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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暨產業內的教育機構、協會、公共機構等

生產技術資訊與資源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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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工具機產業的生產技術累積、活用與傳播的結構
	  圖1. 工具機產業的生產技術累積、活用與傳播的結構

台灣工具機產業
生產技術的提升方向

吳 銀 澤

吳
銀
澤
︵O

h,E
un-Teak

︶
：
韓
國
全
南
大
學
經
營
學
系
畢
業
，
日
本
神
戶
大
學
經
營
學
博
士
，
現
任
育
達
商

業
科
技
大
學
應
用
日
語
系
副
教
授
。
專
攻
生
產
系
統
、
技
術
與
生
產
策
略
、
国
際
合
作
。
最
近
致
力
於
日
本
、

韓
國
、
台
灣
與
中
国
大
陸
汽
車
產
業
與
工
具
機
 
業
生
產
策
略
、
日
台
商
策
略
聯
盟
研
究
。
論
文
多
次
刊
登
於

日
本
最
具
代
表
性
學
術
期
刊
日
本
經
營
學
會
誌
。
著
有
︽
共
創
︵
共
著
︶
︾(

遠
流,2008)

︽
イ
ノ
ベ
ー
シ
ョ

ン
マ
ネ
ジ
メ
ン
ト
︵
共
著
︶
︾(

日
科
技
連,2011)

等
書
。

筆者在上一回的專欄當中說明了TPS推動過程，生產技術的重要

性、意義和課題。近年TPS實踐蔚為趨勢，對於台灣工具機產業，

特別是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貢獻。然而，雖然對

於TPS有通盤的理解而且實際執行之企業已經不少，但另一方面，

從如何蓄積提升TPS實作和生產技術，以長期成長觀點觀之，對於

產業全體今後的發展已是不可或缺且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因此，

本回藉由對長期合作的企業體系，以日本與韓國的經驗來探討說

明，對於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TPS過程中生產技術之因應方向，提

出具體建言。

日本與韓國的生產技術提升

以日本為例，以整機企業和提供零組件之企業為中心，發展出既

深而廣的多重合作體系。產業內企業或企業集團之間透過緊密的

互助合作關係，試圖提升產業全體的生產技術。綜觀日本整體產業

之生產技術，長期雇用促進了各企業之特殊技能得以蓄積保存，其

中豐田生產方式在產業全體生產技術之擴散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特別是致力於「地區技術指導養成」的東京大學產學中心，

致力於各企業所蓄積之生產技術的標準化，並將TPS推動至整個產

業，備受矚目。

另一方面韓國是以大企業為中心，發展出集中合作之產業體系。

以集團內的生產技術中心與生產技術部門為核心，短期內提升生產

技術並將之擴散至集團內各企業。最近特別致力於確立一個制度，

亦即將全國產業界及地區視為一體，由優秀且對生產現場的品質

與生產力提升能有所貢獻的師傅來進行審查與認定。韓國大企業目

前也積極的培育此方面的專業人才。現代汽車的「社內技能工匠制

度」，斗山集團的「技術名人制度」，ＳＫ集

團的「技術名匠制度」，三星集團的「名人名

匠」等，皆為此一趨勢的代表案例。藉由此項

制度能夠期待生產技術的標準化、統一化以及

共有化，對於推動生產技術發展上將有莫大助

益。

台灣工具機產業生產技術蓄積之結構

觀察台灣工具機產業，零件的加工、生產、

到成品製作等，皆藉由獨自的水平分工，亦即

外包制度來完成。在此分工結構下，並沒有像

日本或韓國有支援生產技術的獨立部門，且生

產技術廣泛分佈於產業內的各個企業。一般而

言，水平分工結構會將具技術性的工作委外代

理，因此各企業內部若欲蓄積技術或技能是一

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基於此，儘管台灣水平分工結構支持了台灣工

具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終將逐漸轉為追求

產品的差異化和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開發。而這

樣的轉換，將使產業全體生產技術的創新與提

升，面臨一定的困難。

考量台灣特有的分散型生產技術的發展，參

考日本與韓國的經驗與案例，我們對台灣工具

機產業生產技術提升的方向，提出下列三項建

言。

分散型累積系統下生產技術發展的方向

第一：核心組織的建立。在水平的分工結構

中，為了進行產業全體的技術提升，必須要有

做為中心運作的核心組織，將被分散化的知

識、技能與資源加以整合。這個組織須與產業

內外的組織間擁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活用關

係性的經驗，擁有將知識、機能、能力、資源

整合的能力。核心組織普遍存於各個國家、產

業或地區，但是在台灣的工具機產業，卻必須

期待由工具機產業M-Team、東海大學的精實

系統知識應用中心、友嘉集團的生產技術中心

等，擔任核心的重要領導角色。

第二：建構生產技術平台。透過核心組織將

各企業累積的生產技術進行互通有無，才能在

整體產業充分活用，因此亟需建構具備活用與

擴散功能的生產技術平台。因為這個平台是生

產技術的「基地」和「基盤」，適合做為產業

內使用者的TPS生產技術改善案例發表、技能

教育訓練與研修、認定制度推動等的「實踐與

共享」之地標。

第三：生產技術的全面提升。做為整個工具

機產業的生產技術的累積、活用與傳播的生產

技術平台，其結構可整合如同圖1所示。透過

這個結構可以對於整個工具機產業的品質、技

能、技術，進行全面提升，同時，攜手合作共

同創造顧客、共同實現製程創新與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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