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 期本欄「回首來時路」刊出後，迴響熱烈。細讀
內涵，可歸納成兩群。一群是「為何起心動念到日本深造？
如何跨越語言鴻溝？」來自不同年代的同窗；另一群則來
自產業界夥伴：「如何培育學生？人才孕育是否有訣竅？」
本文回顧早年學習日文與留學日本的機緣，以及返國服務
後團隊營運的機制，作為回應。

1970 年代後期，東海大學維持著大一與大二的英文必
修，由美籍教師授課。這個強調口語的英文課程不僅知名
全國，「何時出國？」經常成為畢業前夕的問候語。

徬徨、日語學習與留學日本

我個人學習日文的背景之一，正是來自這個英文口語
課程的挫折。面對當時一個比一個厲害的東海同學們，深
感若只依靠英文，不可能有美好的未來。

另一個背景，則是受到日本競爭力嶄露頭角的影響。
1979 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讓全球關
注到日本的 GDP 成長、高品質與高效率。我開始認為留學
日本可能是一個具有潛力的選擇。

徬徨的大四，有幸與同學林師棋一同到補習班學習日
文，打下了寶貴的基礎。猶記得當時都搭他的機車前往，
既能省時又可相互敦促。林師棋的英文非常好，服完兵役
即留學美國，成為美國汽車業界的頂尖工程師。有一次他
回東海看我，聊起那段年輕往事，提及羨慕我學習日文有

成、拿到日本博士。
其實，從日語學習到順利留日，有兩件不能不提的難

得機遇。
一件是軍旅生涯。我完成預官訓練即隨同部隊移防金

門，歷經超過半年
的基地訓練與旅對
抗演習，退伍前擔
任大約十個月的獨
立排長。對照身心
俱疲的部隊演練，
格外珍惜得來不易
的獨立自由時間。
依稀還記得，除了
依規定緊盯哨所衛
兵之外，幾乎全力
投入日語的錄音帶
學習。

另一件是資訊
的適時取得。鍾漢
清 ( 華 人 戴 明 學 院
負 責 人 ) 是 東 海 工

機緣與機制
文＝劉仁傑 老師

作者簡介
現任東海大學榮譽教授、大阪公立大學客座教授	

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主持人 (http://lean.thu.edu.tw/)
曾任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訪問學者

大四投入日語學習	( 左為林師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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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系的學長，學建築的鍾夫人劉玉燕則是留日學姊。她考
上 1984 年度日本政府公費啟程日本時，轉來所有的考試資
料和補習班資訊。我也非常幸運，在兼顧企業的工作之下，
考上了 1985 年度日本政府公費獎學生 ( 日本台灣交流學會
獎學生 )。

「讓學生知道該如何做」的機制

另外一個幸運，是取得博士學位後只寫過一張履歷表，
應徵我服務 34 年的東海工工系。中台灣的產學合作環境，
讓強調實作的 TPS 課程，很快獲得關注。在校內得到學生
青睞，研究團隊迅速成形，同時台灣中部產業界也相繼投
入 TPS 的學習與實踐，與他們在國際競爭中逐漸勝出，相
得益彰。

我 一 手 打 造 的 TPS 課 程 與 產 學 合 作 機 制， 平 均 每 年
有 25 位學生修習、與 8 家企業合作、由研究生擔任助教。
TPS 課程成果、研究生訓練、企業輔導與學術研究，滾動
出產學互動盛況，讓我主持的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從
中台灣擴張到北部、南部與海外。包括台灣引興、力山工
業、矽品精密、鋐基手工具等合作企業經常對我說：「受
過 TPS 課程訓練的東海學生，就是與眾不同…」，倍感欣
慰。

累計八百位 TPS 學生與百位碩博士生的訓練，就是借
景 上 述 天 時 與 地
利，形成一種自稱
「讓學生知道該如
何做」的機制。換
句話說，扮演好課
程教學或研究指導
的同時，將重點放
在塑造產學合作或
學術研究風評、學
長姐貢獻與學生自
信，一種自我要求
的良性循環。從這

個角度，學生的培育重點不在於老師的系統教學或耳提面
命，而在於讓學生們能夠相信自己「有為者亦若是」。

我看過許多一流的企業製造現場，都存在著類似的情
景。換句話說，現場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
的是存在著讓同仁「輸人不輸陣，相信自己做得到」的機
制與氛圍。

我個人對歷年相繼投入團隊的研究生、勇於挑戰 TPS
課程的修課學生，存在著謝意與敬意。而真正讓 TPS 課程
名不虛傳，提供實作現場的合作企業，更是舉足輕重。企
業培育員工與我們訓練學生，實際上擁有高度的共同特質。
盡管環境劇烈變遷，我們發現企業的年輕同仁與每年選修課
程的學生，在需要鼓勵與願意投入的本質上，並沒有太大
的差異。我經常與合作企業的經營者共勉：「年輕夥伴的
工作態度是我們的一面鏡子，百年樹人饒富價值與潛力。」

「非典型歷程」的意涵

返國服務後繼續進行日本企業研究，在教學、研究與
服務成果上留下了一些紀錄，其中著書 5 度奪得經濟部金
書獎 ( 紀錄保持人 )，最讓我引以為榮。受惠於超過 25 年
的全球 TPS 學習風潮，曾應邀在 16 國的製造現場，講授實
踐 TPS 的價值創造原理。這些通俗管理著書，是兼具理論
與實踐的一項見證。

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網站，收錄了 162 家曾經報名
參與 TPS 研討會的企業資訊。若加上曾經支持我從事研究
工作的企業，總數應該超過兩百家。我從東海大學退休後
在台日兩地生活，並在專長範圍維持與兩地企業的互動，
希望繼續為共創活力充沛的產業社會，略盡心力。

學術同仁曾用「非典型」形容我的留學日本、研究課
題、學生指導與團隊營運。長期以來，大學暨教師評鑑指
標的不夠多元，大學科系設置畢業門檻的過度單一，被認
為無助於提高學術水準與促進學生學習。本文前述非典型
學習抉擇與指導經驗，多少反映了學術多元發展的必要性，
以及學生多元學習的雄厚潛力。

使用 34 年的 TPS 教室與唯一合影

讓研究生隨行的 TPS 現場指導 ( 崴立機電 )

在金門擔任獨立排長

顧 問 專 欄   ADVICE COLUMN 35

VICTOR TAICHUNG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