他積極回饋社會，打造 「雙創平

台」 ，提供 「一條龍服務」 ，幫助更多台青在大陸續夢前行，從 「追夢人」 轉變成 「引路人」 。
謝元逵希望，在大陸打拚的台灣年輕人能汲取他創業失敗的經驗，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大陸
城市發展迅速，機會很多，只要腳踏實地做事情，會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我從小所受教育就是要做一個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個觀念一直根植於

內心。」 2007年，謝元逵畢業於台灣大學
法律系，家境優渥的他一直思考如何通過自
己事業回饋社會。 「家裏希望我從政，之前
覺得從政可施展抱負，一度想過參選台北市
議員。但後來發現，選舉政治有諸多應酬，
要與多方接洽，妥協於很多自己並不想做的
事情，這與我的從政理想背道而馳，所以還
是決定從商。」

吸取教訓重新出發
謝元逵在台灣從事法律工作與股票投

資，後來赴重慶創業。 「我的合夥人在南寧
開設台式奶茶店經營不錯，有20多家門
店。」 2013年，謝元逵放棄為父親在廈門公
司工作的機會而選擇去重慶開設台式奶茶
店。然而，重慶當時已有數家台式奶茶店品
牌，加之定價較高、成本控制等因素，謝元
逵的奶茶店開業半年多就結業了。之後他涉
獵台式快餐，主要專注外賣市場，但逐步被
大型外賣企業取代。2016年，謝元逵與朋友
成立裝飾設計公司，參與重慶社區改造，運

用台灣文創理念，幫助當地舉行文創活
動等，但由於並不精通裝飾領域，最後
還是賠錢了。

「經過一番挫折後，我發現自己有
點過於自信了，投資餐飲業不賺不
賠，但經營奶茶店、裝飾公司都失敗
了，短短兩、三年間虧了不少錢。」
初期創業的不順，讓謝元逵有了深刻

的領悟， 「做生意與做投資
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情，應當回到自己擅長

的領域。2016年
開始，房地產市
場行情上漲，我
在重慶做不良資
產管理，把之前
賠的錢都掙了回
來，還多掙了一

些。」

進行就業創業指導
在重慶打拚的同時，謝元逵希望幫助越

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了解大陸、深耕大陸。
2017年，謝元逵與台灣中華美感手作協會共
同發起山點水兩岸青年雙創平台，促進兩岸
青年文創及創新事業交流。從協助申請創業
幫扶、尋找辦公場地，到介紹最新優惠政
策、對接相關市場，謝元逵力所能及的幫助
更多台青在大陸續夢。近年來，在他幫助
下，幾十名台青、多家台企通過搶抓大陸發
展機遇，陸續在大陸落地成長；不少大陸青
年通過培訓，亦開發出多款受市場熱捧的文
創產品。

「這幾年投入了大概一、兩百萬元資金
在兩岸青年雙創平台，希望可以幫助在大陸
發展的台灣人。」 謝元逵說， 「台青來到大
陸，需要有人進行就業創業指導，否則，很
容易重蹈自己創業失敗的覆轍。2019年，我
們幫一位做香腸的台灣朋友在重慶選址找店
舖，並解決法律問題。如今他已在永川區建
立生產香腸、肉糉等食品的工廠。他的成功
令我們很開心。」

「我們在長壽區捐獻了一些物資給小朋
友，小朋友們寫感謝信給我，覺得很感
觸。」 幫助人、促進兩岸交流讓謝元逵頗有
獲得感。2022年，一位台商在西部地區選
址，準備投資新建一座新能源電池材料廠，
苦於不熟悉市場和政策情況，項目遲遲未能
落地。這位台商後來找到謝元逵，請他幫忙
選擇最佳投資目的地。在謝元逵協助下，這
個總投資7000多萬美金的項目落戶了重慶。

「父輩們勇於往外闖，如今的台灣年輕
人大多抱有比較小資的想法，都守在島內安
逸生活。希望更多的台灣年輕人多到大陸走
動，拓展眼界。台青可親赴大陸實地了解以
後，再決定是否在大陸發展。我們同宗同
源，大陸是我們的根，只要腳踏實地好好做
事情，相信在大陸可以有很好的發展。」 謝
元逵希望用自己的經驗和平台幫助更多台
青、台企在大陸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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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謝元逵
在重慶開展居
家就業創業項
目 「台灣手工
皂」 培訓班，
幫助弱勢群體
學習技藝。

受訪者提供

「由於台灣市場有限，從事手工皂、
旗袍等台灣傳統技藝的專業人士期待有更
大的拓展，我們於是把台灣傳統技藝老
師請到重慶，將技藝濃縮成1至2周的課
程，免費幫扶重慶在地經濟弱勢群體學
習技藝。」 2017年開始，結合渝台兩
地傳統匠人技藝，謝元逵夫婦與重慶
九龍坡區人社局合作開展居家就業創
業項目。 「當他們學習製作的手工產
品達到一定的品質，我們做採購，或
者輔助他們自己開設店舖。」

謝元逵介紹，培訓手工皂技藝
等有國家專項資金按照人頭補貼，

培訓方面我們幾乎不貼錢，主要
在後端做採購收貨，純人工手工
皂的成本肯定比找代工廠製作價
格高，銷售手工皂的壓力由我們
承擔。如果他們自己能開店，我
們也提供幫助。做居家就業創業
項目就是想回饋社會，截至目
前，已培訓了600至700人。
「重慶一名低保戶姐姐在學習手

工皂技藝後，自己製作手工皂擺攤售賣，月平
均收入超過1萬元，我們很為她感到高興。」

對於幫扶弱勢群體的未來計劃，謝元逵認
為，尋求政府各種補貼，或者我們自己貼錢都
不是長久之計。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們
幫助弱勢群體成立一個集手工皂、烘焙、羊毛
氈等產品的品牌，促進產品銷售，讓他們的工
作、生活能夠穩定的持續下去。 「居家就業創
業項目已投資近百萬元，只要把後端銷售打
通，相信是可以盈利的。」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台青謝元逵參加兩岸青年實習就業創業研討
會。

台青赴渝打造雙創平台回饋社會推動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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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各種惠台政策頗具吸引力，有助於台青更快
融入大陸社會。希望更多台灣年輕人畢業後在島外就業
首選大陸。」謝元逵介紹，例如，找土地，過去必須要
找大陸股東作為主體，現在台灣人也可成為主體；在重
慶做兩岸青創交流項目拿場地，成立辦公室是可以申請
免租金的，裝修也有補助；還有一些人才補助政策措
施，對台灣人才的住房解決，提供創業基金幫助。

「台灣人在廈門註冊公司，也可以到重慶發展。現
在政策放寬到不僅僅只能待在廈門，只要在大陸任何一
座城市，一年待三分之一時間，就可獲得補助。沒有要求一整年
都在大陸，這些利好政策對招攬台灣年輕人才到大陸發展有很大
的幫助和推動。」謝元逵說， 「做兩岸青年創業輔導，我告訴台
灣大學生到大陸發展，應當先融入當地社會，首選就業，擴大自
己的朋友圈，對大陸市場有清楚的調研考察後，再逐步創業，這
樣可以少走彎路。」

在法律解釋方面，大陸和台灣很不同。若在重慶的台灣人
有法律方面的疑問，謝元逵
都會無償接受諮詢。 「只有
勇敢打拚，獲得適合自身發
展的創業就業指導，才更容
易走向成功。」

11年來，謝元逵在重
慶打拚事業，推進兩岸交
流；也在這裏遇到人生知
己，戀愛結婚，他在山城闖
出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台青謝元逵積極參加兩岸交流活動。

先就業再創業 累積經驗少走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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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台當
局前領導人陳水扁的 「特赦」 議題再
度掀起討論。有台媒稱，台當局領導
人蔡英文辦公室下周將 「特赦」 陳水
扁， 「免刑不免罪」 ，並將沒收其8億
餘元新台幣的犯罪所得。台灣TVBS新
聞網日前公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
高達48%的島內受訪民眾不支持 「特
赦」 ，有22%支持，另有30%民眾沒
有表示意見。

據報道，傳出蔡英文辦公室已拍
板 「特赦」 陳水扁的方向，便是過去

已定案的案子免刑，包括已判陳水扁
有罪並處以20年有期徒刑的龍潭購地
案等4大案件，但陳水扁仍有4案尚未
審完，恐怕難以納入「特赦」範圍。

國民黨籍立法機構 「司委會」 召
委吳宗憲決定，將於15日邀請 「司法
院」 、 「法務部」 等，針對陳水扁未
沒收不法所得及停審未定案的案件處
理進行專題報告。

《中國時報》近日刊登的一篇評
論認為， 「特赦」 陳水扁，對台灣民
眾來說將產生對司法威信與價值的錯

亂，如果陳水扁沒有道歉、認錯，
「特赦」 只會激化社會更多的對立與
質疑。《聯合報》發表社論稱，陳水
扁不僅毫無悔意，也拒絕認錯向社會
道歉，甚至聲稱自己是在 「政治辦
案」 下受到了冤枉栽贓。這種態度，
要如何 「特赦」 他？綠營提出查扣中
的8億元贓款繳入金庫不發還， 「這種
做法，說穿了就是用8億元來買斷 『特
赦』 陳水扁的司法門票，這是 『道德
之賊』 的伎倆。果真如此的話，蔡英文
不僅在踐踏司法，也在玩弄百姓」 。

蔡欲特赦陳水扁 近半受訪者反對 台調查：逾九成女性稱再就業困難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

灣人力資源機構日前發布最新調查，受
訪台灣女性中有46.9%認為暫離職場
後再就業 「頗為困難」 ，38.3%表示
「相當吃力」 ，8%認為 「幾乎沒有機
會」 ，對此持樂觀態度的僅佔6.8%。

綜合台媒報道，1111人力銀行當
天公布的 「女性就業壓力調查」 顯示，
56.3%的受訪者再就業時面臨 「工時
太長無法兼顧家庭」 的困境，50.3%
指出 「企業主拒絕中高齡求職者」 。

調查還發現，回到職場後，女性

平均需要2.8個月磨合期，以重新適應
工作。

1111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仲葳分
析，台灣多數家庭視女性為幼兒主要照
顧者，因此在職場上，女性會因孩子突
發狀況臨時請假，可能影響績效考核，
久而久之形成女性婚後無法專注事業的
刻板印象，進一步造成兩性薪資差距。

對於能夠產生幸福感的職場條
件，調查顯示，台灣女性上班族較在意
年終獎或分紅、同事相處氣氛、彈性工
時和就業培訓情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