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春季執行的IoT導入計畫大約經過一年，我所輔導的公

司進行了硬體設置與軟體開發，並在隔年的2021年春季，開始

進行現場的可視化系統運作。

    目前為止的兩次IoT導入實例中，我向大家介紹了「系統概

要與定義要件」(MA雜誌126期)與「導入經過與初期情況」(MA

雜誌131期)。這次我將向大家介紹2022年春季，也就是導入後

完整一年的系統運用與改善活動的情況。

導入IoT後的系統運用情況

去年春天IoT開始運作的同時，這間公司也搬遷到新工廠，並

再次啟動IoT系統。經過半年的搬遷，他們重新開始收集實際數

據，監控運作狀況，分析運作數據，加工與組裝工程進行可視化

進度管理，並且利用這些數據資料進行改善活動。

由於去年新冠肺炎持續蔓延，在這一年當中，我無法看到工廠

的搬遷過程與重啟情況。由於今年疫情有趨緩的趨勢，為了實際

了解系統在現場運作的狀況，我終於有機會參訪新工廠。

目前新工廠仍然持續收集數據，並且開始呈現可視化的畫面。

然而，現在只有公開進度管理的畫面，作為主要功能的運作監控

與數據分析的功能畫面，尚未開始使用。由於數據收集不全，難

以進行監控與分析。在舊工廠收集數據資料的對象與內容，雖然

逐漸增加，但是並非所有的現場作業人員都能輸入完整的數據。

在這樣的情況下搬遷到新工廠，由於重新運作前，已經有一段期

間沒有輸入數據資料，因此大家逐漸變得不重視這件事情。 

加工機械雖然會自動收集數據，仍然有一部分需要現場作業人

員手動輸入，如果輸入的準確度變差，許多可視化的畫面就無法

發揮功能。因此，即使以進度管理為第一優先，再度起動系統，

若是運作的監控與分析功能處於停滯狀態，接下來該如何推展工

作，也會變得模糊不清。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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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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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實際數據的準確度，對於每位現

場作業人員進行意識改革非常重要。必須讓

大家理解為何要做這件事，做了會產生什麼

結果，以及數據的輸入對於系統的重要性。

接下來，不只是了解實際數據對於可視化畫

面帶來的影響，還要讓員工親自進行監控與

分析，並運用在改善活動上，才是最終的目

標。為了讓員工自身能活用實際數據，必須

親自體會輸入正確數據的重要性，自然能夠

使準確度變得愈來愈好。為了讓大家達到這

樣的狀態，製造部門從學習IoT系統開始，由

輸入數據到進行改善活動，必須學會所有的

作業流程。

此外，以各部門的代表作為成員，成立

「可視化系統實行委員會（暫稱）」，對於

各種不同的問題進行檢討，並且回到各自的

部門後布達給所有人，建立出全公司能夠一

同推進的體制。在這裡公開可視化系統變成

怎樣的狀態，明訂出再次全面運作的順序與

日程，並開始使用系統，進行相關的改善活

動。

搬遷後的改善活動與課題

為了在新工廠有效地利用 IoT的可視化數

據進行改善活動，製造部門在舊工廠開始進

行5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素養）

活動。由我講授5S的基礎知識課程後，以

加工與組裝部門的所有年輕員工為中心組成

團隊，以定點攝影的方式，從2S（整理、

整頓）的實踐開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活動。

拍下現場的混亂狀況後，共同討論問題點

（Check）與改善方法（Action），制定計

畫（Plan），實行（Do），再拍下改善後的

照片，按照CAPD的改善循環，在自身的工

作環境中，實際推行5S活動。

工廠在搬遷前預計要舉辦活動成果發表

會，卻剛好遇到了新冠肺炎的擴散時期，很

可惜無法如期舉辦。這間公司雖然是第一次

進行5S活動，然而以年輕員工為中心進行

的改善活動，讓大家變得更有幹勁。為了不

使工廠搬遷造成活動的停止，這個團隊討論

了新工廠的配置方式，選擇搬遷時需要的東

西，並進行提案，但是公司方面並未採納，

對於這些年輕員工來說，無法參與現場的規

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工廠搬遷後，5S活動雖然呈現停止的狀

態，然而擔任製造負責人的副社長仍然在現

場巡視，從2S與3定（定品、定位、定量）

1947年生，日本岐阜工業高等專門學校(Gifu N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機械工學系畢業，現

任岐阜高專產官學合作顧問、K-SUPPORT負責人、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成員。任職OKUMA公

司40年，前期在生產技術部負責主軸加工FMS、車床組裝線與FA工廠管理的設計與建構工作；後期

在生產管理部導入ERP系統、建構標準時間設定系統，並在北京的合資企業導入中國版ERP系統。

2009年自OKUMA退休，轉任製造管理顧問指導工廠改善，並擔任人才培訓講師。
桑 原 喜 代 和
(Kuwabara Kiyok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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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提出問題點。每周由各部門的部長與

副部長一起將發現到的問題進行改善。舊工

廠的固有習慣帶到新工廠後，異常狀態變得

很顯眼，然而經營者所能關注的事情有限，

在新環境當中留下許多顯而易見的5S課題。

在這半年當中，副社長結束了現場的巡視，

卻沒有決定接下來該做出什麼行動。

2S與3定的巡視產生了效果，接下來應該

要再次展開舊工廠時期就進行的5S團隊活

動。透過新工廠的搬遷，可以清楚地看到

各種不同的問題，正好是實行5S的最佳時

機。時間一旦過了，大家對於現狀便會習以

為常，很難再提升改革意識。此外，將巡視

的結果放在網路上，雖然可以讓員工用手機

進行確認，但是成效並不佳。因此，我認為

必須將照片貼在公佈欄上，也許做不好的人

會感到不舒服，做得好的人會獲得讚賞與仿

效。

現場的5S活動是以IoT的可視化系統為基

礎，所進行的改善活動。這兩項活動單靠管

理階層主導，是無法順利推行的，唯有讓現

場同仁共同參與，才能產生最佳的效果。由

管理階層的副社長和部長由上至下，現場作

業人員由下至上，全公司同時進行雙向的改

善活動，能夠獲得很大的成效。如果無法處

在積極活躍的狀態，正在進行的活動就會逐

漸停滯，甚至有可能會消失不見。

正所謂「堅持就是動力的來源」，只要不

使腳步停歇下來，就能夠持續進行IoT可視化

系統的運用與5S的改善活動。

創新不可或缺的三種角色

系統的導入計畫是以廠長作為領導者，加

上生產管理部長與製造部副部長，以這三人

為中心執行計畫。目前的方式是與系統整合

員一起選擇硬體、開發軟體。我以外部顧問

的身分一起參與，對於雙方的執行面提出建

議。向身為實際使用者的製造部門，每個步

驟舉辦說明會，不只是讓他們參與系統的詳

細內容檢討，結束後就進行操作訓練與系統

使用。

要實現創新，需要「年輕人、有傻勁的

人、外部人士」這三種人才，年輕人具有

強力動能，有傻勁的人勇於突破既有體制，

外部人士可以從組織外提出客觀的建言。若

是能活用這三者的力量，就能加速創新的實

現。

由於年輕員工尚未沾染組織固有習氣，

若是能傳達今後想努力的方向與樣貌，透

過意見詢問的方式，就能讓他們積極地動起

來。有傻勁的人不代表無能，只要讓他們朝

著理想的情況向前邁進，即使是站在與上司

對立面，也可以實現目標。外部人士擔任顧

問的角色，可以從客觀的立場提供協助、建

言與評價，與員工一起順利達成計畫。「年

輕人、有傻勁的人、外部人士」能夠橫跨組

織，在許多活動中發揮能力。具體來說，透

過全公司的改善活動與5S活動，可以使過去

看似不起眼的員工綻放出光芒。

系統啟用後，新工廠的搬遷成為首要任

98  工具機與零組件



務，因此廠長不再繼續領導計畫案。由於系

統導入的推進失去重心，因此接下來的執行

階段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製造部門的年輕

員工雖然透過5S活動逐漸獲得良好成效，

但是活動卻呈現停滯的情況。我與外部的業

者雖然達成了任務，但是接下來只能靠公司

自行前進，由於實現創新所需要的三位角色

頓失，使得往後的進展陷入了混沌不明的狀

態。

如果不解決這樣的狀況，並再度重啟系

統，很難獲得以往所獲得的成效。前陣子我

拜訪這間公司時，提出了設置上述的「可視

化系統實行委員會（暫稱）」。由新廠長、

導入系統的生產管理部長、製造副部長用傻

勁的精神推行，讓各部門的年輕員工可以自

由地進行活動。此外，由委員會從外部的觀

點對於全公司的活動，建構出可以客觀評價

的體制。

以各部門的實際執行者作為委員會成員，

每周由各部門內的員工和管理者進行面談，

每個月向老闆報告進度情況與問題點。以這

樣的方式組成委員會，企劃、推進、統籌全

公司活動。由於系統已經完成，接下來的階

段，大家要一起思考該如何活用這套系統。

使用者參與才能邁向成功

我在MA雜誌137期介紹了兩間公司成功導

入IoT的實例，事實上失敗的例子仍占多數。

即使導入了系統，還是會出現不能使用、大

家不去使用、沒有效果等等不同的失敗理

由，雖然無法逐一釐清原因，然而只靠導入

生產管理與資訊系統部門，能力還是有限，

如果使用部門沒有一起積極參與，是很難獲

得成功的。

一般來說，現場作業人員對於 IoT會有一

種「被人監視」的感覺，然而成功企業思考

的是透過「讓大家看到」的方式，使現場作

業變得愈來愈好。使用者找出問題點加以改

善，並親自體會使用的工具所獲得的成效，

自然而然就會繼續使用下去。

我在日本導入ERP、FA、FMS的新系統

時，都會盡量在初期階段讓使用者一起參

與。在北京合資企業建構ERP系統時，為

了讓漠不關心的使用者願意一起參與，當時

可說是煞費苦心。近十年協助台灣企業推動

TPS活動、導入相關資訊系統時，也感受到

讓全員一起參與活動的困難之處。

包括本文，我透過三次連載，介紹這個IoT

系統的導入與運作情況。雖然我今後預計不

會繼續參與，但是仍希望能從旁觀察、訪談

與提供意見。我期望能夠看到他們擺脫目前

的停滯狀態，有效活用系統，並且有顯著的

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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