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轉型、碳中和、永續發展目標(SDGs)和開放式創新，
已經成為日本製造業的新近熱門話題。2022年11月，代表日
本企業領導人創新盛典的日本JB press World 2022，舉辦
了「第7屆製造創新」線上會議。除了眾所周知的日本電裝
（DENSO）在地方自治區設置的疫苗接種會場案例之外，豐
田汽車TPS部門尾上恭吾本部長以「TPS和豐田的新挑戰」
為主題的特別演講，受到非常大的關注。本文根據這項專

題演講的內容，從TPS的起源角度出發，探討豐田汽車擴大
TPS在事技系部門應用的新措施與意涵。

TPS正向廠外、海外、事技系部門積極擴張

豐田汽車從2020年起，致力於將TPS從工廠擴展到外部世界

的新挑戰。這意味著繼續以TPS作為競爭力的起點，TPS正從國

內工廠擴展到外部世界，包括從國內工廠到海外工廠，從直接部

門到間接部門，從公司本身到商業夥伴，甚至整個社會。在演講

中，尾上本部長介紹了TPS在海外工廠的橫向普及、日本電裝疫

苗接種的TPS改善，以及豐田公司事技系部門所發起的TPS自主

研究會案例。筆者認為，整個演講重點在於豐田汽車在事技系部

門的TPS應用，可能為TPS實踐開啟全新的視野。

相對於豐田在汽車開發與製造過程的生產與技術部門，支援汽

車研發、製造與銷售的事務暨技術(事技系)部門，比較少受到關

注。依照尾上本部長的定義，事技系部門結合了行政事務工作的

「事」和技術工作的「技」，特別是指不是從事生產現場之工作

部門，諸如人力資源、會計、宣傳、零件採購、軟體開發⋯等。 

2020年8月，豐田公司在總部和各分公司啟動了自主性的TPS改

善計劃，針對24個主題進行了改善活動，並在2021年舉行了成

果發表會。

在此次演講中，尾上本部長首先針對事技系部門的TPS自主研

究會，做了背景說明。他說TPS雖然是豐田汽車的基本要求，在

現場單位已被確實實施，然而事技系部門人員的調查卻顯示，在

豐田公司的7萬名員工中，事技系職務約有2.5萬人，而這2.5萬

人中居然有1.8萬人（72%）沒有接受過TPS訓練。由於事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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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員工將來會負責公司的管理，在這種情

況下，大家不免擔心TPS將來是否能成為豐

田管理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個新的TPS

訓練體系應運而生。雖然透過訓練能夠學

到TPS的知識，但是否能付諸實踐是另一回

事，豐田公司決定在實踐面開始針對事技系

部門進行改善。

台灣國瑞汽車以推動TPS聞名，甚至已

經影響到台灣其他產業，成為台灣產業競爭

力的一部分，海外工廠實踐已經非常普及。

從這個角度，將TPS落實到技術和生產部門

以外的人員與工作，在事技系部門展開TPS

訓練饒富意義，亦即透過豐田全員一同思考

TPS的原點，才能讓TPS持續作為未來豐田

的管理理念。

事技系部門改善實例：VIN碼制定步驟
的改善

VIN碼（車輛識別號）是用於識別車輛的

17位數的數字，該號碼是由各國立法制定，

並根據車輛的規格編製而成。車輛識別碼一

旦刻印在車體上，如有任何一個數字錯誤，

便會導致車體被報廢這般重要的數字。為

此，負責VIN碼的團隊長期以來一直是以提

前開工，並由多人反覆檢查的方式完成這個

流程；起初，他們試圖順著自工程事物及相

關信息的相關次序，建置整個工作流程。通

過這種「可視化」，該團隊在新車開始生產

前15個月，即著手VIN碼的設置，但他們發

現，每當前段工程或引擎型式有所變更時，

他們就不得不重新制定VIN碼，而VIN碼變更

次數甚至達到15次（見圖一）。

TPS自主研究會提出問題：如果我們不做

前14個制定，而只做最後一個，會發生什

麽？針對這個問題檢討後發現，透過從後段

工程所需的時間倒推計算，得知最終使用的

VIN碼約於生產開始前五個月才確定下來，

這表示原本的工作流程導致了14次不必要的

重工。  究其原因，由於長期以來，習慣在

沒有考慮後段工程的情況下，自工程過早地

開始進行。最終因此改善了VIN碼的制定流

程，改為在生產開始前五個月才一次設置、

批准和提交。其結果是，過去需要15次的設

置變更次數減少到1次，以成效而言，大幅減

少了73%的準備時間和69%的投入工時。

通過這種消除浪費的工作方式，過去被多

次變更及轉換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團隊，

現在能夠更輕鬆的工作，並能將節省下來的

時間用在更有價值的工作。這些簡單的事情

之所以開始時沒有被注意到，是因為在做了

韓國全南大學經營學系畢業，日本神戶大學經營學博士，現任日本園田学園女子大学経営学部教

授，曾任台灣育達科技大學教授。專攻生產系統、技術與生產策略、國際合作。最近致力於日本、

韓國、台灣與中國大陸汽車產業與工具機產業生產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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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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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智造者(共著)》(大寫, 2018)等書。
吳 銀 澤
(  O h , E u n - T e a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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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相同工作後，這些工作當初的目的與

背景，往往已經被忽略了。因此，實施TPS

的第一步就是依照事物和信息的次序，來敘

述完整的作業流程，豐田稱之為「物與情報

圖」。換句話說，將自工程的作業流程「可

視化」，就是改善的開始。

TPS的原點：讓人們更輕鬆地工作

豐田汽車社長豐田章男在一個事技系部

門的自主研討會開場時所說的一段話，便

總括了豐田這個新挑戰的意義。他斷然地說

道：「TPS是一種管理哲學，TPS和降低成

本是豐田公司的宗旨」。他進一步用一種

強烈的危機意識指出：「如果沒有TPS，豐

田將是一家普通的公司，豐田公司也就沒有

未來。」他還介紹了豐田集團創始人，也就

是他的曾祖父豐田佐吉當初製作織布機，並

不是為了提高生產力，而是為了讓他母親能

更輕鬆地工作的故事。因此，他特別強調：

「TPS的出發點不是讓工作更有效率，而是

讓人們更輕鬆地工作。」

從以上可以看出，豐田公司TPS的出發點

是想將「幫助有需要的人」和「讓人們更輕

鬆地工作」這樣的共同價值觀，從工廠逐步

發展到包括公司本身、海外和地域社會的外

部世界。我們認為，這不僅是TPS的原點，

也是豐田公司貢獻人類的決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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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法規認證部門VIN碼的制定步驟措施

資料來源：尾上恭吾本部長演講資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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