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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面面觀之二】           

 

重機社長大談遠景規劃及方針 

項目發展需有遠景但必須盈利 

大規模定制技術革新  做智能工廠承包商 
 

 

作 者 : 陸元華 (香港衣車協會名譽顧問) 

日本重機（JUKI）有限公司社長清原晃在公司內部“企業報告”刊物上

作回顧前瞻時表示，二十一世紀的跨國企業必須努力創造出有發展遠景及

市場優勢的潛力。並在此基礎上，發掘有盈利價值、可持續發展的前景。

重機將依照該思路，設計公司的遠景規劃和制定基本方針。 

他表示，敢於創新，不甘落後在重機全公司中已形成共識，讓充滿活

力的員工齊心協力去追求夢想，並成為能不斷創建出能應對變化多端的大

產業的企業。在三點方針上，一是構築可持續提高收益的產業結構；二是

培養可完成戰略任務的專業人才隊伍；三是構築智能的產業基礎。 

作為政策的主要取向，將實現提高客戶工廠整體生產效率的解決方

案，推進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別化銷售距離，「僅僅是單件設備是無法實

現差別化的。我們希望今後將以工廠診斷和諮詢會診的專有技術為基礎，

向客戶提供準確提案，幇助客戶提高整體生產效率。」清原晃如是說。 

「譬如在縫製設備領域，同時會銷售具有縫紉以外的貼片、列印、剪

裁等功能的非縫紉工序設備。在產業裝備方面，引進自動零部件倉庫

（ISM）、在搬運線上引進無人搬運車（AGV）等。針對在貼片生產線之外

花費工時的問題，提出省力、省人化建議，預計可提高整體生産力。同時，

創造環境讓客戶工廠的員工更易勞動。我們的目的是期待與客戶一起創建

“智能工廠”。」 

重機究竟是如何實現目標呢？他指出，在經營方面，大致可分兩種思

路，一是將單一領域徹底做大做強，另一種是對整體產品進行綜合規劃。

兩種構思各有千秋，重機瞄準的是後者。他表示，除了營業部門外，開發

和生產負責人也應該提高對產品工程和成套設備領域的綜合知識，為解決

方案提供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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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筆者的理解，重機未來在產品生產領域各工種、不同崗位，已不

容忍員工就解決方案上，對客戶 Say no，只能 Say yes。清原晃明白一個員

工要精通全部產品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只有通過跨部門之間進行溝通，

讓每個人共用專有知識並開展合作。迄今為止，在適應客戶對生產設備各

個領域的需要，重機是通過聯盟採購來滿足要求。 

他承認這種經營思想的轉變，是將「顧客第一」牢固地樹立起來。「不

是依靠各個單獨的產品，而是靠綜合實力接受客戶的要求。在整體設計的

基礎上，提出生產線整體裝置和系統建議，這就是重機未來業務的方向，

通過推進工作，加強與全球客戶關係，實現良性循環週期。」 

另一點是時刻牢記產品質量。希望做到“不愧為 JUKI”的贊譽。 

清原晃也談到對智能製造的看法。他特別提到“大規模生產”業務，

認為這股風氣來自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這種風氣與近幾年發

達國家消費者崇尚小批量、多品種的小規模生產風氣截然不同，前者甚至

有增多的趨勢。他表示， 重機面對消費者價值觀呈現多樣化，業務模式必

須轉變，在“大規模定制”上提供設備。 

由五人組成的重機刊物編輯部記者群問這位負責人，重機通過提高企

業價值的種種措施，將會發展成為怎麼樣的企業？他表示，沒有必要拘泥

於自我原則，希望通過靈活的合作，實現創新。另外，重機特別期待國際

員工大顯身手。目前，在區域分公司早已有一批美國、歐洲、印度、斯里

蘭卡的員工。為了順應這一動向，重機想進一步實踐適用職業發展規劃的

跨國輪崗人事制度，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半年，讓不同國籍人員在不同

環境中從事不同的業務，由此得到發展。 

他表示，通過觀察國際員工的工作方式，發現他們對獲取資訊非常渴

望，而且能很快將這些資訊用於業務上。對於這種速度，重機是感慨萬分，

希望通過與他們接觸，讓日本員工的工作方式，甚至重機的企業文化發生

改變。 

清原晃最後重機的未來規劃和企業價值概括為如下幾句帶有口號式的

用語：「強化產品競爭力」、「堅實的業務基礎」、「提高收益能力」、

「擴大增長的投資」，形成發展良性循環週期。【完】1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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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社長清原晃談公司遠景規劃和企業價值前景，充滿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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