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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多学者习惯用“看板管理”、“现场管理”、“准时化”、“无库存”等概念来说明TPS的特点和
价值，这样做实际上是将TPS 肢解为一系列的概念。
几十年来，不同国家的很多企业采用这种方法反复尝试导入TPS，却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究其原因，TPS更像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部汽车：将零件组合在一起可以让汽车开动起来，而将器官
组合起来却难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丰田公司总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不仅是在造车，更是在造人。
那么，造车的TPS和造人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活学活用丰田生产方式》作者站在“人们只有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的哲学高度，对TPS进行了新的系统性诠释，在将TPS的核心理念剥离出来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后，再将其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
这就使TPS超越了制造领域，成为一种人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如果你希望从总体上理解TPS，并准备将其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那么《活学活用丰田生产方式
》就正好适合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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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鹏，从20岁起开始关注并研究丰田公司，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
22岁时，作者从大学退学到日本学习日语，希望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丰田公司能够在人员工资高、土
地价格高、资源费用高等诸多不利条件下，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汽车。
多年来，作者一直从事TPS的研究与实践，并在数年中逐步完成了从人力资源管理、思维质量和实事
求是的角度对TPS的诠释。
作为能够直接与日本专家用日语进行交流的为数不多的TPS研究者，作者将TPS看成是一种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做成事”完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并借此最终认识自己、认识世
界。
这也就将其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使TPS超越了制造领域，成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指南。
作者著有《解决问题就是创造财富》、《卓越的工作方法，思考的工具》、《卓越的工作方法，思维
的指南》、《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管理者价值》（合著）、《做有贡献的人》等著作，并为多
家大型企业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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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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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中的所有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结构层面的问题”、“流程层面的问题”、“操作层面的问
题”。
　　操作层面的问题往往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这类提案的内容可以更多地集中在以下方面：左右手在配合工作的时候，到底应该用哪只手拿什么东
西，是等待加工的半成品，还是工具；设备和设备之间的距离到底应该是几米，才可以既满足加工操
作的空间要求，又能够使操作者少走一些路。
提出的问题应该详细到螺钉的粗细和长短、怎样进行改良才能缩短拧紧螺丝的操作时间等非常具体的
、能够指导接下来如何改进的程度。
　　流程层面的问题会比较复杂，往往体现在日常工作的各类矛盾中。
如果企业没有把握在短时间理顺这些矛盾，在最初阶段可以将这类提案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统计问题
和分类问题上，也就是说明什么时间产生了哪些矛盾，这些矛盾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比如，在因为交货期推迟所引发的矛盾中，有多少涉及计划，有多少涉及品质，有多少涉及设备，有
多少涉及原材料的品质，有多少涉及采购，等等。
　　结构层面的问题最复杂，其中绝大多数的隐患难以与日常工作具体对应。
因此建议企业在最初阶段要在表面上回避这类问题。
比如，管理者的能力和责任感的问题，从制度层面很难做出定量的评价，因此可以将其责任感拆分为
“能不能多提出一些问题”、“能不能努力保护下属提出问题的热情”等一些直接涉及提案制度的问
题。
当操作层面的问题和流程层面的问题有一些进展，企业也积累了一些评价经验之后，再设计具体的方
案触及“结构层面的问题”，这样做会比较稳妥和有效。
　　最大限度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　　当一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员工被发动起来，使得企业在很短的
时间里持续获得大量的提案时，才是提案制度真正面临挑战的时候。
此时的管理者是否有能力引导提案者提高提案质量，是否有能力及时处理这些提案，并努力完成具体
的落实工作，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不能处理和落实这些提案将会大大损害员工进一步提出合理化建议的热情，甚至使得提案制度的
第一阶段工作（也就是发动员工参与、培养员工思考）的效果功亏一篑。
　　企业可以出台一系列保护参与者积极性的措施，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针对管理者的培训——
只有他们的思考能力提高了，能够让更多的参与者从自己的提案中获益，也就是通过持续改善工作方
法，在改善企业效益的同时增加自己的收入，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保护参与者积极性的措施中，必须设计出保护骨干参与者积极性的措施！
只要还有骨干持续地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企业通过推进提案制度就会看到越来越大的希望。
在提案数量增加后　　企业每天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
因此在每一天的工作中，员工根据自己的理解所提出的建议，也将是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
　　作为管理者，如何进行快速阅读并找到症结所在，如何参与员工之间的讨论并将新方法落实到流
程和制度中去，就变成了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
如果处理得不好，甚至可能使管理者无法完成正常的日常工作。
　　这就是强调“提案的日常管理”的原因所在。
可以这样讲，从“提案的日常管理”中可以非常直接地体现出企业工作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出企业的
管理水平，体现出日常工作的规范程度，体现出管理者工作方法是否有效。
所有这一切内容，最终将归结于“标准作业”。
提案制度与标准作业的互动　　没有提案制度的成功，我们就无法想像标准作业会取得成功。
因为标准作业涉及企业工作的方方面面，内容多且杂，并需要在不断的变化中完成调整。
因此，没有绝大多数员工的参与，没有以贡献自己的智慧作为前提，持续推进标准作业的工作是不可
能成功的。
　　没有标准作业的成功，我们也无法想像提案制度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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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现场操作人员设计出更加科学的流程，很可能属于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如果要求他针对“如何缩短拧紧螺丝的操作时间”给出建议的话，很可能会得到答案。
因此，如果要让更多的员工针对自己熟悉的工作提出建议，推进标准作业的工作就是最佳的选择。
　　如何在提案制度与标准作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如何让这种互动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增加
提案的数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完善标准作业；在完善标准作业的过程中启发更多“更直接”和“更有
价值”的思考，就是管理者的责任所在。
什么是有价值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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