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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卡尔曼公司（KARUMAN），有好几位同事都曾在大野耐一先生的手下工作过。
一提到大野先生，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怖”。
在刚开始推行改善的时候，只要一听到“大野先生来了”，大家就会赶紧目不转晴地埋头工作，生怕
被大野先生抓到把柄。
不过，总是会有人运气不佳，被大野先生命令“站在圆圈里观察现场”、“拿着箱子在车间捡零件”
等，这些在后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现场的每个人都非常害怕这一幕的降临。
　　而且，对于当时像我一样的年轻员工来说，真的不知道大野先生的用意，更不敢当面询问，只能
遵命照做并绞尽脑汁地去思考解决的方法。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也只能如实汇报，不敢隐瞒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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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学家，更是一位善于培养和引导员工的
教育学家，本书作者长期追随他工作，根据其经历和体验，以大野先生平日里对员工的教导为主线，
将大野耐一最为看重的十个方面整理出十条训诫。
这是大野耐一给丰田员工的忠告，也是优秀企业的员工必须学习的行动准则。
　　大野耐一的十条训诫　　重视成本要从清除浪费开始　　一旦开始就要坚持到底　　在逆境中激
发潜能，贪图安逸只能让人日趋退步　　困难总会先人一步，每时每刻都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工作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用十二分的辛苦换取十分的成绩　　为了让下属心服口服，需要更长远的目
光和更坚韧的努力　　先接受任务，再去思考完成的方法　　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在失败中才能找
到真正的自信　　不要强化劳动，不要过度劳动　　客户投诉是企业成功的最好契机，不要抱怨，不
要逃避，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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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若松义人，1937年出生于日本宫城县。
进入丰田公司后，先后在生产、成本、销售等部门任职，并在大野耐一先生的帮助下开始“丰田生产
方式”的实践、改善和普及。
1984年开始在农业设备、住宅建设等各个领域推广丰田生产方式。
1991年就任韩国大宇汽车顾问。
1992年成立卡尔曼株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野耐一的十条训诫>>

书籍目录

前言第1条　首先，你就是成本，消除无用的浪费，否则没有提升 　浪费总会被习惯性地隐藏起来，
所以首先要避免在工作中有所隐藏 　重视微小的数字，重大的浪费就会呈现出来 　不要用过去的数
据预测未来，这只会让浪费继续下去 　效率是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忙碌并不等于高效 　生产产品
并不是目的，工作是要生产必要的产品 第2条　一旦开始就不要放弃，半途而废会助长惰性 　不要自
以为改善已经完成，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避免应急处理，应急只是一种暂时的敷衍 　“竭尽全力
”而不是“尽力而为”　满意但不满足，自信但不自大 第3条　给他磨炼，以识别人的能力高下　通
过少量投入实现大量增产，这就是丰田快速成长的秘诀　工作要由“是否必要”来决定，而不是“是
否可能”　绝不事先告诉答案，要让员工积极地思考　在压力下培养员工，通过控制成本去完成改善
　改变员工的生产观念，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第4条　要意识到竞争对手比你优秀　透过表
面看问题，抓住改善的时机　一切问题都要在现场解决，一切问题都要立刻解决　不要把问题留到明
天，尽力在今天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微小的累积铸就了伟大的业绩第5条　工作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用十二分的辛苦去换取十分的成绩　不要因为“完成”而停止，工作就是　要不断追求更好　在工
作中添加自己的智慧　错误的工作方式只会增强劳动强度　培养下属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6
条　为了让下属心服口服，需要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坚韧的努力　将合适的人才放置在合适的职位上　
改善需要亲力亲为，这样才会得到下属的拥护　在命令别人之前先尝试着自己动手　大汗淋漓的工作
状态只是欠缺智慧的表现第7条　先接受任务，再去思考完成的方法　坚信“一定能够完成”，其他
的想法只会变成工作的阻碍　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智慧，关键是怎样激发和运用　不要像评论家一样
品头论足，这样的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通过改善改变表面忙碌的状态第8条　失败是成功之母，
只有在失败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自信　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会帮你赢得更好的结果　不要因为失败而放
弃，要在“不想失败”的过程中积极地想办法　上司的命令只会让下属变得惟命是从　揭穿数字的骗
局，从根本上掌控生产现场第9条　不要强化劳动，不要过度劳动　平均值不是最佳的选择，最短的
时间才是最有效的动作　失败的经验需要改善，成功的经验也需要改善　将目标不断提高，将起点不
断降低　利润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不能一切都由利润决定第10条　客户投诉是成功的呼声，不要抱
怨，不要逃避，深人思考，积极应对　在改变别人之前先改变自己　困难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能够完成”的信心与“无法完成”的失意具有同样的力量　组建优秀的团队，并随时做好
改善的准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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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条首先，你就是成本，消除无用的浪费，否则没有提升　　浪费总会被习惯性地隐藏起来，
所以首先要避免在工作中有所隐藏　　不要隐藏劣质产品　　大野耐一先生被称为丰田生产方式（以
下简称丰田方式）的始祖。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甚至有些可怕。
虽然这样形容可能不太恰当，不过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创业者所独有的那种韧性和严谨。
　　丰田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去除浪费。
浪费有许多种，不管是成本、质量、库存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劣质产品或者故障状况），都算是浪
费。
　　在最早开始实践丰田方式的20世纪50年代，大野先生就提出：“要将劣质产品放在所有人都能够
看得见的地方。
”　　当时，如果出现了劣质产品，生产现场的人会习惯性地把它们藏起来。
由于“出现劣质产品就等于技术不过硬”这样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怎样强调不要隐藏劣质
产品，大家也不愿意去照做。
　　有一天，大野先生到工厂里来视察。
大家赶紧互相转告：“可怕的人来了！
”然后就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
大野先生满脸严肃地在生产线中巡视。
不知他看见了什么，突然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
”声音如此之大，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吓了一跳。
　　生产线长赶紧跑过来，大野先生指着藏在角落里的半成品（生产到一半的产品）开始大声训斥：
　　“这些难道不是劣质产品吗！
为什么要藏起来！
我说过多少次，一旦出现劣质产品，立刻停止生产，把它放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通道里，为什么不照
做！
”　　无论生产线长怎么解释，大野先生都好像完全没听到。
不知道他哪里冒出那么大力气，突然把那些半成品拽起来，扔到了通道上。
那位生产线长的运气真的很差，又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最后，大野先生再次强调“不要隐藏劣质产品，要把它们放在通道中，让所有人都看见”，这才愤愤
地转身离去。
　　可怜的生产线长面对着这些半成品傻傻地愣了半天，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丰田公司早已实现了故障的可视化，可是在当时，让现场的人接受这个理念却非常难。
不过，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大野先生仍然能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这种做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随后再处理”的思想很容易造成浪费　　大野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地强调将劣质产品放在每
个人都可以看见的地方呢？
　　在出现劣质产品的时候，人们的想法一般都是“随后再处理”，然后习惯性地把它们藏在角落里
。
可是，生产线和流水作业仍然在继续，并没有人发觉故障的出现。
不知不觉中，由于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措施，同样的问题就在不停地产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随后再处理并不会减少浪费。
到了第二天，即使发现了故障，立刻开始思考解决的对策，也已经让浪费持续了一天的时间。
　　所以，大野先生强调，一定要将劣质产品放在所有人都能够看见的地方，大家共同探讨为什么会
出现问题，寻找导致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不是表面的原因，而是内在的根本原因）。
然后，再共同去思考不让同样问题再次出现的改善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一旦在装配作业中发现了劣质产品，就要立刻停止生产线，将劣质产品拿到所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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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家一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故障”、“怎样解决会更好”等问题，这样就轻松地实现了改善
。
用大野先生的话说就是，“如果一个公司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它还有可能不强大起来吗！
”　　其实，在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怎样推进改善，还是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
就拿生产现场来说，工人的熟练程度会有所差异，即使非常熟练的工人也会因为身体不适或心情不佳
而出现错误。
此外，机器本身也可能因为没有按时保养而出现故障，提供零件的供应商也可能会送来质量不好的零
件⋯⋯　　所以，如果用百分数的形式来表示检查所有的产品，合格率通常只有97％～98％，几乎任
何生产线都是这个数字，剩余的2％～3％就需要重新生产。
　　在现实工作中更是如此，即使最高水平的工厂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有很多人半开玩笑地说：“要想没有劣质产品，只能是不生产。
”一定程度的不合格率很正常，大多数人都认为，“合格率100％、不合格率为零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
说梦。
”　　可是，大野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将所有人都因为“不可能实现”而放弃的事情通过
坚韧地努力去变成现实。
为了实现不合格率为零的想法，他提出了两个需要彻底执行的方案。
　　1.可视化　　在出现劣质产品的时候，要立刻停止生产线，将劣质产品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2.反复提问五次为什么　　只有彻底地追问为什么会出现不合格产品，才能够在根本上加以改善
。
　　特别要提到的是可视化。
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丰田公司的基本工作理念，可是在当时，它的推行却没那么容易。
在去除浪费之前，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劣质产品=失败=自己的责任”，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
所以，人们往往会将失败隐藏起来，随后再处理。
　　可是，这种“随后再处理”的做法却不会改变任何失败或浪费。
为此，大野先生首先在人们头脑中灌输“失败是一种公共财富”、“失败是去除浪费的最好机会”等
思想，然后再逐渐培养大家的成本意识。
　　重视微小的数字，重大的浪费就会呈现出来　　如果是现金会怎么样　　“喂，拿着那个箱子跟
我来！
”　　在生产现场监督改善的新员工A，突然被大野先生这样叫了一声。
这时，大野先生已经开始快速地向前走，所以A赶紧拿起木箱子跟了过去。
一般情况下，可能谁都会问一声“这是要去哪里”，可是，在严厉的大野先生面前，没有人敢这么做
。
　　大野先生一边巡视生产线一边往前走。
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害怕，低头默默地工作，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A一脸无辜地拿着箱子跟在后面，感觉非常滑稽，不过，没人敢笑出来。
　　更没人敢问：“A，你在做什么？
”他也只能默默地跟在后面。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才巡视了一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这时，大野先生终于开口说话了。
　　“A，你没有看见生产线旁边散落的零件吗？
”　　“看见了。
”　　“那为什么不把它们捡起来？
”　　“您只是说让我跟在后面，并没说要把它们捡起来⋯⋯”　　“赶快再去走一圈，把零件全都
捡起来！
”　　于是，A又拿着箱子回到生产线，心想：“不就是捡零件，刚才告诉我不就完了嘛？
”可是嘴上却不敢说出来。
一会儿时间，A就把零件全都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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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有工人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大野先生的命令”，大家也只能同情
地说：“那加油啊！
”　　回到大野先生面前，A小声地说：“已经捡好了。
”大野先生从中拿起一个零件放在手里，又问道：“知道这个零件多少钱吗？
”A那时只是一个刚刚加入丰田的新员工，对于零件的价钱几乎是全然不知，所以只能红着脸说：“
不知道。
”　　“我现在把箱子里零件的价格告诉你，你来算算一共有多少钱。
”　　A赶紧拿起算盘（那时还没有计算器）。
听到大野先生把数十种零件的价格一一说出来，甚至精确到几角几分的程度，A真是感到非常敬佩。
　　然而，计算的结果更是让他瞠目结舌。
这些看来不起眼的螺丝、按钮等零件，想着应该没有多少钱，可是全部加起来，竟然是个很庞大的数
字。
　　“怎么样，仅是散落在生产线的这些零件就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吧。
”　　“确实感到非常吃惊。
”　　“因为它们都是小的零件，所以没有人会去注意。
如果是现金会怎么样？
会捡起来吗？
如果是算盘上显示的这个金额，恐怕每个人都会抢着去捡吧。
”　　不用再多说，这次经历对于A来说一定终身难忘。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自己也曾被大野先生以这种方式教导过。
　　用可视化带动成本的缩减　　在丰田方式中，不会出现“生产某款产品需要多少资金”这种空洞
的说法。
材料费当然要计算在内，生产时的电费、零件及产品的仓储费等也都是决定成本的“基础项目”。
所以，改善需要从这些基础项目开始进行。
　　在人们的成本意识普遍不是很强的当时，大野先生就详细地记得每个零件的单价。
而且，经常会像前面例子中那样去培养员工的成本意识。
　　人类似乎都更看重现金。
如果知道了自己手中的每个零件的成本，那么自然就会更加重视，也会更仔细地思考“如何降低成本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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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野耐一给丰田员工的教导与忠告，优秀员工的行动准则。
　　低成本 零缺陷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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