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國瑞汽車公司前總經理 李朝森 

4 月 2 日美國川普總統公布的對等關稅讓全世界沸騰，隨後全球股市也大

震盪，人心惶惶，OS 現在辛苦地做精實還有用嗎？ 

有一則大家耳熟能詳「熊來了，趕快跑！」的寓言：「方法對了，只要跑在

前面，總是還有機會。」事實是即使是一樣的日本車廠，豐田、本田、日產，

卻有不同的處境，關鍵在於一貫的「面對異常時的態度」。往者已矣，來者可

追，本書內容橫跨 2001 年到 2013 年，兩個全球經濟衰退期間完整景氣循

環，閱讀本書不只可以知興替，更可「以自家現場為鏡正衣冠」，而立於不敗之

地。 

豐田重視現場的道理在於落實「亙久不變的科學精神」，當我一想到什麼，

或是有問題時，就去現場觀察實際的狀況，豐田生產方式的開創者--大野耐一

先生「不是只聽報告就能被說服，而是不管失敗或成功都要親自確認」的人，

這樣徹底的現場主義可以說是豐田人的 DNA。對於企業而言，最重要的是創造

價值的現場，現場是無法帶回家、被隱瞞的，所以公司培育「觀察現場」的文

化是很重要的，它是追求事實，與創造盈利的技能之一。 

我在擔任現場主管期間，除了發生問題時，一定會去現場瞭解及協助解決

問題以外，也會常常去現場觀察，不是去看人員是否偷懶，而是為了讓自己管

理的職場能變的更好，而去觀察有哪些做的很辛苦或不容易做的作業，是否可

將其改善成更輕鬆的作業。有哪些浪費可以消除，以改成更有附加價值的作

業。特別是在系統或體制上是否有我可以協助的地方。 

輪調至擔任設備部門的主管時，當時的狀況是設備故障次數多，且因修理

時間很長而影響到生產。當然，設備故障時必然會去現場觀察設備維護人員，

如何修理故障的設備，因而發現了之所以長時間修理的原因，在於診斷方面花

了很多時間。 

另外停線時間一長，很多上司都會到現場來關心故障的原因及修理的狀

況，以瞭解是否可以協助讓設備儘速修復。因此我需要一再地向上司說明，於

是請設備課幹部將故障診斷過程，及修理的經過寫成可視化的大字報，如此一

來，每位到此關心的長官到現場確認時，就可以一目瞭然地瞭解故障處理的狀



況及給予指導。 

事後我們也可以根據此大字報，徹底地檢討發生的原因，及再發防止的對

策，針對修理的過程也可檢討那些還可以改善。因此累積了下次再發生時，應

該如何診斷及修理的知識。並能根據這些實際的案例，做人員的教育及提高修

理的技能。這樣徹底地追蹤真因，再發防止及橫向展開至類似的設備，讓設備

故障大幅地減少。即使再發生故障，也可以有效率地診斷與修復。可說是因現

場觀察、對異常處置佈置了可視化環境，而得到成果的實際案例。 

擔任總經理之後，除了品質及各單位的 TPS 期中、期末報告會在現場報告

及現物確認以外，也會抽空去現場觀察，了解 KPI 達成狀況、問題，及做了什

麼改善，然後去現場了解實際改善的狀況。現場的人員也會主動過來報告他們

最近的改善，一起去看改善的實際狀況，看到他們報告的喜悅感及成就感，高

興之餘，再給他們一些課題，下回再來看他們改善的成果及課題達成的狀況。

這樣的互動讓我深深瞭解到「尊重人性」是尊重每一個人思考與改善的能力，

讓人員思考如何參與解決問題，讓他們有成就感，職場就會有活力。觀察現場

是一個很好的作法。 

本書少見地提醒、示範了高階管理者藉由觀察現場，可以看到現場執行自

己施策的結果，與公司需要改善的項目。例如觀察公司所規範的的價值流，確

認整個系統、資源的運作，進而透過這些觀察，動員全體人員提升精實管理水

準而更有競爭力，這樣的作法在各行各業皆可適用。 

至於去現場到底要如何觀察，可以參考本書提供的想法及案例。另外 22

節「現代管理與精實管理」，列表比較了現代管理與精實管理，可以讓人更清楚

地瞭解豐田式管理與自己習以為常方法之間的差異。既然我們對環境無能為

力，當思如何因應環境變化，動員全公司人員，常勤精進，改善自己的缺點以

增強競爭力。 

本書雖是老調，但來得正是時候，值得閱讀與參考，以能更進一步地參考

豐田方式的想法與作法，以作為自家公司前進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