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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92年起在東海大

學開授 T P S (豐田生產體系 )

課程，每年都與中部企業合

作。這種結合理論與實作，

以工廠為教室的新型產學合

作，最近在工商時報的邀請

推介下，引起各界熱烈討

論。

今年剛剛結束的 T P S課

程，在合作對象的期待下，

我們在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

經營資訊系舉辦了期末發表

暨研討會。研習指導學生的

方法、想知道學生在企業的

實作成果、想對熱心投入

的學生表達謝意等業界的期

待，是促成此次研討會的關

鍵；此次活動並得到包括台

中精機、友嘉實業、大光長

榮、台穩精密、靄崴科技、

鉅茂等參與合作的13家企業

熱烈參與。

TPS課程帶動產學合作

研討會從兩組的優良成

果報告，接著由友嘉實業巫

茂熾副總與台中精機陳甘章

經理分享指導學生的心得，

討論十分熱烈。陳甘章經理

說，3年前一組同學認為刀架

組裝與加工應該合併的詳細

分析，導引了台中精機的持

續變革，圖文並茂的介紹，

吸引了與會者的高度興趣。

與會者除交流TPS實踐與

指導學生心得外，對學生的

積極投入諸多讚美。同時，

對於 T P S這門選修課，能夠

開授20年並持續吸引優秀學

生，也表達了敬意。雖然語

多溢美，仍讓積極投入教學

的我，感到無比欣慰。

T P S相信，造物要先育

才。東海工工系設計 T P S課

程，讓企業用製造現場與

大學教室，聯手培育專業人

才，目標是讓受過IE基礎教育

的學生，進一步具備現場改

善能力。靠課程與企業的共

同合作，理論與實作缺一不

可。

除了對參與課程的企業

表達由衷的感謝外，我在會

中也引申了最近對企業實踐

TPS的觀察心得，強調最基礎

而關鍵的要因，在於人力資

源管理。我的演講特別介紹

過去3年，對國內外企業推動

TPS的第一線觀察。

關鍵在人力資源管理

過去一年，缺工問題讓

部分企業的精實變革面臨考

驗。以一家優良大陸台商為

例，他們的縫製生產線推動

以多能工與精實小線為核心

的變革之後，兩年的時間，

人均時產值提高了25%。

然而，在今年春季的缺

工風潮下，儘管仍然維持了

相同的規模，產效卻退回到1

年前的水準，亦即比改善前

僅提升10%。我應邀做細部診

斷，發現今年以來，有20%的

多能工熟手，換成了新進人

員。最近隨著人員的趨於安

定，正重新訓練多能工，挑

戰在2011年底能回到2010年底

的高水準。

我發現這已經不是精實

手法的問題，而是人力資源

管理上的一項全新挑戰。同

時我也發現，過去兩年的變

革，讓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因

應調薪需求，在當地企業或

同業中，維持了相對優勢。

 文  /  劉仁傑  老師

實踐TPS的基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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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公司設立的背景迥異，

類似的故事也可以在另外一

家日商成衣企業找到。

精實系統的小線概念結

合多能工，初期有10-15%的

產效提升，最終可提升30%，

在部分優良廠區得到了驗

證。沒有變革的企業，大都

已經縮小規模或面臨淘汰。

存活下來的企業，則開始嚴

肅面對永續經營問題，面臨

了如何與員工共創價值的挑

戰。

讓員工共創價值的三個特質

我個人的長期研究與實

務觀察顯示，能夠在育才留

才與價值創造間取得良性循

環的企業，具備3個特質。

第一是經營者與從業員

間的信任關係，反映在經營

者外向的願景塑造能力，以

及內向的激勵機制建立能

力。嚴格說，沒有永續經營

的決心，很難維持這種信任

關係。

第二是工作本身讓從業

員引以為榮，包括產品、技

術與企業等在同行間的差異

化優勢。知名度不高的企

業，與前項經營者的願景塑

造能力，關係愈為密切。

第三是從業員同儕間的

群體感，一種離開會產生不

捨的共榮辱與相互扶持。環

境劇烈變動下，人類最原始

的群體需求，形成了一種無

形的力量。

信任、自豪與群體感，

不僅是留住員工的關鍵，也

能夠滾動出不同的競爭優

勢，奠定企業在升級與轉型

過程的人力資源基礎。中國

廠商與外資廠商同樣面臨缺

工，維持相對優勢才能避開

因缺工腐蝕利潤、沒有能力

改善待遇、助長缺工的惡性

循環。因此，確保利潤遠比

規模成長重要；安定的職工

是創造利潤、永續經營的基

礎。

精實變革新趨勢

中國與越南的缺工風

潮，讓企業管理回歸到基本

面與人性面，符合產業發展

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期待，

也是經營者無可迴避的管理

挑戰。我的觀察發現，只依

賴廉價勞力、無法與從業員

共創價值的經營者，已經被

迫逐漸退場。

我最近到過的優良製造

企業，包括海外的台商鞋

廠、日商成衣廠，以及台灣

本土的自行車廠與工具機

廠，精實變革依然昌盛，兩

大趨勢已經隱然成形。

一個是要揚棄「只強調

精實技法與短期成果分配」

的變革。在實踐精實創造價

值上，方法已經不是重點，

意願才是關鍵。而短期成果

分配的激勵手法，顯然已經

無法引領人力資源管理的全

新挑戰。

另一個是要擁抱「能

夠兼顧改善氛圍的精神文

明」。以信任、自豪與群體

感為基礎，反映改善意願的

氛圍，不僅能有效減少對物

質的依賴，也是持續創造物

質文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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