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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企業人才培育模式~豐田汽車為例  

TTQS 輔導顧問 柯振南 

前言: 

享譽國際的豐田汽車，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汽車生產公司，2012 年總共販售 973 萬輛車，

2013 年度預計生產可達 1010 萬輛汽車，是第一個達到年產量千萬台以上的車廠，然而能支撐

他成就背後的是什麼因素呢？答案很簡單就是『人』，它們擁有優秀的人才不斷地在為公司的

持續成長而努力貢獻。 

人員是豐田公司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從作業現場的每位團隊成員，到最資深的主管，豐田

的人員都是經過審慎挑選、訓練和栽培，才成為他們所擔任職務的最佳人才。透過他們的技能、

幹勁和精神的結合，才能打造出優異品質、高度可靠的豐田產品。 

 

豐田以人為本的經營哲學： 

筆著長期從事豐田式生產的輔導工作，對於豐田的企業文化-持續改善中來培育人才感受

特別深刻，因此整理出一些有關豐田對於人才育成的一些觀點來分享。 

1.豐田的成功不是神話，成功有其內在條件，也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經營體系，能夠將人的 

智慧、人的力量揮到淋漓盡致(人的智慧是無限的)。換句話說，豐田了解並強調「員工要

用腦工作」的重要。這是基於「以人為中心」、「尊重人性」的初衷。 

2.所謂尊重人性，就是員工心中有公司，公司心中有員工。豐田方式中的尊重人性是接受 

「個人原有能力」，並希望以其能力向伸手可及稍高一點的目標（衝刺目標）挑戰， 

由於挑戰上一層的目標，在不知不覺就能提升其能力。 

豐田生產方式的導師大野耐一，曾告訴豐田汽車社長張富士夫，「尊重人」與「尊重人性」 

的區別。「尊重人」就如同字面意義，是指對人的尊重。而「尊重人性」則是對於人所擁有 

的思維能力，給予最高程度的尊重。因此，要員工「聽命行事」稱不上尊重人性。如何給 

員工「思考的空間」，引導出「生產現場的智慧」才是關鍵。 

3.景氣好壞不是個人所能左右，頭腦不靈光則是要自己解決，不只是「去上班」，更要「帶著 

腦袋去上班」，運用智慧讓事情做得更好，隨時用腦面對自己的工作。所以說豐田的成功祕

訣在於使普通人才展現傑出績效。 

4.豐田公司的文化不僅為其員工提供薪資報酬，也為他們提供繼續教育和資歷發展規劃的機 

會；相對的，他們也期望員工能展現主動進取的精神，並願意擔任不同角色與職責。 

5.豐田哲理的徹底實踐認為，培育部屬可以模仿別人，但就是不能模仿自己。所謂模仿別人是

學習自己所沒有的對方優點，這是好事。所謂模仿自己的優點只是重複著同樣的事情，這是

沒有辦法進步的。要做得比現在更好的態度是相當重要的。 

6.豐田為打造學習型組織，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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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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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人才的培育普遍存在著以下的問題值得省思: 

1.自認為公司的人才濟濟，不需額外的來培訓員工或是認為只要針對員工不熟的地方加強訓練 

即可。 

2.知道欠缺人才但就是找不到好的人才，也不知從哪裡找到合適的人才。 

3.企業主認為人才很重要，也想要培育好人才，但不知如何著手養成。 

4.較有企圖心的企業主，對於員工的教育訓練很重視且支持，但卻沒有一套有系統的人才育成 

制度來培養人才。 

5.有些尋求速成的企業主，認為自己培育人才太慢了，倒不如從外面挖角。 

 

針對上述之問題筆者提出以下之淺見來加以探討: 

1.不可否認的企業內確實存在著很多的人才，但是在日新月異，求新求變的競爭環境中，原有 

的知識與技能，主管的思維模式等，可否應付市場需求是值得深思的。 

2.好人才的尋找確實不容易，建議在找人才時應該要事先思考需求的工作要具備那些職能與特 

質的人，職務說明書是否具體明確，人才也不一定要向外徵才，也要多注意公司內其他人 

員是否更適合。 

3.人才的培育是要以企業的經營發展為出發點來思考策略性的人才培養，然後有計畫地進行短 

中長期的育成計畫，除了策略性的需求外，也要針對部門績效及員工能力的落差進行分析， 

擬定培訓計畫。 

4.公司要有好的人才對於人力資源的選、育、用、留之機制都需要做全面性的建置，當然職訓 

局推動的 TTQS 也是一套教育訓練很有系統的制度，對於企業在人才育成上也有相當的助益 

，也是值得導入的制度。 

5.挖角對於企業而言乃司空見慣，也是快速取得當下急需求人才的方式，但也常發生挖角過來 

的人才難以融入公司文化而無法適應，無法充分發揮應有的實力，甚至很快的又另謀他就， 

所以長遠角度來思考公司的發展還是應好好規劃內部人才的育成計畫。 

 

企業在培養人才時有五種培訓之途徑提供給企業參考: 

1.教育(Education):改變一個人的思想與心態，這是比較紮根的方式，所以藉各種不同的場合 

主管不斷的提醒、講解及指導，言教及身教要兼備，塑造企業的良好文化。 

2.訓練(Training):改變一個人的行為與技巧(短期速效)，這通常是在欠缺某項技能時施以某 

種訓練讓員工能在很短的期間內達到這項能力，這個方式是目前企業最常看到的模式。 

3.發展(Development):改變一個人的未來思想及行為，當員工的能力已超出現有應具的水準與 

績效時，就要積極的規劃往更高的方向發展。 

4.學習(Learning):個人自發性的思想及行為之轉變，這是自主性的學習，公司需要提供良好 

的環境與資源使員工能有自我的學習。 

5.歷練(Empowerment):因工作上授權，從工作磨練中領悟智慧，員工透過實際的工作中去累積 

經驗，從不斷的問題解決與持續改善的過程中去歷練，使員工的能力能持續地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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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培訓之模式須因不同的需求來交互運用，以期能發揮最佳的效果，在過程中各層主管都

需要隨時的關注，尤其是在歷練的過程中不要怕出錯，盡可能相信您的部屬，讓他們去發揮其

智慧，可參考同豐田對於人才的育成模式。 

 

結論: 

人是企業的基石，社會的根基，企業經營者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能向下扎根的人才，

人才的培育是經營者與管理者的責任，培育部屬要根據應有之姿來判斷其所達成的水準，再對

其指導。 

而「豐田方式」是以人為本的系統，這也是日本式經營中的最優良部分。肯定每一個人，

讓員工自己去挑戰課題，讓他隨著其成長而喜悅。豐田汽車他之所以能屢創佳績，能在各種危

機之中轉危為安，再創巔峰，靠的不外乎是人才，因為人的腦力智慧是無法複製的，這也是豐

田讓其他企業無法複製的 DNA。 

期待著台灣的企業主也能體會到人才育成的重要而能身體力行好好的省思如何創造一個

養成人才的環境，讓公司的每位人員都是『人才』進而變成『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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