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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BA_E4_BA_BA_E7_c123_394317.htm 什么是日本的企业

管理？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普通，实则涉及一个具有丰富内涵

和具体做法的浩大体系。 我没有办法给出完整的答案，但却

能将自己在日本企业工作的点点滴滴讲述出来。让读者体会

到我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直观感受。 这次回国，同一些企业界

的朋友见面交流。他们都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王

先生的角度看，什么是日本的企业管理？是丰田模式，还是

松下理论⋯⋯” 面对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我这个在日

本工作12年的企业老员工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好将自

己在日本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讲给他们听。没想到，朋友们却

感到意外的惊喜，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日本

企业管理’。” 点滴之一：对时间的思考方法 我最早去的日

本企业是一家有150个社员的公司，平均年营业额在3.5亿元人

民币左右。社长由于非常喜欢喝啤酒和听中国的趣事，经常

下班后约我喝酒、聊天。有一天，我喝得“半醉”，问他：

“你知道我们办公室的人每天都希望你干什么？”社长立即

答道：“我清楚得很，希望我早下班，你们好溜！”真是一

语中的。 下班时间滞后思考原则 下班时间滞后思考原则：在

办公室，下级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在生产现场，上司随时处

于保障状态。 在日本企业中，办公室工作的员工，职务越低

，下班时间就越晚。因为下级必须随时准备回答上司提出的

问题，随时为上司提供所需要的材料，随时执行上司的每一

个命令。 只有当上司离开公司之后，下级才会有自己的时间



，才能整理属于自己的内容。在日本，员工们都会意识到：

从社长到职员，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工作，每一个下级的工

作只是上司工作中的一部分，只有优先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才能保证上司工作的完成。 大家不仅要问，难道下级就不

能比上司早下班吗？不是的，下级同样可以在上司之前下班

，只要你在下班前同上司打声招呼，告诉他“我有事要先走

，什么资料放在什么地方，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找谁”等，

就行了。不仅如此，上司在下班之前，也要同下级打招呼：

“我要下班了，你们还有没有让我急着办的事？”这种每天

都相互通气和相互关照的企业风气，奠定了日本企业严格管

理的基础。 而生产现场下班的时间顺序与办公室下班的时间

顺序恰恰相反：职务越高，下班时间就越晚。这是因为，无

论多么优秀的决策人和上司，一旦签订了契约，接下来最重

要的是在交货期内生产出满足客户要求的优质产品。这些产

品的真正生产者是员工。而且，无论多么优秀的员工，不仅

无法独自完成某一个复杂完整的产品，还会遇到很多意想不

到的问题。必须要上司大量的协作和协调来保障员工的操作

。如果上司先于员工离开现场，当天的任务就有可能完不成

。 举个例子：日本企业（株）要完成一个控制箱的面板装配

工作。工作单上这样写到： 工作内容：控制箱面板50个。 工

作时间：7.5个小时（上午完成，下午完成）。 完成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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