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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日本企業品管制度及研習交流 
 

頁數 31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台灣電力公司/陳德隆/（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王彥傑/台灣電力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電機課長/(08)8893470~2310 

  莊順明/台灣電力公司/大林發電廠/主辨汽機輔機/(07)8711151~252 

出國類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96.11.24 ~ 96.11.30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97.01.23 

分類號/目： 

關鍵詞：品管制度 品管圈 產業見習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一、 配合經濟部工業局舉辦之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得獎圈出國考察，參觀日

本優秀企業之品質活動實例發表，瞭解其推行品管活動成功的經驗與實

例，並藉交流吸收國外長處，以提昇本公司品管圈活動水準。 

二、 參訪對象包括：(1)豐田汽車博物館(2)產業技術記念館(3)豐田汽車公

司(4)豐田會館(5)愛信機工公司(6)本田技研工業埼玉製作所(7)富士寫

真光機株式會社(8)日本科學技術聯盟等八個企業及組織。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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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的： 

       品管圈活動為企業最基礎的改善活動，從根本出發，持續不斷的「發掘問

題、及時改善、精益求精、邁向卓越」，激發員工參與企業的經營，提升整體品

質，幫助企業建構競爭力，以提升企業市場生存能力。為了強化品質改善水準的

提升，促進國際間交流互動。由中衛發展中心透過日本科學技術連盟協助，與國

內有心追求極致品質的企業人士與全國團結圈活動會員，組成「追求品質革新的

自主改善赴日見習之旅」團，，一同向追求極致品質的日本企業取經，透過現

地、現物的實際體驗見學與交流，幫助國內企業邁向品質第一的最佳境界。品管

圈活動為企業最基礎的改善活動，從根本出發，持續不斷的「發掘問題、及時改善、精

益求精、邁向卓越」  

 

二、 過  程： 

(一)奉派出國人員： 

核能三廠，電氣組：王彥傑課長 

大林電廠，機械組：莊順明  

(二)出國日期：  

九十六年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六） 

至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共七日。  

日 期 星期 時  間 行         程 

06:00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長榮航空團體櫃臺集合

08:00-11:35 台北→日本名古屋（BR 2128） 11 月 24 日 六 

14:30-15:30 豐田汽車博物館（トヨタ博物館） 

09:00-10:00 名古屋城 

10:00-12:00 產業技術記念館 11 月 25 日 日 

14:00-15:30 朝日啤酒名古屋工場 



4 
 

 

 

 

 

 

 

 

 

 

 

 

 

 

 

 

日 本 研 習 地 點 圖

09:30-10:50 豐田汽車公司（トヨタ自動株式會社） 

11:00-11:40 豐田會館（トヨタ会館） 11 月 26 日 一 

14:30-15:30 浜松城 

09:30-10:30 龍潭寺 
11 月 27 日 二 

13:30-16:30 愛信機工公司（アイシン機工株式會社）

08:00-12:00 小田原城 

13:30-15:30 本田技研工業埼玉製作所 11 月 28 日 三 

16:30-17:30 參觀小京都 

09:00-11:00 參觀鐵道博物館 
11 月 29 日 四 

13:00-16:00 富士寫真光機株式會社 

09:30-11:00 拜訪日本科學技術聯盟 

13:30-16:00 參觀秋葉原 11 月 30 日 五 

20:00-23:00 日本東京→台北（BR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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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生產型汽車

1936年首次生產AA型轎車
劃時代流線型，豐田喜一郎
展現對汽車熱潮與遠見

三、心  得： 

 (一) 豐田汽車博物館見習內容 

1. 簡介： 

    汽車不僅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顯著性的影響，更反映出我們的生活型態。

一九八九年四月，豐田汽車博物館主館因應需求而成立，館中主要收藏著來自十

九世紀末所製造具歷史性與重大意義的古典車，甚至還展示著首批使用汽油跨時

代性的展示車。二樓分別展示來自歐美所製造的車輛，而三樓則為日本國內所製

造生產的車輛。紀念開館十週年慶，一九九九年四月所新設立副館，本館主要展

示日本汽車製造技術的演進如何影響日本社會與文化。 

 

2. 展出內容： 

本館一樓：為售票、服務台、餐廳與小型資料室與入口大廳，由豐田第一台自製

「AA 型」轎車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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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古典車

古董車—英國奧斯丁七
雖小型但與大型車結構相同，17年間
生產25萬台，受到各國喜愛。

本館二樓：展示舊時歐美具代表性車型。 

 

 

 

 

 

 

 
 

 

 

 

 

 

 

 

 

 

 

 

 

 

 

 

 

 

 

 

本館三樓：展示豐田自行生產的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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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一樓：一樓有微型汽車模型展示、特製商品的博物館商店、咖啡廳與

餐飲店。 

 

 

 

 

 

 

 

 

 
 

 

 

 

新館二樓：二樓則分成六個區展示著日本的汽車社會普及化過程和生活文

化的變遷。共有 40 輛汽車展示陳列 (其中實體車 31 輛、模型車 9 輛)，

與其相配合還展示著反映各時代生活狀況的文化資料約 2,000 件。 

新館三樓：新館三樓設有限期公開的館藏宣傳畫、套色浮世繪版畫、橫濱

照片 (手工著色照片 ) 等美術品，並齊備與汽車相關的雜誌書籍、影像資

料約 15,000 冊，可供參觀者利用。 

 

3. 心 得： 

(1). 豐田汽車博物館由豐田汽車一手所促成，在博物館中不僅隨處可

見豐田相關的事物，在整個展場與介紹中，可見豐田精實準確的精神。豐田

汽車博物館中，不僅可看出汽車發展的演進，更可以看出豐田成長茁壯的縮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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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企業發展至一定規模時，透過具體成果的展出，不但可以展現

大企業家的財力與實力，更可以嗅出豐田的精神所在。 

(3). 博物館為人人皆可以參觀的場所，透過博物館展出，豐田運用隱

形的視覺傳遞，與參觀者傳達豐田的成就與歷史，博物館就是一個溝通的平

台，在潛移默化的效果中，豐田汽車的優點就這樣慢慢地在消費者心中烙下

一個不可磨滅的印記。 

(4). 反觀國內企業，再追求企業永續經營之際，只注意產品的製造與

銷售，絲毫忘了人—消費者才是核心，掌握住人心，自然就能帶動企業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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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技術紀念館見習內容 

1. 簡 介： 

一九九四年正式開館的豐田產業技

術記念館，由舊廠房和辦公樓層翻

修改建而成，占地面積一萬二千六

百零五坪。本產業技術記念館是由

豐田集團十三家公司共同創建，其

目的是為了將豐田豐田汽車紡織公

司總部工場遺址所遺留下來的建築

物做為珍貴的產業遺產加以有效利

用。記念館共分為四大區塊，分別

是「纖維機械館」、「自動車

館」、「科技園地」及「豐田集團

館」。自動車館展示的內容泰半為

豐田汽車長年研發的努力心血和卓

越成就。佐吉的長子豐田喜一郎，

在一九三七年成立豐田汽車工業株

式會社，但早在四年前他就在豐田

紡織株式會社成立自動車部門，甚

至還挪用庫房一隅作為規畫汽車研

製的基地。一九三三年，喜一郎從

美國訂購一具雪弗蘭引擎，歷經五

個月的鑽研之後，豐田的 A型引擎

終於大功告成。 

一九三四年，豐田集團又從德國購入一輛 DKW 前輪驅動車，再經兩年研究，總算

在第二年的八月造出第一部 G1 貨車。古味猶存、新意洋溢的建築外觀不落俗

套，館內以產業技術和實體設備模型，忠實見證豐田集團發跡、茁壯的一步一腳

印軌跡。館內以產業技術和實體設備模型，忠實的見證豐田集團發跡、茁壯的軌

跡。 

2. 展出內容： 

3. 聞名世界的豐田汽車製造產業。可以參觀豐田集團的纖維機械、汽車產業、技

術的變遷等六部分的展示設施。通過機械的動態展示和操作人員的當場演示、解說

映像等，介紹「製作方法」，能體驗到「製作」的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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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 得： 

(1). 豐田汽車的起源來自古老的織布機，創辦人佐吉先生透過不斷的改

良，讓織布的工業技術得以改善，讓耗費人力的織布機改為一名員工同時可

以看守三台機台的情況下，不僅節省人力，讓改良後的織布機大大提升生產

效率。 

(2). 隨後又發展聰明織布機，透過簡單機械的感應原理，讓織布機在斷線

時自動停止生產斷線布的優良設計，讓豐田佐吉的發明，不僅得得到世人的

認同，也為豐田帶來可觀的財富。透過織布機械改良專利的庇佑之下，豐田

順利獲得創業的第一桶金，也讓豐田從織布產業版圖跨足到製造汽車的領

域。 

 

 

 

 

 

 

 

 

 

 

 

(3). 創意與創新是豐田成功的不二法門。大膽的開疆破土，創意讓豐

田能夠恣意在商場上與他人競爭，仔細審慎地檢視生產過程，不斷提出改

善創新追求零不良的結果，讓豐田站穩世界企業的舞台。 

 

(4). 在產業技術紀念館中，處處可以體會到，傳承、研究與發揚的精

神，而這種精神正是目前台灣產業陷於追求低成本窠臼中，最需要的學習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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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田汽車堤工廠見習內容 

1. 簡 介： 

豐田在全國共有十二座工場，位於豐田市的堤工場是最大的三家之一。堤工場創

建於一九七０年，總面積三十四萬坪，工場的面積為十八萬坪，員工數六千四百

七十九人。堤工場共生產七種車型，本場的特色為「混流生產」，是豐田所有工

場中工序最為複雜的一座工場，每年可生產四十八萬台汽車。在堤工廠除了可以

看到混流生產線的實際運作情形外，還可以體驗到豐田整齊、高效率的車體組裝

現場，以及豐田如何架構看板並以看板實踐「Just In Time」。 

2. 概 要： 

 成立時間：豐田汽車成立於西元 1937 年，堤工廠成立於西元 1970 年 

 員工人數：總人數:299,394 人，堤工廠 6014 人 

 資本額：3,970 億(日圓) 

 主要產品：汽車 

 

 

 

 

 

 

 

 

 

 

 

3. 品質系統運作概況： 

(1). 運用品管手法：TQM以及TPS精神 

(2). 品質特點：                                                    

 藉由不斷改善，或應該說是靠不斷嘗試的行動以獲得改善，就能提升

實務與知識。 

 藉由移除不能創造價值的浪費，以縮短作業時間。                           

 把錯誤視為學習的機會，錯誤發生時，不咎責個人，而是採取改正行

動，並在組織內廣泛傳播從每個經驗中學到的知識。學習是一種持續

的、遍及全公司的流程，所有層級的團隊成員都能彼此分享知識。              

 重視著眼於長期的思維，公司高層著重為顧客及社會創造與提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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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這個目的主導該公司的長期方法，建立一個學習型組織，以適應

環境的變遷，成為具生產力的組織。                                        

 豐田的持續學習制度重心在於辨識問題的根源，並預防問題的發生。

深入分析、省思、與溝通所學到的教訓與啟示，並把所知的最佳實務

標準化，方能持續改善。 

 

(3). 品質具體成效: 

 營造並促進持續改善與學習的環境。 

 滿足顧客，同時杜絕一切浪費情形。 

 在第一次生產流程中就達成優良品質。 

 在公司內部培育領導者，而不是自外延聘。 

 教導與訓練全體員工，使他們成為問題的解決者。 

 以互惠方式，和供應商與事業夥伴一起成長。 

 

4. 實際觀摩記錄 

(1). 參觀重點情況:豐田堤工場位於愛知縣豐田市; 係日本國內 12 座工場

中的第 6座，堤工場創建於 1970 年, 總面積 1,140,000 平方公尺(約 34 萬坪); 

工場面積 610,000 平方公尺(約 18 萬坪); 目前員工約 6,300 人，每月產量約: 

36,000 輛車。堤工場由沖壓至組成新車，約 20 小時。 (每部車約 30,000 個零

件) 堤工場在豐田體系內亦扮演支援國外 4 個工廠運作的重要角色。計有 2 條

生產線，分別以 「混流方式」 生產下列車型:生產: Wish, Premio, Allion, 

SCIONtC 車型。另外生產車型為 Camry, Prius。 

 

(2). 為達到作業性向上與不良預防，堤工場故採取「Doorless Assembly 

Method」方式生產，其作法為整車先在塗裝完成後， 隨即拆下兩邊車門 ，並

以輸送帶分別運送車身與車門，在無車門阻礙的情況下，僅剩車身的組裝作

業，不僅可避免安裝零件時對車門烤漆的碰撞與損傷，也可以減少開關車門間

的省時與省力。 

 

(3). 「部品的順利組裝」(In- house Sequence Area  Sorted by 

Production Order)—作業人員須依亮燈處取拿零件，使作業的順序別與正確

性，均得以確保。 

 

(4). 依照零件／工站的個別特殊性，設計適合的搬運工具與儲存容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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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要的遠距離搬運，亦以「無人搬運車」替代人力， 整廠的物流規劃展現合

理且有效率。 

 

(5). 看板與科技結合後的改善:LCD螢幕與看板結合運用，看板資訊經由讀

卡機傳入資料庫中，透過網際網路的傳輸分別傳入協力廠商與製造現場的電腦

中，不僅可以減少人力的浪費，亦可避免遺失並減少等待看板的時間，提升備

料效率。 

 

(6). 「自働化」受到豐田公司的高度重視，豐田認為是 TPS的最重要價

值—『動』字一定要有人字旁，才能算是自働化，因為他們深信人並非僅是看

守機器的人，而是管理機器的管理者；而且當品質內建於生產工作，每個人便

能主動做好工作。 

 

(7). 繩子開關 (Rope Switch) 與看板系統及 LCD螢幕能整合設計一起，達

到很好的目視管理。不僅可以即時瞭解目前的作業資訊，面對突發狀況時，亦

能夠清楚知道並掌握問題點，減少除錯的探索時間。 

(8). 「跟著走的台車」，成為可移動座式工作站。 

(9). 提案改善卓越，幫助公司成長。在豐田，企業鼓勵員工自動自發提出

改善，每年每人有 11 件的改善案提出；而員工的改善提案對公司運作績效有著

持續改善、貢獻卓著的成效。 

 

(10). 豐田汽車強調： 以 「品質」為出發點，生產必要的產品，透過成功

DNA的複製， 由「簡單、合理」入手等等， 都是值得台灣企業深思的課題；多

數管理者在未能追根究底，深入問題根源下，頻繁決定的對策，確實無法為企

業建立永續經營的基，不可不慎。  

 

5. 研習心得: 

(1). 值得學習之處: 一項好的觀念是可以不管時代的演進而一直流傳。在

豐田佐吉時代，他所製造的是紡織機，他是提倡自働化，豐田喜一郎時代是以

即時化生產，來降低成本。在目前，這兩生產方法仍受到業界廣泛的採用。 

 

(2). 運用與具體策略：以品質為出發點在各行業都是適用的。與供應商處

在共生地位也是很受用，沒有供應商的支援，有再好的市場也是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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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田會館見習內容 

1. 簡  介： 

豐田會館為豐田汽車公司紀念 Toyota 自動車的創立所設立的文化展示設施，相

較於產業技術紀念館，豐田會館較偏向於介紹豐田最新的研究與未來發展趨勢。

會場內的展覽以互動的方式為主，參觀者可透過多媒體、影片等設施，了解豐田

汽車爲追求安全、舒適與環保來思考汽車的設計。透過各樣的展示物和影像介

紹，會館展示了最新的豐田車的商品，並介紹豐田有效減少能源消耗、降低環境

污染及對環境保護和社會貢獻的相關活動。館內同時也展示豐田最新款的汽車，

另外還可以在「豐田電影院」看到兒童們和未來汽車的冒險記。 

 

 

 

 

 

 

 

 

 

2. 展示內容 

(1). 豐田會館角色：為豐田汽車紀念 TOYOTA 自動車所創立的文化展示設

施，偏重於介紹最新研究與未來發展趨勢，展覽以多媒體、影片等互動方式為

主，了解到豐田如何思考汽車的設計，同時追求安全、舒適與環保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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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場

(2). 整個會館分為七大展示區：小劇場、環境與感動、安全與自由、質量

與效率、企業社會、賽車運動與汽車展示廳等七大區。 

 

 

 

 

 

 

 

 

 

 

 

 

 

 

(3). 未來汽車設計：未來汽車不只僅是環保與舒適而已，將會是「無事故

安全型汽車」的理念，豐田致力於設計世界首部混合動力汽車(PRIUS)，利用電

力馬達和汽油引擎駕駛，目前更研究用氫汽油的燃料電池等，可見豐田對無事

故安全型汽車之努力。 

 

(4). 科技偵測：採用預撞剎車輔助系統(Pre-crash safety system)包括三

種安全功能:預撞剎車、安全帶預拉與油門減速，另設計車道輔助系統(Lane-

keeping Asist)車子偏離車道黃白線時及時提出警報，可防止開車打瞌睡時，

發生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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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PS 豐田生產方式源流：在豐田的工廠中，基於顧客第一的觀念建立起

來的 TPS=豐田生產方式，思想已深入人心中，帶「人」字旁的「自働化」與準

時生產是豐田生產方式的二大基柱，依照徹底消除浪費的觀念，運用綜合技術

來不斷追求「高品質」、「短交貨期」、「低成本」目標，同時須對環境負荷減至

最少程度。 

 

 先進生產線：以清晰照片輔助說明。 

 沖壓：大型自動生產線製造出高精準之車體。 

 溶接焊接：彈性車體組裝線，運用各動機器手臂焊接各式各樣車體。 

 塗裝噴漆：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由噴漆機器手塗噴不同車輛之各種不

同色彩。 

 車體組裝：同時組裝發動機和車體底盤，各單元部份零件在分線上組

裝，以便減輕主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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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發混合動力系統： 

 併聯混合動力：備有發電機及驅動用電動機二台，根據不同情

況，或只用電動機行駛，或組合用發電機及電動機行走，使能源效率

達到最佳水準，減速和剎車時會經由驅動系統進行能源回收。 

 豐田開發 PRIUS 車型同時使用汽油引擎及電動機併行， 

發揮最佳組合，相同汽油可行走二倍距離。 

 

 

 

 

 

 

 

 

 

 

 

 

 

 

 

 

 

 

 

3. 實際觀摩記錄: 

這次日本產業參訪行程中，已經看過知名的豐田博物館及產業技術記念館，相

較之下，豐田會館的規模及展出物品就小了很多，但是依然可以在此看到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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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的精神與強調ＴＰＳ的概念，並且用簡單明瞭的方式，讓所有參訪者，甚

至小孩子都可以將豐田精神表達出來，特色部份包含： 

 

 以影片、實體模型、道具展示，更加生動易懂。 

 豐田歷史回顧，高品質一貫政策及製作，都在此展現。 

 未來概念展示及未來能源減廢的趨勢及願景。 

 豐田新車展示，讓人親身體驗高品質的商品。 

 

4. 心得分享： 

(1). 踏入豐田會館，眼前出現是整齊又清潔的豐田汽車公司 Toyota 自動車

文化展示館，和之前參觀之豐田傳統產業技術紀念館稍稍不同，本會館較傾向

汽車安全配備的研發，譬如 ABS 行人防止碰撞的改良，大幅降低受傷的機率。

會場內的展覽以互動的方式透過多媒體動畫及影片欣賞，讓參訪者了解到豐田

汽車爲追求安全、舒適。豐田汽車公司也對環保概念的付出心力及針對未來汽

車發展趨勢來思考設計的模型車，並對綠化環境有效減少能源消耗、降低環境

污染有卓越的貢獻。 

 

(2). 會館內並以影片詳細 DEMO 汽車的熔接、焊接、塗裝、噴漆、組立、組

裝等技術讓參觀者瞭解汽車製造的流程，館內同時也展示豐田最新的汽車款

式，另外還在二樓專門提供給小學生參展，上述的參訪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鏡與

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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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愛信機工公司見習內容 

1. 簡  介： 

愛信機工公司於一九五六年成立，分別以精密加工技術生產製造汽車關鍵零

件，塑性加工技術生產製汽車驅動零件，組立技術生產製造車體部分及房屋建

材，以及產品開發部門等四大部門所組成。該工廠的特色有三，首先為員工和

地區創造優良工作環境而驕傲，鼓勵豐富創新的工作型態，以充實積極展現職

場環境，工廠設置日本庭園讓員工休憩。其次是以「Clean & Green 

Factory 」為主要信念基礎而擬出環境對策，無論是關於生產體制的基礎設

施、設備，重要的機能零件的製作皆以「微米單位」為出發點，向徹底實現自

動化來推進。最後是環保節能的企業公民為宗旨，以用綠化的天然氣當作燃料

最新的瓦斯引擎發電機，使用回收利用熱氣的裝置，為來將能有效率地提用工

廠的電力、蒸氣以及工廠空調。 

 

2. 概  要： 

 成立：1956.6.1 

 員工人數：1,330 人(男生：1 ,150 人,女生：180 人) 

 資本額：20 億日圓 

 主要產品：車用自動變速器、車用驅動關鍵系統零件、車體機能零件、住宅

用建材 

 歷史： 

1993 年 1 月  成立愛信機工 

1994 年 7 月  品質認定書授與 

1994 年 11 月 吉良工場完工 

1995 年 10 月  成立子公司 

1995 年 11 月  TPM 優秀賞第一類受獎 

1997 年 10 月  資本額增資 20 億日圓 

1997 年 11 月  戴明實施獎受獎 

1999 年 4 月   總部移至吉良工場 

2000 年 12 月  獲得愛知縣「水質保護感謝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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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 發表觀摩實際觀摩情況

• 品管圈發表方式以漫
畫方式呈現、透過敘

述式手法展現，呈現
生動活潑

• 品管圈發表主題切入
點以人為出發，不僅

題材創新，其手法有
趣，可以讓國內團結
圈學習

2001 年 7 月   ISO 14001 認證 

2003 年 5 月   ISO 9001 認證 

2003 年 10 月  與吉良町簽訂防災協助 

2004 年 3 月  刈谷取得 ISO14001 認證 

2005 年 7 月  吉良工場啟動廢熱發電系統 

2006 年 11 月 吉良工場第二工場完工 

3. 品質系統運作： 

 品質致上的經營理念 

 精密加工技術、塑性加工技術、組立技術一貫的生產流程 

 製品開發技術：切削加工技術開發、塑性加工技術開發、新製品技術

開發 

 

 

 

 

 

 

 

4. 實際觀摩情況 

 品管圈發表方式以漫畫方式呈現、透過敘述式手法展現，呈現生動活

潑 

 品管圈發表主題切入點以人為出發，不僅題材創新，其手法有趣，可

以讓國內團結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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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生產現場與規模雖然不及豐田等大公司的整齊與乾淨，但是從其忙

碌而不亂的生產線上，可見其公司的管理有其一定的水準 

 現場看板上，不僅羅列目前的工作現狀，對於每位員工接受的教育訓

練、取得證照等資訊也都清楚陳列於看板中，看板化管理相當有成效 

 

 

 

 

 

 

 

 

 

 

 

 

5. 研習心得： 

(1). 品質管理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並非一人之力可促成。愛信機工

的經營理念是品質至上，而且是從社長到基層員工都秉持此信念，讓愛信能

夠繼續成長。 

(2). 身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愛信除了在生產力求精進之外，對於環境保

護不宜餘力，不僅啟動廢熱發電系統，有提出不少保護環境、能源的對策，

讓人不由得佩服。 

(3). 品管圈是員工自我實現與自我成長最好的工具，透過品管圈的改善活

動，幫助員工找到榮譽感與肯定，品管圈的改善也是最具體而有效的品管手

法之一。品管圈讓改善不流於形式化。 

  
6. 綜合建議： 

唯一美中不足之處，在於其工廠內的噪音似乎過大，對於員工可能有職災上的

疑慮。統一規定配戴耳塞似乎是可行的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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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本田技研工業埼玉製作所見習內容 

1. 簡  介： 

埼玉製造所在昭和三十九年為 Honda 汽車的量產規劃而設立的工廠。從無到有

的整車化生產模式，從引擎、板金，熔接、烤漆等各工程開始，到引擎中各項

搭載零件的設置，以及組裝完成的各項檢查等生產流程，都可在此體驗汽車製

造的一連貫作業模式。目前，主要生產 Legend、Accord、Odyssey、CR-V 等各

式車款送往國內外銷售。本工廠最大的特色除了是都市型工廠之外，以有效率

地活用空間、各項零件直接組裝的方式，達到徹底物流和提升生產性。此外，

以能彈性的迎合顧客的需求將設備作廣泛的利用，建立了同一條線能多種類生

產的體制。近年來，埼玉製造所也開始供給 Honda 在國內外其他工廠當地生產

所需的零件，陸續扮演調配零件、支配當地生產的重要角色。 

 

 

 

 

 

  

 

 

2. 概要 

(1). 成立時間：1948 年 9 月  

(2). 資本額：860 億日元(2005 年 3 月截止) 

(3). 主要產品：摩托車、汽車、通用產品 

(4). 歷史沿革： 

1947 年  生產首批以 Honda 命名自行車動力引擎「A」型 

1949 年  首款摩托車「 Dream D」型 

1958 年  發售長期暢銷商品「SUPERCUB C100」 

1961 年  在曼島 TT 賽事中大獲全勝 

1967 年  發售採用 FF 方式輕型汽車「N360」 

1972 年  推出低公害發動機「CVCC」，發售 C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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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年  CIVIC 生產累計達 100 萬輛，發售 ACCORD 

1980 年  ACCORD 生產累計達 100 萬輛 

1982 年  在美國生產 ACCORD 

1986 年  在加拿大生產汽車/開始在西班牙生產摩托車/在法國生產通用產

品 

 1992 年   汽車生產累計達 2000 萬輛 / 開始在菲律賓生產汽車 

 1994 年   開始在巴基斯坦生產汽車/發售「ODYSSEY」 

 1995 年  汽車生產累計達 3,000 萬輛 

 1999 年   發售油電混合車「INSIGHT」，「CICIV GX」榮獲環境獎/廣州本

田開始生產汽車 

  2000 年  發表仿真機器人「ASIMO」 

  2001 年  摩托車獲得累計 500 項世界大獎賽冠軍，發售「FIT」、「CIVIC 

HYBRID」 

  2002 年  燃料電池「FCX」獲美國政府銷售許可 

  2003 年  汽車生產累計達 5000 萬輛 

  2004 年  在「LEGEND」全球首創配備智能夜視系統，能夠檢測行人通知

駕駛者。 

  2005 年  本田美洲汽車開始在市場發售家庭用天然氣填充裝置/全球首次

對個人客戶租賃銷售燃料電池「FCX」/汽車生產累計達 6,000 萬

輛 

 

3. 品質系統運作概況 

(1). 基本理念：尊重人性、三大喜悅(購買的喜悅、銷售的喜悅、創造的喜

悅。 

(2). HONDA 特色：百折不撓的精神是追求夢想的原動力，為要帶給客戶和世

人的喜悅的思想，強化產品的源流，以回報客戶的信賴。故 HONDA 為實現這目

標，把「意志」、「技能」、 「質量」提高到比以往更高水準，全體員工始終滿

懷熱情，產生「先進創造」的力量。 

(3). 全球共同品質：研究開發生產銷售在全世界當地化，為實現高效率生

產活動，推進生產體質改革，通過作業工序的單元化，改善環境，縮短作業時

間，提高產品質量。進一步加速發動機及驅動機等組件當地化後，更推進 Q(質

量)、C(成本)、D(交貨期)的體質強化。 

(4). 本田強調環境與社區的結合，讓環保能真正落實於整個廠區及社區共

生，綠化、減廢，同時能與社區共生，不但於 1998 年通過 ISO 14001 認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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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及車身生產線 引擎生產線

讓環保不是口號，全員參加，同時處處可看到本田的用心，包含太陽能路燈、

綠化的廠區、廠內瓦斯車的應用等。 

(5). 在圈活動方面，有稱做 NA 小組的小集團制度，灌輸每位員工考慮 Now

（現在）、Next（下一步）、New（未來），同時獎勵員工能多提出意見，來充實

自己工作環境及生產效率的「提案改善制度 」，為本田向前推動的動力。 

 

4. 實際觀摩記錄 

(1). 琦玉製造所是 Honda 汽車的發祥地，其公司最早產品為機車製造，在

2006 年 4 月－2007 年 3 月間計生產實績 546,444 台汽車，該公司並通過

ISO9001、ISO14001 認証，是一家優秀廠商，在日本國內汽車業佔有很重要的角

色。目前以汽車替代機車為主要生產項目，汽車組裝從開始生產線到組裝完成

的流程 45 分鐘就完成，線上生產台數平均 47.5 秒生產一台，是汽車製造的一

貫作業化的工廠。 

 

 

 

 

 

 

 

 

 

 

 

 

 

 

(2). 一條龍生產線：HONDA 先開始以此為一條連貫生產線，包括發動機、車

身、噴漆、整車成套組裝，目前生產 LEGEND、ACCORD、ODYSSEY、CV-R 等汽

車，銷往國內及國外。該工廠最大特點是，有效利用城市型工廠，以有限狹小

空間採用立體式生產線，連通道都利用自動車運送零件，進行組裝各項汽車零

件，此投入生產線方式，為追求徹底物流合理化達到徹底零庫存，和生產效率

提高提升生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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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壓—焊接—塑料

成品組裝檢查

 

 

 

 

  

 

 

 

 

 

 

 

 

 

 

 

 

 

 

 

 

 

 

 

(3). 混線生產：為能靈活應對應客戶需求，實現設備通用化，並建傋一條

生產線，能夠生產多種類汽車的體制。 

(4). 環境保護及節能措施：首先是工廠排水集中處理，再綜合處理場淨

化。通過各工序中的合理配置及提高自動化，大幅節約了消費能源。制作所週

圍廣植樹木，都是由員工親手種植造林，用自己雙手創造充滿綠色自我工作環

境，HONDA 非常注視與當地人們心靈溝通。 

 

 

5. 心得分享 

(1). 一條龍生產線令人驚奇為，在有限空間內，容納 50 台機械手臂協同作



27 
 

業，還得延遲閃身迴避碰撞，恍若變形金剛般同時一次出手精準定位，一部車

共 150 個焊點完全熔接，真另人嘆為觀止。 

(2). 本田與豐田均為汽車製造公司，生產方式大致雷同，經營理念各有特

色，本田基本理念為尊重人性、三大喜悅。回想起 75 年曾至美國 GE 公司研

習，朋友恰在紐約州 TROY 攻讀碩士，其同事就是開部 HONDA ACCORD 上班，有

幸搭了幾次便車至 GE 公司，第一次乘座本田車感覺真的很平穩舒適。 

(3). 今年 96 年再次一趟加州探親之旅，同時也坐上表弟的新車 HONDA 

ACURA，科技化更令人得心應手。當然一部汽車品質受到認同，產品穩定度是信

心及滿意度指標。HONDA 高橋先生說本田計劃將琦玉製作所自動熔接設備，轉移

至國外工廠，目的建立全球共同品質。這是一家老經驗值得敬佩的公司，難怪

在美國深受肯定，很多老顧問會自動回籠，忠實擁戴。 

(4). 琦玉製造所生產線所需零件，協力廠商可立即定時供應，此方式可做

到零庫存，降低成本，國內需要努力學習。 

(5). 琦玉製作所，是一貫作業方式生產（沖壓、熔接、噴漆、組裝一次完

成），作業過程，大部分以機械手和機器人來作業，此自動化高效率的作業方式

可提高產量降低成本。 

(6). 員工可由現場困境，發覺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公司大部分採用且較

有創意的提案改善，提出專利申請，但所有權歸屬公司所有，但個人可獲得肯

定獎勵 

6. 綜合建議： 

(1). 琦玉製造所因位在城市，空間有限，克服重重困難規劃立體廠房，充

份利用空間作為生產線，本田有效利用廠房，值得我們學習。 

(2). 零件運送以自動車運送，節省人力消耗，專注於工作品質提昇。機器

手臂作業由程式控制，可確保品質穩定一致，針對頻繁重複且技巧性人工作

業，借重自動化是最佳選擇，可供公司廠房生產線規劃參考。 

(3). 對於空間規劃的應用，發展的相當不錯，才能因應現代潮流的生產需

求，如 CRV 休旅車製作，此 3D 立體化生產，並精確計算人機工時，緊密搭配，

令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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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富士寫真光機株式會社見習內容 

1. 簡  介： 

富士寫真光機株式會社在昭和十九年以擴展、充實富士軟片暨相關產業的光學

機器事業而發跡，之後以傳統光學技術為核心，融合複合技術，逐漸突破狹隘的

領域開始發展。目前公司為開發未來新技術，投入日幣五億元資本，一千六百名

員工從事軟片暨相關產業的研究並以此為基礎發展，持續帶領國內外富士集團製

造販賣高品質、高機能，並值得信賴的商品。 

 

2. 概  要： 

 成立時間：1944.03.22 

 員工人數：1,279 人(2007.03) 

 資 本 額：5億円 

 主要產品：光學製品製造販売 

 (醫療、光學、產業、視訊) 

 歷史沿革： 

1944 富士寫真光機株式會社成立 

1948 第一部富士相機問世 

1962 影印機自製化 

1985 電子內視鏡問世 

1993 取得 ISO 2002 認證 

1994 取得 ISO 9001 認證 

1996 取得戴明(Deming)獎及艾美(Emmy)獎 

1998 取得 ISO 14001 認證 

2005  再次獲得艾美(Emmy)獎 

 

3. 品質系統運作概況 

(1). 運用品管手法：TQM、QCC 

(2). 品管特點：強調不斷努力於創新技術之進步 

(3). 品質具體成效：ISO 認證、戴明(Deming)獎、艾美(Emmy)獎 

 



29 
 

非球面鏡片

4. 實際觀摩記錄: 

(1). 參觀重點情況簡介：該公司對智慧財產之保護不遺餘力,僅以展示室進

行詳細說明，未能進入生產線實地觀察。 

(2). 交流情況記錄：於展示室進行產品沿革說明，以自家製之衛星鏡頭所

拍攝之地形圖說明工廠所在位置，其後之新型內視鏡與獨家之小腸鏡，高倍率

監視系統等，非球面鏡片為富士專利，充分強調出研發能力與自家產品之優異

性能。 

 

 

 

 

 

 

 

 

 

 

 

 

5. 研習心得: 

(1). 值得學習之處：強調改善在於提昇技術、強調事實管理,願意學習海外

廠之長處、強調各部門之責任為實現公司(社長)之方針。 

(2). 如何運用與具體策略：將方針於日常執行業務中實現，而非仰賴於專

案或特定事務局。 
 

6. 綜合建議: 

方針需能正確完整的傳達並與日常業務完整結合，才能完整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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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本科學技術聯盟見習內容 

1. 簡  介： 

日本科學技術聯盟成立於 1946 年，以精進生產技術與工業設備，提升經濟繁

榮、促進社會安定為目的。其主要是以透過提供系統性的學習方式幫助企業提

升科學與技術能力的提升，對於產業的發展與文化的進步，扮演著功不可沒的

推動要角。主要業務包含品管圈、可靠度工程、實驗設計、變種變量工程、產

品可靠度、市場分析與 ISO 品保制度等品質範疇皆為日本科技技術聯盟所致力

推動。日科技連不僅是日本品質的專業顧問領導，更參與許多國際品質活動，

為日本工業發展不停前進的最佳導師。 

 

 

 

 

 

 

 

2. 概  要： 

 成立時間：1946 

 員工人數：124 人 

 類    別：非營利團體，財團法人 

 主要業務：日本品質管理賞、戴明獎、品質管理相關課程 

 

3. 實際觀摩記錄： 

(1). 參觀重點情況簡介：該團體對全面品質管理之推動不遺餘力，具有相

當豐富之課程與師資，並設立具公信力之獎項,鼓勵企業以品質管理活動之成果

爭取榮譽。 

(2). 交流情況記錄：主要以簡報說明品質活動在日本之沿革與變遷，並介

紹該組織為協助企業而規劃之各類教育研修課程與獎項，充分強調出為協助企

業推動品質活動之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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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習心得： 

(1). 值得學習之處：強調公信力與超然之立場,為協助企業而努力 

(2). 如何運用與具體策略：推動活動需以追求整體利益為主，並以長遠之

眼光規劃。 

 

5. 綜合建議： 

教育訓練是所有觀念與活動的根基，充分與足夠的觀念學習及意識建立才能讓品

質活動順利推展。 

 

四、結論與建議 

1. 本次赴日本參加追求品質革新見習，團員包括國內大型績優廠商如：中

鋼、聯華電子、華碩電腦、統一企業及台電等 14 家公司，難得與公司外企業交

流，在每一參訪過後及時在車上表達看法，交換感想收獲良多。同時也瞭解民間

企業對 QCC 品質活動之愛恨情懷，但不可否認品質改善得獎，更可獲社會認同顧

客有信心。  

2. 重點參訪豐田集團除專注於汽車製造外，對於未來人類生活變化，充滿創

意思考，如概念 「i-unit」個人車(如下圖)，可自由隨心所欲至任何地方。尤其

強調人類智慧 DNA 複製，人才培育更是不可鬆懈，豐田會館透過完善展示，讓下

一代清楚知道，未來的汽車會是什麼樣子。在能源不足時代，你們會如何思考設

計呢？反觀台灣 IC 強項產業，亦值得建立完善展示館，好好教育下一代，複製優

質台灣 IC DNA。 

 

 

 

 

 

 

 

3. 日本科技技術連盟規劃全系列 QC 教育訓練，包括高階、中高階及班組長等 

品質經營課程，並有 TQM、方針管理，對於種子品質人員更有每月 5日連續 6個月  

      紮實品管訓練，尤其著重統計方法與問題解決方法，使產業品質得以推廣提昇，    

成效甚佳，可做本公司品質訓練課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