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nasonic集團之經營基本方針 

 

序言 

 

Panasonic 集團在推動所有企業活動過程中，始終遵循創業者松下幸之助創

建之經營理念。並透過與客戶、事業合作夥伴及股東共享作為經營理念根基的「綱

領、信條、七大精神」，承諾在經營理念指導下展開活動，社會大眾亦由此得以驗

證 Panasonic 是否真正做到言出必行。 

 

為徹底實現自主責任經營，此次我們將轉變為新的「事業公司制」。綱領中所

提倡之「圖謀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以期貢獻世界文化生活的進展」，即我們的

事業目的——「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實踐之根本正是「經營基本方針」。如今，

結合當前社會局勢及事業環境，時隔 60 年我們再次對該方針進行了大幅修訂。 

 

人人皆可最大限度發揮自身技能、思考出自身應有之理想狀態、相互之間知無

不言、集思廣益從而迅速做出優質決策、堅持改進絕不鬆懈，透過以上這些努力，

為客戶、社會做出不遜色於他人之貢獻。同時始終客觀真實地看待當前狀況，倘若

方向與社會現狀不符，或另有良策，則應毫不猶豫地選擇更好的道路。本次修訂正

是為了再次加深這些原本根植於大家心中的基本理念與行動方針。 

 

我們在此與各位共享經營基本方針，亦鄭重承諾將切實踐行。讓 Panasonic 每

一位員工皆無愧於社會監督，與各位「物心一如」，攜手共創物質與精神均充裕之

理想社會，舉 Panasonic 集團全力，勇往前行。 

 

集團 CEO 楠見雄規 

2021 年 10 月 1 日 

 

  



 

1. 企業使命 

 

企業為何存在？我們的創業者松下幸之助認為，滿足人們「希望生活得更

好」的心願，即為企業職責與使命之所在。 

 

即以適當價格，穩定提供人們生活所需之優質商品與服務，為社會發展做出貢

獻，此為企業天生之使命。同時，秉承上述使命之企業主不應侷限於企業本身，還

需將自身視為社會之一部分，並將此表述為「企業是社會的公器」。 

 

倘若將企業視為「社會的公器」，則作為企業活動所需之經營資源——人才、

資金、土地、物資等皆源自社會。既然是使用源自於社會之資源開展活動，則企業

須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資源，並從該活動中創造積極效益，為社會做出貢獻。 

 

一般而言，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Panasonic集團將利潤視為「向社會

做出貢獻而獲得之報酬，是社會給予的回饋」。換言之，我們須認識到，對社會

之貢獻度與利潤成正比，相反，不產生利潤則反映企業未履行社會責任，或履行

社會責任之能力不足，須立即改革之。 

 

此外，企業於開展經營活動之際，會與顧客、事業合作夥伴、股東、社會等眾

多相關者保持各種形式之關係。作為「社會的公器」之企業，倘若以犧牲上述相關

者之利益以私圖發展，則不被社會認可，唯與所有相關者共同發展，才是企業長期

發展之唯一道路。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關鍵在於員工。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倘若每個人僅

死守或僅精通自己分內工作，則無法不斷為社會創造正面效益，亦無法履行企業之

社會責任。企業每一位員工每天努力將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此方能提高人們的

生活品質，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 

 

2. Panasonic 集團的使命與現在應做之事 



 

創業者不斷思考事業的真正使命，並於 1932年5月5日召集當時的全部店員，

正式宣佈了公司使命。在 Panasonic集團歷史上稱之為「創業命知」，取其「知曉了

真正使命」之意。 

 

創業者曾說：「我們產業人的使命就是消除貧困、創造富裕，唯有如此企業

方能繁榮發展」，就像當時日本的水道水（即自來水）流進千家萬戶一樣，他呼

籲儘可能降低物資價格，即希望透過「物資的無盡產出」以消除貧困。 

 

但該「水道哲學」理念中所蘊含的創業者的真正用意，體現於其所要實現的

下述話語之中：「人類的幸福依託於物質與精神兩方面之富足，並隨之持續提升。

唯有精神安寧，物資供應充足，人類方能獲得長久幸福。」 

 

為達成該使命，創業者提出了「250 年計畫」，以 25 年為一個階段，透過十

個階段建設「樂土」即建設「理想社會」之目標。同時指出 250 年計畫不會隨著

第一個 250 年的到來而終結，而是即便面向下一個 250 年仍將為了實現更為崇高

之理想，以符合那個時代理想之方式，不斷向前邁進。 

 

「水道哲學」約於90年前提出，但「以實現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幸福」為目

標之理念，即便在現代看來亦毫不落伍。 

 

實際上，以已開發國家為中心，社會在物質層面基本已實現極大富足。但考

慮到近年來迅速惡化的環境問題、能源枯竭問題，我們的子孫乃至下一代能否繼

續過上現在這樣的富足生活，這樣的不安仍困擾著我們。 

 

迄今為止，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我們一直以提供物資為主展開各項活動，

仍須認識到距離「理想社會」目標還非常遙遠。但走過的路無法重來，我們須立



足此時此刻再次描畫「物心一如」——即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充裕的「理想社會」

願景，並為實現這一目標而不斷向前邁進。 

 

為實現「理想社會」之目標，要求我們須始終面對社會課題，為解決課題做

出貢獻。其中，21世紀最亟待解決的就是地球環境問題。 

 

Panasonic集團於1991年於全球率先制定環境憲章，長期向該課題發起

挑戰。今後，我們將力爭成為解決環境問題領域的龍頭企業，例如透過商品、

服務減輕環境負荷，或降低生產活動過程中的能源消耗量，從各個角度積極採

取各種措施。 

 

3. 綱領 

 

Panasonic 集團之事業目的與使命源於「創業命知」的思想，而綱領是該思想

的體現。綱領作為所有經營活動的指針，在決定公司發展方向上是最基本的根基。 

 

貫徹為產業人的本分 圖謀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 以期貢獻世界文化生活

的進展 

 

此話意為「我們作為企業人，須擁有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之意識，並堅持

踐行該使命」。 

 

我們的目標是向社會提供最優質的商品與服務，以此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

活水準，並在世界各國構築更高的文明社會，為此我們須每天不停努力進步。 

 

4. 信條與七大精神 

 

身為 Panasonic 集團員工，展現我們在踐行日常業務時的態度是「信條」與

「我們應遵奉的精神（七大精神）」。 



 

・信條：向上發展，如非得到大家的同心協力，殊難實現 大家要以至誠為旨，團

結一致，服務為上。 

 

為了透過事業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首先全體員工須精誠合作，齊心協力地

認真對待每天的工作，此為前提條件。各組織機構均應懷有遠大目標，成員須深

刻理解其目標意義，並基於成員之間的信任展開團隊協作，從而達成組織機構之

目標，最終實現社會發展。 

 

・產業報國的精神：產業報國為本公司綱領的基本，我等產業人應以此精神為首。 

 

我們的使命是為了實現「理想社會」，透過事業，為世界各國的繁榮發展及

與地球環境和諧共存做出貢獻。我們須長期擁有這種意識，實現勝人一籌的品

質、成本、服務，著手開展日常業務。 

 

・光明正大的精神：光明正大乃為人處事之本，無論如何才學兼備，捨此精神則不

足為範 

 

我們理應遵守社會規範及秩序，同時亦須不偏不倚，不懷私心，堂堂正正開

展活動。重要的是始終貫徹誠實公平的行動。即便擁有豐富知識或出色才能，若

無上述理念，則無資格成為Panasonic集團之一員。 

 

・和衷共濟的精神：和衷共濟為本公司所標榜的宗旨，無論薈萃了如何優秀的人才，

倘若欠缺此精神則僅為一群毫無力量的烏合之眾。 

 

我們須集中每個人的力量，提高團隊協作品質，從而創造出更大成果。重要

的是運用多種意見、多樣個性，齊心協力。倘若無法做到這一點，無論薈萃了多

麼優秀的人才，亦無法發揮整體實力。 

 



・力爭向上的精神：為實現吾輩之使命，奮鬥是唯一之真諦，捨此精神無法贏得真

正的和平與進步。 

 

為達成使命，我們須盡最大努力，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無論在何崗位工作，

皆認真學習、思考，並抱持強烈熱情，努力實踐，即可激發新創意，進而獲得進

步提升。 

 

・禮節謙讓的精神：為人倘禮儀紊亂，缺少謙讓之心，則社會秩序難以維持正常。

唯有正確的禮儀和謙讓的道德，才會進化社會的情操，潤澤人生。 

 

我們需尊重禮儀，抱持謙虛態度開展工作。重要的是在日常工作中始終尊

重對方，對任何人均懷有敬意，警惕自命不凡的行為，並嚴格反省自己。 

 

・遵循法則的精神：進步與發展應順其自然法則。因此，如不順應社會的發展趨勢，

執著於人為的偏執態度，絕對無望取得成功。 

 

我們須準確把握並不斷適應社會的變化與進步。為此，重要的是不能僅看到

事物的一面，而應抓住背後的邏輯與本質。 

 

我們不能被私心所蒙蔽或鑽牛角尖，需客觀認知和面對事物本質。此外，為適

應日新月異的社會，我們須以堅強意志，努力進步，毫不懈怠。 

 

・造福社會的精神：服務奉獻的心願，能賜予吾人無限的喜悅與活力，心懷這一心

願則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迎接真正的福祉。 

 

我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由同事、眾多相關者、家人及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維繫

而成。重要的是需一直懷有「感恩」之心去回報所得到的支援和幫助。 

 

我們抱著相互感謝、回饋「恩情」之心來發展社會，可為我們帶來無限的喜



悅及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力量和勇氣。 

 

5. Panasonic 集團之「經營基本方針」 

 

Panasonic 集團將以綱領、信條、七大精神為核心，包括實踐理念在內，定義

為「經營基本方針」。原會長高橋荒太郎作為創業者的左右手，從戰前到戰後的復

興期、擴大發展期，在實務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援。他就經營基本方針之實踐，做出

過如下表述： 

 

在殘酷的競爭中，只要出色地完成不遜色於任何人的工作，所從事的工作讓

消費者滿意，就一定會得到回報。未獲得回報，即為工作未做到位之證據，須徹

底改正、尋求解決。 

 

我們的目標並非追求利潤，亦非將公司做大，而是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讓所

有消費者精心挑選後最終選擇我們的產品。只要我們的工作能夠讓人們的生活變

得幸福，改善並提高生活品質，對文明有所促進，就一定能獲得回報。 

 

倘若未獲得回報，說明我們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如此思考方可催生各項改

革。若一味強調「是行業的錯」「都是因為競爭對手肆意傾銷，才導致市場混亂」，

將責任推給別人，那就是錯誤的經營方式。 

 

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我們以「理想社會」為目標，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因

此須確保自己的工作在品質、成本、服務方面不遜色於任何人。為了讓客戶願意

選擇我們的產品，為了自身的進步，我們須堅持不懈地進行改革、改善。 

 

倘若產品賣不出去，就無法透過產品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企業亦無法履行

應承擔之社會責任。在此種情況下，不能單純採取降價促銷等手段。重要的是首

先須在此之前努力優化成本、提高品質性能或完善服務。 



 

即我們須按照經營基本方針開展工作，同時亦不能放任成本高漲、品質性能低

劣，我們須努力優化成本、改善品質性能。 

 

當然成本優化或品質性能改善並非易事，但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嚴格遵循經

營基本方針，貫徹實踐，即可從中激發創意，在正確道路上不懈地努力並不斷進

步。 

 

此外，無論事業規模如何擴大、組織機構如何龐大，我們均需認識到，我們

事業的原點與個體經營無異，有客戶才有業務這一本質是相同的。 

 

1935年，在松下電器轉變為株式會社形式時制定的「內部基本規章」中，寫有

如下條款： 

 

無論松下電器未來發展規模如何壯大，均應時刻謹記自身只是一介商人之觀念，

須自覺完成員工或幹部本分之事，秉持誠實謙讓原則來處理業務。 

 

創業者舉出了以下3個作為「一介商人」之具體條件： 

・瞭解商業的意義 

・讀懂客戶心理 

・比他人更謙遜自省 

 

我們須清楚瞭解自身業務的存在意義，對於客戶的想法，應有異於常人之敏

感度，同時不忘謙虛感恩，這些是每位員工均應抱持之態度。 

 

6. 經營基本方針之實踐 

 

經營基本方針需身體力行後方能掌握。原會長高橋荒太郎曾說：「這些內容



就算記在腦子裡，亦無任何用處。為了將其變成雷打不動的『準則』，重要的是

須親身實踐後形成身體記憶」，他本人亦曾幫助多家集團企業完成了重建和發

展。 

 

下面為大家介紹在經營基本方針的實踐過程中，須作為前提加以理解的要

點： 

 

（１）描繪出「應該實現的未來」，追求本質上的客戶價值 

 

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物質與精神均充裕的「理想社會」。在各個事業中皆是相

同的，我們須分別描繪各個事業的理想未來，並為了實現目標而向前邁進。 

 

此處所說的理想未來並非是現狀的延伸，亦非僅站在自身角度思考。未來人們

的生活、社會、地球環境應呈現出何種狀態？需呈現出何種狀態，才能讓我們的子

孫後代在物質精神兩方面均過上比現在更為幸福之生活？我們須以人為本，描繪

出應該實現的未來願景。 

 

站在上述角度往前回溯，自己的事業應該起到何種作用？自己的事業應該

進行何種變革方能發揮無可比擬之作用？應採取何種手段提高競爭力？我們需

認真思考上述問題，並貫徹實踐。 

 

透過自身事業的具體商品、服務來實現理想未來，需要我們追求本質上的客

戶價值。本質上的客戶價值並非過度追求性能和品質。此外，亦並非完全按照客

戶所說的予以實現。我們需真正地接近客戶，看到客戶的困擾和課題的本質並預

估客戶的未來，實現真正對客戶有用的內容。 

 

我們須認真聽取現在的客戶心聲，站在客戶立場上，進一步對商品進行改

良。另一方面，所謂「真正貼近客戶」是指為客戶認真設想未來生活，甚至考慮



到變革社會，以此為目標，我們須為了客戶勇敢發起挑戰。 

 

在Panasonic集團有許多根據該理念發展起來的事業。比如馬達事業。創業

者在20世紀30年代，設想了今後每個家庭平均使用10台馬達的日子必將到來，

由此開啟了馬達事業。此外在同一時期，為實現「讓人們更方便地獲得資訊」，

還提出了以原來價格的半價為千家萬戶提供收音機的目標，成功將成本削減了一

半。 

 

實現未來之路道阻且長。實際上，從零開始的馬達事業一開始業績蕭條，甚

至公司內部出現了「應該關閉工廠」的聲音。 

 

但原會長高橋荒太郎向事業部的全體員工表示，必須貫徹實現毫不遜色的品

質、成本、服務這一經營基本方針，生產、技術、業務等各部門員工皆紛紛予以回

應，竭盡全力不斷改善，最終迎來了產品供不應求的景氣週期。達成如此盛況雖歷

經 20 年，但馬達事業的發展為之後的家電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上所述，我們須在各個事業描繪出應該實現的未來願景，追求本質上的

客戶價值。 

 

(２)「社會正義」與「共存共榮」之實踐 

 

既然我們是從社會獲取經營資源來開展事業，那麼就必須為了社會，正確運

營這些資源，同時亦需對相關者承擔起全部責任。 

 

除不違反法律、違背社會道德外，還需經常思考「為了社會，什麼才是正確

的」，學習正確知識並付諸實踐。創業者使用「社會正義」這個詞彙來說明其重

要性。將守護員工身心健康作為大前提，堅持不懈地實踐「社會正義」，為社會、

行業、合作夥伴的真正發展做出貢獻。 



 

此外，我們在開展事業時，與我們擁有特別密切關聯的——如為我們提供

原料、委託工作的共榮夥伴公司、外包公司、承包商及銷售商品的經銷商及代理

商等，在這些關係上，均須以共同繁榮發展為目標並付諸實踐。 

 

作為以社會發展為目標的志同道合之士，須與這些相關者進行真誠的意見

交流，促進相互理解，在商品、技術、工作改善等方面相互啟發。如此，在各方

均擁有自主性之基礎上，相互協作，相互提高，發揮綜合實力，從而為社會做出

巨大貢獻。這就是Panasonic集團的「共存共榮」的基本理念。 

 

(３)杜絕浪費、停滯、返工 

 

根據「1.企業使命」所述之我們對利潤的理念，赤字必須被視作一種「罪惡」。

但即便是能夠創造出高額利潤的事業，倘若該事業存在大量浪費及停滯現象，則

表示原本可創造出更大利潤，卻選擇了安於現狀。從無法創造利潤來回饋員工、

股東、社會，無法為更多客戶及未來社會做出貢獻這一角度來看，亦是一種「罪

惡」。 

 

如此一來，赤字當然是一種罪惡，而在事業中出現浪費、停滯、返工現象

本身亦是一種「罪惡」。無論一個人的工作多麼微不足道，亦是為了社會的人

們而存在，皆可促進社會發展。 

 

如此思考會發現我們的事業活動本不該出現任何浪費，每個人皆應在每天

的工作中注意一點一滴一分一秒的浪費情況，並努力推動改善，杜絕浪費。因

此，即便是處理一顆螺絲、一張紙，我們亦要理解該工作會促進社會發展，努

力將工作做得最好。 

 



當然，工作的推動方式會與時俱進，但無論哪個時代，均須透過徹底杜絕浪

費、停滯、返工現象，提高工作與事業之效率，加強現場競爭力，為社會做出貢

獻。 

 

(４)應對社會變化 

 

社會日新月異，變化速度亦在逐年加快。在這樣的變化中，既有衰退、消失

的事物，亦有新誕生的事物，就整體來看，可以說社會在不斷發展、進步。 

 

此外，最近亦相繼湧現出諸如地球環境問題等與發展背道而馳的社會課題。但

倘若我們直面課題，努力加以解決，以更好的應對措施、全新的發展道路為目標，

則可以說我們的社會是每天在變化且不斷發展的。即創業者所說的「世間萬物皆在

『生成發展』的原理下運作」。 

 

為實現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充裕的「理想社會」，我們應立足各個事業，描繪

各自應該實現的願景，展望客戶的未來，以為客戶提供真正有用的商品和服務為

目標。在此背景下，我們須勇敢直面變化，其中既可能充滿機遇，亦可能遍佈荊

棘。 

 

面對這些變化和徵兆，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發生的表像，首先應該如實客觀地

掌握真相，從正面交鋒，並在此基礎上抓住背後的大趨勢。此外，為了應對變化，

即便是迄今為止非常有用的方法，有時亦不得不考慮放棄。 

 

在應該放棄時鼓起勇氣放棄，每天皆以「日日新」的嶄新心情、嶄新方式

度過。我們要保持如此心境，關注社會變化，以恒久熱情不斷發起挑戰。 

 

7. 顧客至上 

 



所有事業皆是由客戶選擇商品或服務後購買來完成的。因此無論是售罄的

商品，還是與客戶訂定契約分期付款的服務均相同。 

 

因此，面對如此重要的客戶，我們須設身處地為客戶著想，誠心誠意服務，

倘若遇到突發情況，靈活妥善應對，這在商業中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只有比其他人更切實地實踐這種思想，方能獲得客戶信賴，讓客戶選擇我們

的產品。此外，「選擇了Panasonic真是太好了」這樣的客戶良好口碑得以傳播，

我們的事業才能得到成長與發展。 

 

創業者在商業心態方面還留下了許多警句，其中關於「顧客至上」的理

念，進行了如下表述： 

 

・能為客戶帶來喜悅的產品才有存在價值 

向客戶銷售商品，不僅要讓客戶理解商品價值，還需讓客戶感到喜悅和安

心。這種喜悅具有巨大價值。因此須認真思考表達方式和服務。此外，透過這樣

的工作，我們亦能獲得利潤以外的喜悅。 

 

・成為客戶的掌櫃 

在商場上，充分理解所經營之商品，滿懷信心地銷售固然很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我們應時常記得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即把自己當成客戶的掌櫃對商品

進行仔細斟酌。將自己當作客戶的掌櫃，就很容易覺察到客戶現在需要什麼、

需要何種程度的商品及需求度如何，如此方能反觀商品本身進而更方便為客戶

考慮，為客戶造福。 

 

*掌櫃：在商店負責人（員工）中總管業務、會計等店內所有事務的人。 

 



・發展源自一顆重視客戶之心 

竭盡全力製造的商品獲得客戶稱讚而獲得的喜悅，比客戶購買商品獲得的

喜悅更大。重要的是無論公司變得如何龐大，每位員工均需謙虛聽取客戶要求。

唯有如此方能獲得客戶更多支持，並不斷向外傳播，從而推動公司發展。 

 

・敷衍客戶的公司終將倒閉 

假設有兩家價格相同的烏龍麵店，一家待客熱情，一家敷衍了事，最終人們

都會去光顧待客熱情的那家烏龍麵店。無論松下電器變得多麼龐大，其真實的

態度應與待客熱情的烏龍麵店相同。倘若僅重視人數和銷售額，人們容易安於

現狀掉以輕心，且倘若企業發展至敷衍客戶的地步，最終這家公司一定會失敗。 

 

無論公司變得多麼龐大，組織機構變得多麼複雜，我們每個人均須抱有重

視客戶的態度，全力以赴開展每天的工作。此外，倘若各個事業均處於停滯不

前狀態，說明重視客戶的理念並未推動事業發展，一定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導致無法獲得客戶的全面信任，我們必須查明原因，並迅速予以改正。 

 

8. 自主責任經營 

 

在Panasonic集團，經營並非經營者個人的事情。我們每位員工在開展工

作時，均須將自身視為自己工作的負責人與經營者，按照公司方針，負起責任

進行自主經營，這是自主責任經營的基本理念。 

 

在所有的組織機構中，遵循上級組織機構的理念與方針的同時，我們要求每

個人均抱持這是自己事業的態度開展工作，不斷自我完善。自主責任經營是

Panasonic集團的經營基礎之一，亦孕育著培養人才的企業文化。 

 

作為在事業中貫徹自主責任經營的要訣，創業者說到：「首先經營者必須自



己具有堅定的使命感、經營理念，並時刻向員工重申，使其深刻理解」、「放手

讓下屬負責具體工作，在自己的責任與許可權限內，開展擁有自主性的工作」。 

 

人們找到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明白達成該目標的意義，同時擁有強烈意願

時，就會發揮自己的才智，不斷下功夫，發揮出巨大實力。因此，即使上司放手

讓下屬負責具體工作，亦須牢記需要讓其擁有強烈意願。唯有如此，每個人才能

從工作中感受到工作意義，透過工作獲得喜悅與幸福的理念是自主責任經營之

基礎。 

 

創業者用「員工經營」這個詞彙來闡述每一位員工的應有狀態，要求員工要

抱持「自己是一個獨立經營體的主人公、經營者」的心態開展工作，看待事物，

並做出判斷。 

 

在實踐員工經營時，執行任務的每個人均須傾盡全力，想出更好的方法與手

段，並果斷付諸實施，以取得更大成果為使命，同時擁有強烈責任感。 

 

曾任松下住宅設備器材公司社長的小川守正先生，曾將微波爐事業設立為

事業部，而後將其培養成全球事業。他將這種責任感命名為「自主責任感」。我

們每個人均須擁有這種自主責任感，實踐員工經營。 

 

此外，在創業者向年輕員工宣講員工經營時，將獨立經營體比作「夜鳴烏龍

麵店*」，自己親自賣烏龍麵以外，還要詢問顧客「今天的味道如何」，並根據

顧客的回饋意見，不斷進行改善。他提出這種努力與熱情是關鍵所在。 

 

作為龐大組織機構的一員，倘若員工僅掌握自己的指定工作，固守成規，是

遠遠不夠的。每一位員工還需不斷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並為之持續改善。 

 



在日新月異、不斷發展的社會中，倘若僅依據自己的想法與視野開展工作，

則難以長期獲得客戶青睞。我們須認識到，「今天的最佳不會是明天的最佳。明

天必須實現明天的最佳」，以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在夜間使用移動式攤位營業的烏龍麵店。鳴響的笛聲被稱為「夜鳴」。 

 

在1933年導入的「事業部制」將自主責任經營理念變成了實踐。事業部制

將公司按照產品類別進行分類，從開發到生產、銷售、收支管理，實現一條龍

責任制及獨立核算的組織制度。事業部需要開展自主責任經營，亦透過自主責

任經營，培養出事業部部長、員工，最終形成了如今的Panasonic集團。 

 

9. 集思廣益的全員經營 

 

在Panasonic集團貫徹「自主責任經營」的過程中，每位員工均將自身視為

自己工作的負責人與經營者著手於工作，實踐著「員工經營」。同時亦需集中每

個人的智慧開展經營，即重視集思廣益，並運用於經營活動中。創業者亦留下了

「最強的經營是凝聚眾人智慧的經營」的名言。 

 

抱持「自主責任感」開展工作是「員工經營」實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

個人均需以不服輸的態度開展工作，不斷磨煉自身技能。但無論多麼有能力的

人，單憑一己之力的智慧亦是有限。倘若採取獨善其身的經營和工作方式，即便

工作一時進展順利，最終亦會因獨木難支而產生各種弊端，無法長久。 

 

與此相對，集思廣益，迅速實施高品質的決策，才能以勝人一籌的效率，

持續為社會做出貢獻。 

 

要做到集思廣益，重要的是上司須與下屬合作，發揮每個人各自的優勢。為



了讓所有人最大限度發揮自身才能，要求上司信任部下，並充分授權，時常表達

恰當要求，使每個人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積極提出創意。 

 

此外，還應認真聽取下屬的意見和建議，儘可能認可採用，如不採用，亦要

充分說明理由，還需注意勿讓下屬失去積極性和自主性，使其更能積極投身工

作。 

 

為了傳達落實公司及組織機構的方針，上司需向下屬傳達方針，實現「上

意下達」。但倘若上司只是下達指令，下屬亦只是遵循指令，公司亦不會獲得

發展。不僅如此，「下意上達」，即下屬向上司進言的企業文化對於集思廣益

的全員經營亦不可或缺。 

 

即便是剛進入公司的新人，每個人均是一個獨立經營體的主人公和經營者，

抱著這樣的「員工經營」心態，對自己認為應改善的地方提出建議等，要求下屬

也要主動參與到經營中。 

 

此外，蒐集各種意見或建議亦非常重要。我們面對的是世界各國市場的

客戶，為了在飛速發展、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確保客戶可以長久選擇我們的產

品，我們自身需以多元化的觀點與理念投入到工作中。多樣的個性方可激發

多種意見和建議。我們須相互接受各自的個性，並給予充分尊重。 

 

發揮運用多種個性，才能集思廣益，確保組織機構不斷優化，即多樣性會

加強競爭力。而為了靈活運用多樣性，要求上司能夠消除每個人因個性引起的

不同壁壘，幫助下屬獲得挑戰的機會。 

 

在組織機構中，為了實現「下意上達」，發揮多樣性，需要組織機構讓每

個人皆可切身感受到「自己能夠在這個組織中說該說的話」。與職位高低無



關，大家共享課題，積極討論應有的狀態及應推動的方針與方法，不論上司還

是下屬，對上級組織的指示、方針不顧慮不盲從，經常交流正確意見，唯有如

此方能集思廣益。 

 

集思廣益的前提是上司和下屬均不會被私心所蒙蔽或鑽牛角尖，須客觀抓

住事物本質，正面予以應對。即重要的是抱著一顆「坦率之心」開展工作。 

 

透過集團所有部門集思廣益的全員經營實踐，我們在產品的品質、成本和服

務上，定能做到毫不遜色於他人且獲得客戶青睞。 

 

10. 培養人才，運用人才 

 

（１）Panasonic 集團的人才理念 

 

公司的綜合實力是每個人力量的結合。因此，為提高綜合實力，每個人均須

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應該做的事情，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斷改善。 

 

每位員工的目標與公司目標始終保持一致，換言之，就是在個人目標的延長

線上，體現公司的目標狀態。唯有如此方能匯集每個人的努力，作為一個組織整

體，出色地完成毫不遜色於他人的工作，讓客戶願意選擇我們的產品。 

 

為此，上司須充分瞭解每位下屬的個性與稟賦，牢記要讓他們充分展現自身

優勢，發揮自身能力，感受工作意義。同時，上司需讓下屬始終相信自己既有的

可能性，並願意不斷磨煉自己。 

 

即意味著肩負Panasonic集團成長的是我們每一位員工。Panasonic集團能

否在未來繼續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取決於我們每個人的態度與表現。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的經營基幹是培養由社會提供的寶貴「人財」，使

其發揮自身優勢，創業者亦留下名言：「事業的關鍵在於人」。 

 

「事業的關鍵在於人」：無論何種經營，唯有在獲得合適人才後，方能取得

發展。無論擁有多麼輝煌的歷史和傳統的企業，倘若得不到能夠正確繼承其傳統

的人才，亦會逐漸衰敗。經營的組織和方法固然非常重要，但將其活用的依然是

人。<中略>因此，在事業經營方面，首先必須聚集人才，培養人才。 

 

(２)提升自己 

 

我們作為Panasonic集團之一員，必須根據經營基本方針，抱持一顆「坦誠

之心」，作出正確價值判斷，透過每天嚴格實踐及對經驗的謙虛反省，提高自身

能力。 

 

特別是「我們應遵奉的精神（七大精神）」是作為Panasonic集團的一員培

養自我的方針，作為立志成為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企業人，同時這亦是讓自己

過得更好的方針。關於實踐的意義，原會長高橋荒太郎進行了如下說明： 

 

「七大精神」是作為經營基本方針背景的精神。例如，「產業報國的精神」

的內容是「綱領」的實踐本身，具體實踐是指在品質、成本、服務方面不遜色於

任何人，透過我們的工作讓客戶願意選擇我們。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們必須每天

反省「自己製作的產品是否真正為社會做出了貢獻？還是繼續採取現在的製作方

式比較好呢？」。每天反復進行上述反省與討論，並不斷積累經驗，方可激發創

意，將基本方針反映在具體工作中。因此，若無明確的基本方針則無法培養出合

格人才。 

 

公司有適當、妥善培養人才的義務。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亦須擁有上進心，



以自己的理想與願景為目標，不斷努力。 

 

(３)人才培養的理念 

 

創業者用「製造產品之前，先培養人才」這句話來表達 Panasonic 集團的人

才培養定位。為了製造出優質產品，首先必須培養出合格人才。 

 

那麼該如何培養人才、運用人才呢？基本理念是培養出以下「人財」：深

刻理解經營基本方針，並以此為基礎認真開展工作，謙虛反省，每日奮發圖強

有上進心。 

 

在進行人才培養時，重要的是放手讓下屬開展工作。這亦是「自主責任經

營」的真諦。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工作第一線，為了讓其擁有進一步推動工作的能

力，需要在工作第一線以主人翁意識自己思考，自行實踐，並從中學習。 

 

放手並不意味著將所有工作都交給下屬完成。上司需認識到最終責任由自

己承擔，下屬亦須擁有自主性，自我思考，不斷改善。並非傳授所有的東西給

下屬，重要的是進行溝通交流，幫助其思考和感悟從而變為自己的財富。 

 

為其本人考慮，有時也需嚴格對待，但最重要的是真誠和慈祥對待下屬，

讓每位下屬均信任上司，放心地開展工作，以期實現自己的成長目標。 

 

上司要做到這種「放手不放任」的姿態，須比下屬更先一步考慮未來會產

生的風險。此外，上司亦可從下屬身上學到東西，幫助上司自身成長。 

 

作為實踐實例，有一段設立佐賀工廠的軼事。原會長高橋荒太郎在上世紀

六十年代，將負責的九州松下電器的乾電池工廠設立在佐賀縣，並提拔了30歲

左右的年輕員工。從新工廠的建築、設備搭建到開始製造，所有的工作均交給



了這兩名無工廠建造經驗的員工。 

 

原會長高橋只是告知了基本想法，並未給出細節要求，但又做出將最初的

建築建造成本降低一半等嚴格指示。在此種情況下，兩位員工奮鬥拼搏，反覆

鑽研，結果以比最初預算更少的金額，成功建成了工廠。後來，兩人作為經營

者，繼續為海外工廠建造、集團公司經營做出了貢獻。 

 

培養人才是上司最為重要的工作。Panasonic集團的目標是實現「理想社

會」，為社會發展持續做出貢獻。在實現如此遠大的理想與目標的過程中，我

們每個人參與事業的期間可以說只是一瞬間而已。因此，從事業恒久持續的觀

點出發，上司亦須培養出值得託付的下一代下屬。 

 

上司有責任引領下屬超越自己。在社會不斷加速進步的環境下，當今的工

作方式未必適用於下一代人。當下屬站在負責人的立場時，要讓他們具備能隨

機應變處理各種困難課題的能力。 

 

此外，創業者還有許多關於培養人才、運用人才的金玉良言流傳下來。請

務必將其活用於人才培養以及自我提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