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在1991年2月開授TPS課程，開啟新型態的產學合

作，剛好屆滿30周年。此期間，2000年代崛起的全球精實學

習風潮與台灣自行車A-Team旋風，推波助瀾。每年初夏在東

海大學舉辦的TPS產學合作研討會，持續十餘年屢創新猷，

象徵著台灣企業正處於精實變革的人才投資、自主改善能力

提升的高峰期。

TPS產學合作的三個階段

雖然TPS產學合作源自課程需要，亦即提供學生實習環境，

30年來所形成的規模與成果，不容小覷。觀察其影響，有三個

發展階段。首先是每年邀請約8家企業，接受TPS課程學生赴廠

實作，讓學生與企業幹部找出課題，提出改善成果。其次是應

企業邀請，檢視改善成果與未來計畫，並提供量身打造的專題演

講。第三階段則是接受邀請，進行長期輔導。

其中第二與第三階段，激發了TPS輔導的強烈需求，助長輔導

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一位參加研討會的顧問公司負責人對

我們說：「東海大學把TPS的輔導餅做大了⋯」。雖然是過獎的

恭維，我們仍然感到光榮。做為推廣精實系統、促進產業升級為

職志的教育組織，我們樂見這樣的生態系統發展，並確認我們在

大學開授TPS的同時，透過產學合作提供精實系統知識學習暨交

流平台的意義。

我們的合作企業已經無遠弗屆，課程開授初期以工具機與零組

件企業為主，目前已經囊括健身器材、手工具、自行車、光電、

半導體封裝等企業。合作模式也呈現了多樣的發展。譬如，這幾

年就積極因應個別企業種子師資培育或第二代學習等需求，目前

有5家企業派遣人員在2021年的TPS課程學習。

同時，我們看到在變革道路上不斷前進、持續改善的企業，也

有對精實半信半疑、仍在原地踏步的企業。觀望與遲疑是變革的

最大障礙，精實變革是了解現況找問題，再找方法打破現況，累

積小改善、持續前進，才會有積沙成塔的結果。我們特別分享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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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機電、上銀科技、健溢機械等令人振奮的

實際案例。

邁向精實供應鏈與精實產品開發

崴立機電在2011年參與TPS產學合作，坦

然接受學生包括作業欠缺標準、孤島作業、

庫存愈多缺料愈多的指陳，積極推動精實變

革。2016年，在TPS產學合作研討會公開

綜合加工機節拍裝配線的導入過程與具體成

果。結合大會現場展示的四大冊SOP與配套

供料車，崴立機電說：「實踐TPS來自好的

組裝SOP、好的進料與備料流程」。崴立機

電並進一步活用本身的變革心得，帶動供應

商變革，包括鼓勵板金廠與模組廠加入東海

大學的TPS課程產學合作。這個經驗證明一

項真理：組裝廠本身的變革能力，支配協力

廠的觀念與精實成果。

上銀科技在2014年參與TPS產學合作，在

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核心成員、資深顧問。歷任連豐機械設計工程師，友嘉實業研發部課員、課

長、經理、協理、事業部副總經理等職務。彈性製造系統的主導性新產品、五軸加工技術暨加工機

業界科專等專案等專案計劃主持人。近年積極致力於精實製造與客製化管理、精實智慧製造、產品

開發管理與電腦系統導入之實踐研究。

巫 茂 熾
( M a o - C h i h W u )

螺桿包裝製程連結、滑塊組裝單件流、加工

流程化等繳出了亮麗的成績單。迥異於由上

而下的大型改善專案，上銀科技活用內部人

才，自主自律推動相關改善活動，包括TPM

改善發表活動、TPS改善競賽活動等，由劉

仁傑教授擔任講評，並輔以量身訂製的專題

演講。上銀科技說：「幾年前仍採批量組

裝，LT冗長，帶給工具機客戶很大的困擾；

這幾年實踐模組單件流，已大幅縮短LT。希

望下一波景氣到來時，能夠有效支持工具機

廠商縮短交期與提升產效。」讓我們拭目以

待！ 

健溢機械則在2017年參與TPS產學合作，

體認精實原理在研發資料建立的意義。變革

前，從客製訂單確定到產出第一版客製BOM

平均約需40天，而且裝配時仍會發現BOM

錯誤百出，衍生缺料停工問題。變革後，產

出第一版的客製BOM為3小時，而且幾無錯

日本神戶大學經營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東海大學精實系

統團隊核心成員。曾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商學部客座教授、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訪問學者。中

文及外文著作十分豐富，著書五度獲得經濟部金書獎，包括《日本企業的兩岸投資策略》(聯經)、

《重建台灣產業競爭力》(遠流)、《企業改造》(中衛)、《共創》(主編，遠流)、《世界工廠大移轉》

(共著，大寫)。新書《面對未來的智造者》(共著，大寫)則收錄本欄關於智慧製造之精華。長期致力

於精實系統推動、台灣製造產業體系變革暨台日商策略聯盟研究，經常應邀到國內外大學、大型企

業，講授追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製造管理理論與實務洞察心得。劉 仁 傑
（ R e n - J y e  L i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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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版發行之際，台中精機黃明和總

經理(現為董事長)、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

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現為集團總裁)慨允

撰文推薦，是締造銷售佳績的關鍵，感銘至

深。我們與日本企業的綿密交流亦發現，黃

明和董事長創立M-Team聯盟、朱志洋總裁

併購新日本機工、卓永財總裁打造傳動系統

平台王國，都被認為是超越日本產業的歷史

性事件，我們引以為榮。他們也正帶領各自

的企業集團，積極邁向智慧製造，站在實踐

「精實變革4.0」的最前線。

最後，感謝中衛發展中心謝明達董事長

親訪東海大學，表達對我們的懇切支持；經

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台灣工具機暨零組

件公會許文憲理事長、中衛發展中心樊秉鑫

總監，特別為本書新版作序推薦。面對逆境

翻轉產業，是我們的共同願景。最後感謝中

衛中心出版部同仁與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

助理群，在支援本書以經典紀念版問世的努

力。

誤。這項變革讓備料時間多了一個月以上，

對交期改善與現場排程具有重大貢獻。主持

輔導的巫茂熾顧問說：BOM的標準化與模組

化，支配客製BOM建立的效率與品質；這個

案例不僅對具特色的小型企業很有啟發，對

近年新興的精實產品開發與精實客製化，亦

饒富意涵。

檢視30年的產學合作，推翻了許多企業總

以自身的產業型態不適合導入TPS的藉口。

精實思維可適用於所有的產業，重點在於阻

絕浪費發生的決心。精實變革雖然始於製造

流程，突顯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將發

現應該從設計端、資料建立就開始投入。同

時，帶動供應商變革，更讓部分企業在自身

改善到達一定的水準，致力於產業供應鏈的

整體改革。

回應期待，推出經典紀念版

《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在2012年6月

出版，創下一年3刷的佳績。在眾多TPS書籍

中獨樹一幟。上述三家企業輔導過程的直接

應用，僅屬於冰山一角。在個別演講或讀書

會的諸多回應，也都讓我們非常感動。

2020年起，購買不到本書的聲浪，陸續傳

到作者或中衛中心。基於回應產業界期待，

儘管出版市場不被看好，中衛中心毅然決定

推出《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4.0》，並納

入新興的智慧製造的期待。堪稱是「第4刷+

精實智慧製造篇」、售完即絕版的經典紀念

版。結合新版，我們對整個內容也進行了結

合時空變化的校正，包括納入部分新數據與

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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