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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參訪 Somay-Q 科技、芳珂美健千葉工廠、阿自貝爾藤澤技術中心、白

洋舍多磨川工廠、三電赤誠山事務所、日立先端科技、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群馬等

8 家企業單位，以及參觀 2017 國際機器人大展。學習「綠色環保、深度設計服務、

高值化研發及智能化管理」等創新策略，導入應用在企業人力資源培訓及組織發展上，

從系統觀和設計思考角度，提高訓練所對中油整體的貢獻。考察內容重點涵蓋打造環

保節能與健康的環境、綠色經營的做法、創新與智能化的組織設計、流程改善、以及

如何領導服務文化的轉變等議題，積極為訓練所組織變革與經營模式注入有效益的推

動元素。進而以創新思維，對公司及政府提出建言。 

 

關鍵詞：循環經濟、環境友善經營、創新場域、知識管理、企業轉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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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學習「綠色環保、深度設計服務、高值化研發及智能化管理」等創新策略，

導入應用在企業人力資源培訓及組織發展上，從系統觀和設計思考角度，

提高訓練所對中油整體的貢獻。 

二、訓練所自 103年教學大樓與住宿大樓啟用以來，外在經營環境 迭有變化、

複雜度提高、服務量遽增，面對內外部對人才培訓需求質量的改變，如何

兼顧服務品質與管理效能？宜就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流程改造等面向，實地

考察知名企業的做法，與之交流。 

 

貳、 過程 

本次行程包含：經營管理研討及實際參訪多家企業，考察相關業務。 

一、考察研討打造環保節能與健康的環境、綠色經營的做法、創新與智能化的組

織設計、流程改善、以及如何領導服務文化的轉變等議題。 

二、參訪 Somay-Q 科技、芳珂美健千葉工廠、阿自貝爾藤澤技術中心、白洋舍

多磨川工廠、三電赤誠山事務所、日立先端科技、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群

馬等多家企業，以及參觀 2017國際機器人大展。 

三、出國行程表，如下表所示： 

 

2017日本創新經營與生產管理考察計畫出國表行程表 

起訖日期 天數 到達地點 工作主題及內容重點說明 

106.11.26(日) 1 桃園→千葉 啟程，桃園-成田：CI10412:25-16:25。 

106.11.27(一) 1 千葉→橫濱 

1.參訪 Somay-Q科技 

【研發型企業・製造兼服務】 

奈米化染劑與塗料企業。以 B2C 起家，連

霸 DIY SHOW大賞，2011年起跨入 B2B領

域。曾協助帝國飯店裝修，油槽大廠指名委

託防鏽施工，快乾易作之地板塗料廣受好

評，獲日產汽車全廠採用。 

 

2.參訪芳珂(Fancl)美健千葉工場 

【純淨工廠・保健專家】 

肌膚保養與機能食品大廠，訴求「美與健

康」，打造針劑級無菌室製造工廠，並以小

瓶包裝、密封環設計、「開封後」保鮮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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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消費者新鮮・無添加之品牌形象，未來更

將強打企業健康與保健諮詢服務。 

106.11.28(二) 1 橫濱→群馬 

1.參訪阿自倍爾藤澤技術中心 

【能源管理・設備監控】 

廠房、建物自動化及節能管理專家。於藤澤

技術中心可實際體驗 ICT 科技如何應用到

實際能源管控及改善措施。 

 

2.參訪白洋舍多摩川工廠 

【環保智慧化洗滌】 

白洋舍為日本最大之連鎖洗衣服務公司，廠

內可參觀大型洗滌機、襯衫燙熨機、以及分

類送洗物品的自動裝置。 

 

106.11.29(三) 1 群馬→東京 

1.參訪三電之森●赤城山事業所 

【製程改善・綠色經營】  

自動販賣機、汽車壓縮機、業務冷藏展示架

之系統設計與製造商。透過 MFCA(物質流

成本會計)推動生產製造體質之改善與革

新，為環保與產業活動和平共存的實踐者。 

 

2.參訪群馬 Senoh 

【複合材質・廢材活用】  

百年運動器材商，日本市佔率超過六成。近

年更踏入熟齡保健與運動設施營運支援領

域，並將製程廢材結合農林業再利用。 

106.11.30(四) 1 東京 

2017國際機器人大展 

【機器人革命！】 

本展為兩年一次之專業大展，可飽覽全球產

業用・服務用機器人及相關機械，提升使用

技術、刺激產業技術發展。 

106.12.01(五) 1 東京→桃園 

1.參訪日立先端科技那柯地區 

【創新場域・智慧傳承】  

日立集團半導體材料製造廠。訂定「場域經

營」策略，運用科技分析「溝通行為」，以

員工・客戶為尊調整空間設計，成功提升工

作效率及商談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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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總研(筑波科學廣場) 

【產業技術・趨勢觀察】 

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為日本最大研究機

關，執行全方位產業技術研發。筑波科學廣

場分為生活科技、綠色科技、製造科技之三

大區塊，展演「近未來」之社會樣貌。 

 

3.返程，成田-桃園：CI109 20:00-23:10。 

合計 6   

 

 

參、 具體成效 

 本次考察進行標竿學習，接軌循環經濟，特別鎖定節能自動化、循環經濟、

創新場域、知識管理等主題，探訪日本現況與趨勢，為企業經營管理觸發方向。 

 具體成效說明如下： 

一、本次考察內容涵蓋：打造環保節能與健康的環境、綠色經營的做法、創新與

智能化的組織設計、流程改善、以及如何領導服務文化的轉變等議題，可為

訓練所組織變革注入有效益的推動元素，進而對公司以及政府提出創新思維

之建言。 

二、實地考察著有績效的日本企業，學習實用或前瞻的組織經營手法，觀摩實務

上的運作模式，擇其要者應用在訓練所的組織發展及人員核心職能的強化，

提高人力資源培訓對公司的整體貢獻。 

三、行程前中後團員互相激盪分享，拓展人脈視野。 

 

肆、 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進行標竿學習，接軌循環經濟，特別鎖定節能自動化、循環經濟、創新

場域、知識管理等主題，期盼伴隨台灣企業先進探訪日本現況與趨勢，為企業經營管

理觸發方向。茲就本次考察心得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參訪八家企業單位及 2017國際機器人大展之心得： 

(一) 落實 5S，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與觀念 

基於日本民族性及日本企業經營模式，本次參訪的企業或單位，不管是製造

業、服務製造業、還是研發單位，都可以明顯看到 5S的徹底落實，這不僅

是口號標語，而是落實在員工的工作理念與態度及價值，非常值得台灣企業

學習，也是中油公司落實工安的基礎。 

(二) 企業靈魂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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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業皆強調主持人經營理念的溝通、與落實到每位員工的認同與實踐，然

後建立起各家企業獨特的經營模式。公司透由相關活動與會議，不斷地與員

工進行溝通，並取得員工認同，是本次參訪企業的共同特徵。 

(三) 專精本業，創新觀念 

本次參訪的八家企業或單位，在日本該所屬領域中皆屬領導品牌，究其原因：

專精本業與不斷創新。藉由核心技術的持續專精，先造成競爭者的進入障礙

門檻，同時進行經濟規模生產，激勵員工創新，持續進行研發，擴大領先。 

(四) 趨勢 ABCI 

參觀此次八家企業及機器人大展，綜觀所得，目前日本企業之趨勢，同時也

是世界趨勢：AI+機器人、Big Data、Cloud Computing、IoT四大趨勢已然形

成。 

 

另將本次心得，內化成個人創新觀念與建議如下： 

二、以大戰略思維，對政府建言如下： 

(一) 先極大後分小 

政府目前在能源政策上，有二大宣示：一為 2025 非核家園政策，加速推動

我國低碳能源轉型，並於供給面推動於 2025 年達 20%(再生能源)-30%(燃

煤)-50%(天然氣)之低碳潔淨之發電能源配比目標；一為 2040年新售機、汽

車全面電動化。要達成上述目標，需要強而有力的執行單位方可。就此，事

權的統一非常重要，因此提出大戰略思維：將中油與台電合併成一家巨大的

能源公司(CPC+TPC=CTPC or TCPC)，並做妥適分工，原台電負責固定型供

電、中油負責移動型供電。最重要的是要制訂規範，尤其是各種移動型運輸

/交通工具的電池規範，以收綜效。因為唯有將能源發展與執行，落實為國

營事業的主要經營方向、KPI與行動方案，非事權統一不可，先整併為一家

大型國營能源公司，充分配合與執行政府政策，方有效率。待達成非核家園

及全面新售電動機汽車後，仍可依當時狀況，再將公司分割成事業部或者獨

立公司，以求經營效率持續精進。 

(二) 保有戰力、分進合擊 

原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仍可在新合併公司下，就其石油與石化相關產品、

以及電力與電力服務，進行研發、製造、生產與銷售。 

(三) 積極主動掌握移動型能源動力 

全國車輛初估機車約 1366萬輛、汽車約 775萬輛。如果此合併國營能源公

司可逐年編列預算，持續推出平民平價電動車車款，提供優惠與相關服務，

使其市占率達 40%，將可有效抑制物價、及控制移動污染源。 

(四) 整合研發動能效率極大化 

配合「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通過，國營事業必須投入一定比例的研發經費，

為有效促進國營事業帶頭從事研發、創新，就此，可將台電與中油的研發單

位進行整併，研發聚焦於政策與市場趨勢，以收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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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策略聯盟效益最大化 

前述戰略下，應有相關產業需要配合，例如電動汽機車製造產業、銷售通路、

與服務通路；這些都可透過轉投或併購相關公司、或者與相關公司進行策略

聯盟，達其上述目的。 

上述建言雖有其創新略思維，惟其可行性與所需資源仍須評估之。 

 

三、以策略觀點，對中油公司建言如下： 

(一) TOP DOWN & BOTTOM UP的溝通與結合 

中油為國營事業，當然必須配合政府政策。就此，政府政策與主持人指示的

落實，責無旁貸。建議針對中油公司的未來，尤其是轉型的方向與策略，可

召集公司內優秀聰慧的同仁(包含主管、非主管、高階、專業經理人、基層

管理幹部、基層管理人員、新進人員)一起腦裡激盪，在一個安靜、平和的

環境、以集體創新思維，讓 TOP DOWN的政策指示與 BOTTOM UP的實務

且創新的方案作美麗的結合，擬擘出公司轉型的方向。 

(二) 盤點中油公司的核心價值 

公司現有七、八千種產品，未來轉型的重點，不在為產品找出路，而是在找

尋中油公司這七十幾年來的經營過程中，我們所累積的價值。換言之，我們

要盤點的是價值、而非數值。這個價值可能是我們的商標、我們的核心技術，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核心技術與價值，再創中油亮點與未來。 

(三) 在生產製造方面 

1. 密切注意國際大油公司的轉型趨勢與動態：2040 新售汽機車全面電動

化，對中油公司影響甚鉅。相同地，對國際大油公司亦同，因此我們可

以觀察這些大油公司的轉型布局，非常值得我們標竿學習。 

2. 利用併購方式與整廠輸入進行生產製造的轉型。如同 Google 與

Microsoft 在 2010 年前後，大舉併購國際知名 AI 公司，基於時效，中

油公司可以轉投或併購一些有價值的民間能源公司，復以研發單位的支

援，以達綜效。 

3. 盤點整個石化/石油相關產品生產製造過程中，公司所累積的核心技術，

積極用在石化高值化以及多角化的研發與生產。 

(四) 在銷售部分 

1. 建構具區隔性的能源服務平台：全國第一大與第二大連鎖體系分別為

7-11與全家，第三大連鎖通路其實就是中油通路，因為中油公司直營站

結合加盟站，總計擁有約 2千家地點絕佳的場址，應將之視為通路而非

單純加油站。就此，此通路應與 7-11、全家、全聯等作一明顯區隔，為

前述連鎖通路所不能為的事項，鎖定在能源相關的服務，尤其是移動型

交通工具的系列產品與服務，換言之，此通路應該提供的是一個完善的

能源服務平台，而這個平台需要建立一個高進入門檻，在最短時間內，

如何跨界合作，結合與說服產官研學界，制訂相關規範，以為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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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 

2. 上述平台發展過程中，電動汽機車製造產業、銷售通路、與服務通路，

都是我們應該發展的重點。 

3. 建立合適的服務平台經營模式，並持續不斷地提升專業服務品質。 

(五) 在人力資源發展方面 

無庸置疑的事，中油公司最寶貴的資產，也是永不會折舊的資產就是人才，

而人才因激勵更能展現其價值，進而創造中油的偉大。對國營事業而言，因

其法規限制與公司文化，有效激勵永遠是最困難的事，而優秀的員工需要激

勵仍是我們必須所為之事，除了考績、績效保留款要妥善運用外，公開透明

的升遷、持續適時舉辦相關活動與獎項的公開表揚，激勵榮譽感，實有其必

要。 

(六) 在研究發展方面 

保持相關趨勢領域的研發動能實屬必要，但以現今研發環境而言，中油公司

三個研究所在相關領域與其他研發單位或者學校相較，前瞻性的研究動能已

顯不足，其核心能力在於對於產業發展的評估能力與現場技術服務能力。藉

此，協助現場整廠輸出或者併購的評估能力應屬最重要，同時應以市場為導

向，進行相關產品的研發。另外，整併中油公司三個研究所為科技研究所，

如同日立公司集團下的 Hi-Tech研究所，結合學研界的研發能量，應可有效

提升研發動能，同時提高生產製造的品質與服務專業。 

(七) 充分授權激發員工光榮感 

國營事業文化，很多重要事務的推行，好像最重要的是：長官的一句話。雖

然，長官見識層級高，觀察面向全面化，但是，如果長官所關切的事項太細，

很容易造成所屬不願意或者無法做決定，這與分層負責的精神相違背。因此，

誠摯建議應落實分層負責並充分授權，此舉不但可收運作效率，亦可激發各

級主管與員工光榮感。 

 

四、以實務觀點，對訓練所的建言如下： 

訓練所的定位與使命，會隨時空環境、政策方向與主持人的意志與期待而有所不

同，但相同的是：訓練所可以成為公司知識管理與專業技能傳承的基地，這樣的

使命應該有所不變。 

(一) 建立訓練所創新三益的價值 

訓練所主要任務在替公司培訓優秀的專業人才。但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自

從新建教學大樓(敬業樓)與宿舍大樓(樂群樓)在 103 年 4 月份啟用後，訓練

所的容訓量大幅提升。因此訓練所如定位在公司知識管理與企業核心職能傳

承重要基地，並期許發展成為具有國際聲譽的能源與石化產業人才培訓中心，

在此目標下，應經由 STP理論與 SWOT分析及其矩陣策略之擬定，適時妥

善提出達成目標的策略與行動方案，就是要持續提升實訓量，創造良好績效，

同時要與產官學界充分地合作，建構一個完善的能源石化人才培訓平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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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企業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訓練所的價值。在推動過程中，需明確

地了知經營環境的變化與挑戰。首要即「以人為本」，重要關鍵在凝聚訓練

所同仁的共識，清楚地知道必須不斷地提升自己的職場能力(職能)、必須隨

時地保持內心的和諧心境(安心)。冀望透由持續不斷地與同仁溝通取得共識，

提升同仁職能來面對挑戰，共同燃起內在主動正向的熱情，一起建立信任合

作的環境，讓心境保持一種平懷的心安狀態，如此可擺脫焦慮、不安、失望、

厭倦的負面情境，提升工作品質。就此，訓練所人力資源發展，可由被動的

教育訓練(Training)觀念逐漸轉變為內在主動的成長學習(Learning)心態，經

由不斷地溝通與實際磨合，形成一股安心信任合作正向的力量，並持續不斷

地轉動，朝著熱情自覺(Inspiring)方向前進，以面對與妥處訓練所的挑戰。

藉由這樣的過程，訓練所可以不斷地提升訓練專業品質與服務(品質)、不斷

地激勵正向創新的發展與應用(創新)、不斷地落實友善合作的推廣與管理(合

作)，建立起訓練所的價值：「品質、創新、合作」。 

在此同時，訓練所應基於發展最適營運模式並持續作改善，復以權責分明以

利運作為主要考量，訓練所已進行組織變革。原本組織架構為教務組、技能

發展組、行政組與經理組四組，整併教務組與技能發展組為教務組，行政組

與經理組整併為行政組，另增設企劃組，負責本所經營企劃與營運績效之規

劃與推動、資訊相關服務、圖書相關產品的行銷與管理、品管、消防、勞工

安全衛生與環保等系統有關業務之辦理，以及其他有關經營企劃事務；另置

內控一人，掌理檢核、法務與協助政風等事項。其核心係以訓練所未來營運

順暢為思考，在不影響同仁權益下，完成組織變革，獲同仁共識進而認同與

共同實踐，106年訓練所的正式期班數、實訓量、場地利用率，都創下新高，

有其寶貴經驗與意義。 

突破國營事業訓練單位的思維框架，凝聚同仁共識，創造員工願意、顧客滿

意、組織獲益這三種效益應是訓練所創新變革的主軸；持續不斷地建立訓練

所核心價值：品質、創新、合作，更是創新三益過程中訓練所所產生的最重

要資產。冀望，揚升中的訓練所，可以突破一般人對於訓練單位的窠臼印象，

為公司以及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 

 

(二) 讓訓練所成為公司趨勢創新、新創趨勢的絕佳場所 

中油公司此時正面臨轉型關鍵，如同前述建言，公司轉型的方向與策略，可

召集公司內優秀同仁一起腦裡激盪，在一個安靜、平和的環境、以集體創新

思維，讓 TOP DOWN的政策指示與 BOTTOM UP的實務且創新的方案作結

合，擬擘出公司轉型的方向。訓練所可以扮演該合適場地的角色，提供最好

的服務品質，為公司作出貢獻。 

最後，如前述所提，在組織營運管理的精要在三益：創造員工願意、顧客滿

意、組織獲益這三種效益。這三種效益在此次參訪的八家企業中，也獲得實

證。此三益的運作主軸在於創新管理，而創新最主要的驅動力則來自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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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趨勢很清楚，例如少子化與高齡化，因此只要可以幫助青壯族群提供服

務或協助來圓滿這美麗的負擔，絕對是市場趨勢；大部分趨勢不容易預測，

但其方向邏輯可釋，例如，這一二十年興起的杜拜榮景，如果石油不再是我

們依賴的主要初級能源，以杜拜的地理環境，要維持這樣的榮景，答案似乎

也呼之欲出，中油公司面對趨勢，有著相同的問題。 

創新這東西很微妙，小到製程中一個步驟的改善，大到改變人類生活習慣，

觀察一下自己如果手機沒有在身邊，我們是否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沒有安全感？

然而，創新的過程常常會令我們不習慣，因為它常常需要我們跳脫舒適圈，

去面對相對不安全與不穩定的環境，加上我們的工作責任的壓力、還有總是

會遇到勞逸不均、升遷不平、長官不懂我的心、同仁不管我的事，這些都會

累積在心，造成心理的不平，甚而導致生理失衡影響健康，進而降低創新的

動能。此刻想起，在研究所工作期間，我一直從事菌種改良的研發與應用，

從細菌與酵母菌，領悟到一點點道理。如果我們一直給微生物非常好的生長

環境，那它的生理活性就相對減弱，只會進行繁殖。因此唯有我們面對不斷

的挑戰才會成長，如果我們環境變得非常優渥，也許就會失去成長的動力，

或者說失去發揮無限潛力機會。如同生技業界的菌種改良，不管你是用傳統

的突變技術或者用現代的基因工程，我們都知道成功的機率相當低，必須不

斷進行突變與改良，最後只有不到萬分之一的成功機率，但菌種改良卻是提

高產量使其達到經濟效益的必要且最基本的方法。 

人和組織也一樣，如果要有重大突破，就必須改變自我基因，這需要膽識與

嘗試去創新。 

面對趨勢，心的創新，我們是否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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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考察機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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