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業週刊資深撰述對我說，「我們一直對

製造業回歸日本很有興趣，但卻也一直找不到

切入點做更深入的報導⋯」。

拙著《世界工廠大移轉》出版一年，製造

回流話題持續延燒，大金空調的案例受到關注

與詢問最多。書中提及，2003年大金開始推動

TPS(豐田生產體系)時，家庭用空調廠內製程

Lead Time是68小時，2008年降至9.5小時，2013

年進一步下降到5.9小時。最近2015年10月的數

據出爐，已經降到4.84小時！換句話說，早上11

時發的料，下班前可以裝箱完畢。Lead Time反

映生產力與彈性，正是帶動製造回流日本的關

鍵要因。

 然而，卻很少人知道，這種製造回流並

不限於大企業或資本密集企業。今年夏天，在

大阪市立大學附近的居酒屋，認識一位退休社

長，有機會理解到

小型企業的最新製

造回流情況。

日本製造回流

縮影

像許多功成身

退的社長一樣，他

對自己一手打造、

在大阪市可能已經

絕無僅有的高級成

衣公司，有著說不

完的話題。年輕時

從四國的小鎮到大阪發展，現在企業已經交給

姪子(社長)與兒子(專務)。他對我最近在越南、

柬埔寨、緬甸與孟加拉的考察研究，也表達了

高度的興趣。

我依照約定，在三個月後的秋天，訪問了

這家外觀完全不起眼的公司。

若宮株式會社位於大阪市南端的住吉區，

距離我擔任客座教職的大阪市立大學只有兩百

公尺。「經常經過這裡已經8年，我完全沒有想

到這棟四層樓層是一家能夠反映日本當前製造

特質的企業」，我對迎接我的年輕社長說。

一樓為車庫與倉庫，人員入口直通二樓的

事務所，隔壁是會客室與餐廳，三、四樓為製

造現場。社長說，去年有50%委託給中國工廠

代工，包括在大連、南通、上海等七個當地縫

製工廠。今年已經降到30%。他補充說：「基

於長期交易關係，我們必須在中國維持這樣的

基礎數量，特別是還沒有開拓越南等新代工基

地之前。」

從成本結構觀察，兩邊幾乎已經沒有差

異。雖然作為主力的直接縫製員工薪資，中國

仍然遠不及日本的一半，但納入各種成本考

量，回流日本已經相對有利。理由包括：外包

中國需合併5-10張訂單(每次下單需達一千件)、

巡迴人員成本、交期彈性等。

若宮株式會社有25名員工，包括部分非正

職主婦與3 名中國籍研修生，2014年營業額為

4.5億日圓，近年維持20%的成長率。公司所

屬工廠基本上不進行量產，僅做接單、樣品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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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以及國內外代工廠完成品的100%檢驗、整

燙與出貨。日本的代工網絡都在南大阪附近，

合計十家，最小的僅夫婦兩人，比較具規模的

也只有十人。

主打日本高價位流行服飾

若宮株式會社生產日本國內百貨公司銷

售的高價位流行服飾，市價介於2-10萬日圓之

間。這類淑女品牌以World、Kasiyama為代

表，價格大約是平價領導廠商優衣庫的10倍。

他們每季在東京、大阪與福岡辦展覽，帶動流

行。基於價位不同，沒有受到平價服飾普及的

影響，屬於典型的多樣少量，最大的訂單大約

百件。使用材質除少數從中國進口外，大都為

日本國產。素材由品牌直接提供，沒有材料庫

存問題，堪稱特色。

他們最近合作的品牌，開始接洽偶像團體

EXILE，希望由藝人帶動流行。他認為日本的流

行成衣，在歐美也有市場。只是這類高價位商

品與優衣庫、ZARA等平價流行服飾不同，無法

以規模取勝，一時還找不到適當的管道。社長

認為以他們的規模，尋求替有意嘗試的歐美品

牌代工為宜。

縫製工人是高級服飾的生命，基於縫製工

人在日本已經愈來愈少，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的

研修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們由勞務公司

招募來日，先在和泉砂川市進行培訓與制服製

造，再分配給申請的公司。由於年限僅三年，

在高級服飾工廠服務則最多僅兩年。因此，與

當地企業合作，才能繼續留住回大陸的研修

生。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逐漸無

法招到研修生，最近從越南招募蔚為趨勢。  正

因為未來被看好，森社長認為應該跳脫過去的

做法，考慮自行赴越南設立工廠。他每年出國

六次，巡迴代工企業、與商社交換資訊，認為

在平價量產服飾成熟之後，才有他們的生存空

間。規模不是重點，價值才是關鍵。  

摸索新型生產與銷售網絡

像台商鴻儒、聚陽等成衣代工企業創造新

高一樣，日本國內代工企業也屢創新高。我們

在交流時提及，位於日本石川縣的前垣株式會

社也在創立100周年後創造歷史新高。相對於前

垣在福建漳浦擁有100%出資的工廠，若宮卻完

全依賴外包。在市場持續看好、中國製造基地

發生質變的情況下，未來數年將是發展上的很

大關鍵。森社長認為繼續引進研修生、甚至在

研修生的來源國設置自有生產基地，可能是可

持續經營的出路之一。

同時，為日本以外的高級成衣廠商代工，

可能也是自設基地之後的必然道路。這種新型

生產網絡與銷售網絡的開拓，是公司追求存續

與發展的必然道路。基於這個方向正是前垣公

司過去20年的發展模式，我同意接受請託，介

紹森社長認識前垣公司的經營者。做為一位經

常客居日本的學者，在研究上長期受惠於日本

企業的支持，我特別高興自己的日本海外人脈

能夠對日本其他企業產生幫助。

員工進行樣品製造，左為市售約3萬日圓的主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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