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對於《豐田生產方式》作者大野耐一，三菱汽車的
荒井齊勇知名度雖然不高，卻是最早帶動台灣現場改善的
人物。1989 年作者進行博士論文的實證研究，中華汽車副
總理林信義，對我談及荒井齊勇著書《あらばん学校：日
本的生產技術の原点》，以及如何將日本生產模式移轉到
中華汽車，迄今仍然印象深刻。

從這個角度，林信義應該是台灣最早理解日本生產模
式的大前輩。最近一些名著重新出版，我個人有幸與他一
同應邀撰寫推薦序，實感與有榮焉。

汽車產業的電動化暨平台化

2023 年 3 月，板垣博教授領導的日本生產系統移轉東
亞研究團隊，在我的安排下訪問了林信義。迥異於過去日
本製造業的全盛期，大家更關心的是汽車產業電動化暨平
台化趨勢，以及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林信義在 2000 年從政之前，是台灣知名度最高的專業
經理人。歷任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工研院董事長等
要職，近年則擔任總統府資政。因為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
色彩，在公正性上獨樹一幟，維持其政策影響力的同時，
經常成為產業界人士請益的對象。

他用挑戰非常大，形容當前的汽車產業變局與台灣機
會。他說，汽車與智慧手機不一樣，不能在行進間重新設
定。同時，在安全考量下，品質需經過非常嚴格的確認。
他認為鴻華先進、MIH 平台具備關鍵零組件與軟體的優勢，
已經在領先的特斯拉汽車中展現了一定的實力。因此，台
灣的真正優勢或許不在整車，而在設計服務、共同車架與
代工。

林信義資政
文＝劉仁傑 老師 作者簡介

現任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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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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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訪客解說電動車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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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這個趨勢、長期研究汽車產業的夥伴吳銀澤教授
對我說，他持續關注現代汽車與鴻華先進。現代起亞集團
不僅 ICT 領先，現代 Mobis 的模組化能量不容小覷；鴻華
先進則反映了台灣獨樹一幟的代工能力。

因此，當我們走進中華汽車，看到產線上流動著英國
百年品牌 MG，面對當前電動車市場的百花齊放，不禁燃起
對於台灣代工優勢與切入機會的憧憬。

可持續的中華汽車

包括被中華汽車視為 2022 年國際合作重要突破的 MG
車，中華楊梅廠的多種少量生產模式，恐怕是舉世無雙。
年產 5 萬輛中，包括商用車與轎車。以商用車為例，最近
用組裝 3 合 1，車體 2 合 1 的小型化產線，強化結合接單、
零組件供應與生產的彈性化，展現了高水準的數位科技應
用。其中同時生產 6 車種的車體焊接工程，手作業結合 28
台機器人，不僅達成高平衡率，直通率亦達到 98.5%。

1989 年起作者曾經對中華汽車現場做過深入觀察。學
習日本模式的現場主義與持續改善，中華汽車還兼具緊扣
從業員情感、經營者誘導、重視合理分析等特質。這些特
質，讓中華汽車在 1990 年代，創造了台灣第一的全盛期。
同時，轉投資的福建東南汽車也在 2000 年代，締造了最高
獲利的佳績。

中華汽車的經營理念之首是和諧 (Harmony)，特別是
透過成果的公平分配，建立員工的向心力與良性互動。林
信義說，中華汽車在 1995 年設立幼稚園，讓上下班成為親
子溝通的寶貴時間；在年度園遊會上看到同仁子弟的成長、
畢業園生回來擔任老師，都感到無比欣慰。

即使林信義在總經理與副董事長任內，帶動了中華汽
車的兩岸高峰，做為專業經理人，行事一向低調。在經過
從政旋轉門後應邀回任中華汽車董事，仍然維持其一貫的
風格，如同中華汽車品牌館對他的功績的扼要紀錄，卻讓
中華汽車同仁永難忘懷。

我個人看過全盛期年產 12 萬輛的盛況，對比今天的 5
萬輛，現場改善的創意與多能工的靈活性，卻毫不遜色。
正如同我在參訪當天所說：「中華汽車的同仁是公司最大
資產，期待文化結合人資的組織能力，有機會在全球汽車
百年劇變中創造第二次高峰。」

經營理念的原點與台中精機

1989 年與林信義結緣，當時完成工廠調查之後，在台
北辦公室的訪談，迄今難忘。雖然這次話題多了從政點滴，
34 年間不變的是「員工第一」。他說：企業經營首先要重
視從業員，「企」拿掉了人就停止了。「業」的左右對稱
則反映事業經營的平衡意涵，關鍵在員工的用心。這些理
念不只反映在他的專業經理人職涯，也反映在中華汽車的
經營理念。

他是獨子，上有 6 位姊姊，目睹父親從很窮的學徒打
拚起來。他看到父親經營木材行，拒絕為公家機關虛開發
票、堅持做生意要有誠信，就如同為他取名「信義」，影
響他的一生。父親給他的另一個遺產是重視員工生計，據
說是源自做大阪木材生意的體認。因此，他雖然沒有承接
父親的事業，卻承襲了「企業經營對內要調和同仁的情感
與利益、對外要重視誠信」的理念。

最後分享 1999 年的一段往事。台中精機下市後，黃明
和董事長曾透過我聯繫林信義，邀請中華汽車評估參與的
可能性。林信義派遣幕僚訪視後曾回電給我，表達對體質良
好廠商的不捨。當年台中精機因為負債過高未能尋得買主。
檢視這 24 年的浴火重生、重回工具機企業領先群，應歸功
於經營團隊與員工所建構的長期信譽，特別是得到銀行團、
經銷商與協力廠等利害關係人的支持；而這個經驗的傳承，
已成為台中精機可持續經營的無形資產。

左 4 起板垣博教授、林信義資政、作者中華汽車品牌館紀錄林信義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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