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時候住在農村，進入街道鬧區，斗大的「製材所」
映入眼簾。這個有濃厚日文味道的名稱，在尚未工業化的
年代，應該是鄉鎮轄區的最大企業。猶記得製材所的景象：
橫置堆高的大型原木、幾個人一起操作的鋸切現場、完成
的凌亂成堆木料。

因此，當我懷著兒提記憶，到達距離大阪市御堂筋線
地鐵站只有 8 分鐘步程的株式會社東野材木店，卻立即被
先進的辦公室、提案中心、豎置木材的精緻倉庫，以及堆
放整齊的配套出貨店面，所深深吸引。這個占地僅 300 坪、
從業員 11 名的企業，2022 年締造了營業額 5.4 億日圓、營
業獲利率超過 20% 的佳績，打破了日本小型企業低獲利的
一般常識。

兩代的傳承與創新

迎接我的是創辦人東野孝司，以及 2015 年接任社長的
東野壯也。

東野孝司 1951 年生，在東京大企業工作 3 年後回大
阪祖籍地創業。在當時，製材業被認為是大男人產業、有
地就可以開店。沒想到行業趨於飽和、欠缺固定客群，吃
盡了苦頭。他說，人脈與信任關係的建立需要時間，創業
二十年才真正賺錢。他相信日本傳統的三方受惠，也就是
有利於賣方、買方與當地社會，才能存續與發展。

他回顧當公務員的父親，給他最大的資產是教養，也
就是 5S，創業 45 年間一脈相承。已經退居二線的東野孝司
非常謙虛地說，他只留給第二代 5S 與三方受惠的經營理念，
最近十年的成長與獲利提升，來自現任社長的勇於開創。

1976 年次的東野社長，使用精緻的大型面板做簡報，
如同他壯碩的身材與炯炯的眼神，充滿自信。學生時代熱
中美式足球，讓他練就好體魄、熟知團隊互動，大學畢業
任職富士通 4 年後，轉職到 Panasonic 歷練 1 年。這是松
下集團專門為經銷商二代接班的特別職務安排，擔任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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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助理，目的是歷練大型企業的視野、孰悉松下產品
的品質與特色。

從小耳濡目染，深知父親創業辛苦，相信提高顧客價
值才能兼顧企業獲利與顧客滿意。他一直努力將 300 坪空
間充分活用。他得意地說，如果空間擴大到 1000 坪，即使
能夠提升營業額，卻可能腐蝕獲利。每年兩次的盤點，成
為他檢討不必要的庫存的機會。從簡報、現場參觀與訪談，
我看到了最近 10 年的三大創新，亦即導入銷售資訊系統掌
握顧客變化、現場物流與配套供料變革，以及解決方案事
業變革。

掌握顧客價值 發展解決方案

2009 年， 也 就 是 接 班 的 6 年 前， 他 負 責 銷 售 資 訊 系
統的導入。他說：「過去嚴格說沒有營業，完全靠客人口
耳相傳；資訊系統告訴我們銷售內容與變化趨勢，我們可
據此深入了解顧客的使用目的為何？目前使用上有那些困
擾？這正是擴大獲利的關鍵。」

2011 年，他將廠區車道改為後進前出的單行道，調整
進出貨的物流，大幅提升空間的利用率。基於這個變革違
反後門通前門不留財的傳統風水思想，父親曾極力反對。
然而，這項變革卻奠定了配套出貨的基礎，提供小型建商
卓越的解決方案「縮短備料暨出貨時間」。

這兩項努力，奠定了解決方案事業變革的基礎，使東
野從過去的木材供應商，逐漸轉型為木材解決方案提供者。

以日本最為常見的獨棟木造房屋為例，木材原料、電
熱供應系統、廚房與衛浴等器材，大約占總建物成本的兩
成。對於這些小型營建商 ( 日文稱為工務店 ) 而言，最大的
痛點在於無法一次購足、以及難以搭配施工配套供料。東
野為他們量身打造了一次購足與配套供料的解決方案，一
舉提升到營業額的 40%，成為最大的營業項目，價值在於
透過營建商滿足最終顧客的縮短交期需求。

同時，在大廳設置了提案中心，強化直接對最終客戶
提供設計與施工服務的營業項目，目前已經接近營業額的
20%。其中，包括結合政府補助款，設計與監造幼兒園，
開發設計木製玩具、沙坑等，具備從幼兒開始接觸木製器
材的推動樹木教育意義。

與 此 相 對 地， 傳 統 木 材 銷 售 則 已 經 降 至 營 業 額 的
40%。基於行情公開、競爭激烈，非常依賴採購能力與信
任關係。雖然獲利在三項中最低，卻是公司事業發展的原
點。

2018 年東野材木店獲頒大阪木材大賞，是一項重要的
里程碑。這個獎項以創意與活絡產業做為評審基準，前述
三大創新無疑為業界樹立了典範。2022 年 12 月再度傳來
佳音，締造了 4 年間兩度獲頒木材大賞首例，實屬當之無
愧。 

參與保育環境百年變革

日本的木造建築歷久而彌新，耐震、耐久，以及塗裝
技術帶來的耐火特性，建築用木材供給量、公共木造建築
仍然逐年增加。文化傳承結合技術創新，日本新建築的木
造比例已接近 6 成，森林環境稅的補助金，正從活用木材，
帶動林業、建築、工匠與再生技術的蓬勃發展。

東野社長在簡報中，特別提及參加大阪百年森林共同
企業體與大阪樹木教育推動事業的意義。他並列舉自身參
與的保育事業，以及讓木製房舍翻新的再生技術創新，強
調用保育代替保護的重要。他說：造林 50 年、使用 50 年
的百年循環，不僅是一種從使用木材做起的保育環境革命，
也是提倡節能減碳的可持續實踐。

創辦人東野孝司與社長東野壯也

大廳 ( 右為提案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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