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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

推薦序…

⚫ 1911年泰勒（Frederick W．Taylor）
為提高工廠生產效率，開始透過工作研
究（work study）以碼錶分析工人的作
業時間，透過實驗與計算來進行流程設
計與工作分配，發展標準工時與標準作
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 「 科 學 管 理 （ scientific

management）」的觀念隨之興起。

⚫ 直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將泰勒
理論運用於汽車製造業，使製造成本大
幅下滑，汽車不再是富人才能擁有的奢
侈品，而成為一般大眾的代步工具。然
而，由於泰勒科學管理強調流程與工作
設計，造成分工下重複性高的單調作業
，以及勞資關係的逐漸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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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Ford Model T

⚫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福特T型車市佔率全世界達50%以上

規格
⚫ 前置的2.9 L四汽缸引擎，最大馬力20hp，後輪驅動

⚫ 靠汽油或酒精提供動力

⚫ 搭備2個前進檔和一個倒車檔

⚫ 最高時速可逹72km/h

⚫ 耗油量約為7.8～9.4 L/100 km

⚫ 變速箱沒有離合器，換檔是通過駕駛座下的3個踏板來操作，中間的踏
板是倒檔，而兩邊的踏板分別為高速檔和低速檔，油門則是通過方向盤
後的柄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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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創建於1903年

公司創辦人亨利·福特對市場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1908年10月1日，T型車正式推向市場，很快就贏得了美國消費
者的熱愛，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

流水線

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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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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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線

早期生產汽車，是一堆工人圍著汽車，生產一輛約100多小時

 1913年流水線- 生產效率
⚫ 原來 3000 個組裝部件工序簡化為84道，每個工人只負責一個簡單工序

⚫ 第一年，T型車的產量達到10660輛，創下了汽車行業的紀錄。

⚫ 到了1921年，T型車的產量已占世界汽車總產量的56.6%，福特公司也
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汽車公司。 T型車1927年停產最終超過了1500萬輛。

⚫ 其他公司裝配出一輛汽車需要700多個小時，福特僅僅需要12.5個小時

⚫ 流水線不斷改進，直到最後每10秒鐘就可以生產出一輛T型車。

成本
⚫ T型車出現以前汽車工廠手工生產，產量低成本高。20世紀初一輛汽車
在美國的售價大約是4700美元，汽車僅僅是少數有錢人的奢侈品。

⚫ 福特認為降低價格是關鍵..「我的車每降1美元，就會多1000個新客戶」

⚫ 最初定價850美元，相當於當時一個中學教師一年的收入。

⚫ 福特汽車的市場價格不斷下降，1910年降為780美元，1911年下降到
690美元，1914年則大幅降到了360美元。最終降到了2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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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資

 1914年高工資
⚫ 福特實行工人日工資5美元的薪酬制度

⚫ 有意識地培育汽車的消費者。這個報酬是當時技術工人正常工資的2-3倍

⚫ 製造汽車的普通工人也能夠成為汽車的擁有者了。

⚫ 當時一般工人每天是1.2美元、鋼鐵工人1.75美金、煤礦工人與記者(腦力
勞動者)為2.5美金

⚫ 底特律12萬人來報考

⚫ 成立「社會工作部」，徵選人才並主要負責將員工的個人生活標準化。

─ 非針對學歷與幹活能力，而是針對「道德水準」進行評價

─ 必須是成家的成年男子、必須開始存錢、沒有酗酒、吸毒、每天刷牙洗澡..

福特解釋
⚫ 高工資：「我創造了中產階級」(當每個人買的起車，我才有銷量)

⚫ 成家男子：只有大家開始賺錢去存、娶老婆、生孩子、辦教育、然後將
來給家庭提供更好的醫療條件，整個社會才會繁榮起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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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製造哲學轉變

創業史都圍繞著一個目標 ——為普通人創造個人出行工具

這種觀念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領先的意識
⚫ 買車在交通上比別人搶先一步，以空間換取時間

⚫ 與過往的社會相比，現代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大眾成為市場主角。

⚫ 幾乎所有那些過去為富貴階層獨享的消費品，經過大工業的發展，都早
早晚晚地成為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

⚫ 過去，製造業匠人基本上都是為少數有錢有權的高等階層服務，而現代
的製造業工人則主要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普通大眾服務。

⚫ 實際上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接受和實踐了這種觀念，現代大工業
的發展才成為現實。

產品：少數人 vs. 大眾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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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從輝煌到黯淡
⚫ 除了價格之外，福特T型車生產20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重大改進

─ 1915年推出車燈、1917年黑色散熱器、1919年電動啟動器

─ 拒絕他人改進的建議(WHY?)，不斷改進生產線幾乎把單一型號大批量生產的
潛力發揮到了極致。

⚫ 1920年代中期由於產量激增美國汽車市場基本形成了買方市場

⚫ 標準化的T型車雖然價廉，但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競爭對手通用
汽車公司轉而在舒適化、個性化和多樣化等方面以產品的特色化(差異化)

來對抗廉價的福特汽車，推出了新式樣和顏色的雪佛蘭汽車。

⚫ 然而，面對市場的變化，福特仍然頑固地堅持生產中心的觀念(WHY?)

─ 他不相信還有比單一品種、大批量、精密分工、流水線生產更加經濟、更加有
效率的生產方式。

─ 宣稱：「無論你需要什麼顏色的汽車，我福特只有黑色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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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Chevrolet Series H 1917 Chevrolet Series D V-8

1918 Chevrolet Series FA and 490

1919 Chevrolet Series 490

1927 Chevrolet Series AA Capitol



Productivity Optimization Lab Dr. Chia-Yen Lee企業興衰與管理科學初探

亨利·福特(Henry Ford)

從輝煌到黯淡
⚫ 1926年，福特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宣布T型車大減價。

─ 但過去的效果不再有了，這一年T型車的產量超過了訂數。

─ 福特堅持大批量生產，結果就是巨大的庫存積壓。

─ 最終，福特也不得不承認失敗。1927年5月26日，T型車停止生產。而此時福
特T型車創下了生產超過1500萬輛的記錄，這個記錄保持了半個世紀

─ (這紀錄於1972年被德國福斯金龜車打破了，生產到2003年共生產2152萬輛)

⚫ 降價策略成功的前提(必要條件)是?

─ (1)產品具需求彈性與(2)市場的無限擴張。

─ 但1920年代市場對於T型車這樣簡單的代步型汽車的需求已經飽和，消費者需
要的是更舒適、更漂亮、更先進的新型汽車。

⚫ 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2019年3月1日無預警全球大降價

─ 頂級車款Model X P100D，原價新台幣664萬元，直接腰斬至321萬元，降幅
超過5成，讓先入手的車主權益受損，也衝擊二手車市場價格。

─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大降價之前，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Twitter)

上1月9日寫「75D即將停產」、1月16日說「推薦人優惠代碼將取消」不斷以
行銷手法，吸引民眾下單搶購，但明知接下來會大降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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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起死但無法回生
⚫ 1927年開始，福特公司被迫停產，重組生產線，更換1.5萬台車床，重
新設計製造2.5萬台工具機。龐大調整工作耗用1億美元和16個月時間。

⚫ 等到新車型投產時，福特已經從全美第一大汽車公司降至第二大了。

⚫ 改變並不足以讓福特T型車擁有競爭力，因為此時他的競爭對手正在生
產更低價格、更舒適與新穎的汽車，福特T型車開始不斷的失去市場占
有率

⚫ 由於新車型倉促上陣，許多地方技術不成熟，於隨後更換發動機，福特
不得不再一次停產，通用汽車公司趁機搶占市場(停下腳步就是讓競爭對
手超越)。

⚫ 1933年，福特新車才得以重新上市。這時除了落在通用汽車公司後面，
甚至也落到了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之後，淪為了美國第三大汽車公司。

 T型車最終的結局是令人尷尬的失敗，它是被競爭對手逐出市
場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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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亨利·福特(Henry 

Ford)可在這個世代崛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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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1. 有失敗的經驗
⚫ 兩次創業失敗，主因為工程師人格：資本是底特律梅伯里 (William C.

Maybury)市長籌來的，他是領錢的，一心只想造出最好的汽車。要造出最好
的汽車，就意味著不惜成本，因此汽車賣不掉。

⚫ 1891年福特成為底特律愛迪生照明公司的工程師，1893年晉升為總工程師，
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將精力投入到汽油發動機的個人實驗上。1896年完成了
一款名為“福特Quadricycle”的自行式汽車。該年高層主管會議向他介紹了愛
迪生，愛迪生批准了福特的汽車實驗，於1898年完成第二輛汽車。

⚫ 第一次創業：福特在底特律木材大亨威廉·H·墨菲的支持下，從愛迪生公司辭
職，於1899年8月5日成立了底特律汽車公司。但是生產的汽車品質和價格都
比福特想要的低。最終，該公司沒有成功，並於1901年1月解散。

⚫ 第二次創業：在C.哈羅德·威爾斯（C. Harold Wills）幫助下，福特於1901年
10月設計製造並成功駕駛了一輛26馬力的汽車。憑藉這一成功，墨菲（
Murphy）和底特律汽車公司的其他股東於1901年11月30日組建了亨利·福特公
司（Henry Ford Company），福特擔任總工程師。1902年，墨菲請來亨利
·M·利蘭德（Henry M. Leland）為顧問(1917年創立林肯汽車Lincoln， 1922年
後被福特汽車收購，是福特汽車品牌中的高級品牌)。作為回應，福特離開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在福特離職後，墨菲將公司更名為凱迪拉克汽車公司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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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2. 有良好的創業環境(勢態)

⚫ 那時底特律相當於現在的矽谷，政策自由寬鬆與對新事物的容忍度。那
時馬車是主流，許多州限制汽車時速不超過8英里，停車處需要離馬匹
300英尺(91.5公尺)。

⚫ 底特律梅伯里(William C. Maybury)市長：(1)第一張汽車駕照，汽車隨
你開隨你試驗，政府跟您共同承擔。(2)鼓勵亨利福特從愛迪生公司出來
創業。

─ 100年後Google搞無人駕駛在良好創業環境的加州

⚫ 福特在愛迪生公司底特律分公司的總工程師，年薪1000美金。該公司管
理寬鬆，下班常拿些機械零件回家研究(公器私用)，有問題問公司同仁(

公私不分)

─ Google給公司所有員工20%的自由時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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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3. 有自身的特質與執著(使命)

⚫ 出生1863年，祖父是愛爾蘭移民到美國底特律(1845-1849年愛爾蘭馬鈴薯大
饑荒)，拓荒務農。亨利福特生活在農村，但對機械特別迷戀(嗜好)。

⚫ 兩個重大事件發生在1875年，當時他12歲。他收到了手錶，並親眼目睹了
Nichols和Shepard公路發動機運轉”…這是我見過第一輛除馬拉外的汽車”。

⚫ 15歲時，福特數十次拆卸並重新組裝了朋友和鄰居的鐘錶，從而贏得了鐘錶
修理工的聲譽。1879年，福特離開家在底特律擔任學徒機械師。

⚫ 1882年他回到Dearborn在家庭農場工作，在那裡熟練操作西屋攜便式蒸汽機
。後來被西屋電氣公司僱用，為其蒸汽機服務。在此期間，福特還在底特律
的Goldsmith, Bryant & Stratton Business College (現為Detroit Business

Institute)學習簿記(20歲左右)。

⚫ 福特在他的農場工作坊裡製造了”蒸汽貨車或拖拉機”和蒸汽車，但認為”蒸汽
不適合輕型車輛”，因為”鍋爐很危險”。

⚫ 1887年造四衝程，缸徑1英寸衝程3英寸。1890年開始研究兩缸發動機。
─ 福特說”1892年我完成了第一台由兩缸四馬力馬達提供動力的汽車，該馬達具有兩個半英寸的孔和一個六

英寸的行程，該皮帶通過皮帶連接到副軸，然後通過鏈條連接到後輪。”皮帶通過離合器操縱桿移動，以
每小時10或20英里的速度控制速度，並通過節氣門提高了速度。其他功能還包括帶橡膠輪胎的28英寸鋼
絲自行車車輪，腳制動，3加侖汽油箱，以及後來在汽缸周圍的水套用於冷卻。福特說”在1893年春天，
這台機器的運轉使我部分滿意，並提供了進一步測試道路上的設計和材料的機會。”在1895年至1896年
之間，福特駕駛該機器行駛了約1000英里。福特隨後於1896年開始生產第二輛汽車，最終在他的家庭作
坊生產了3輛汽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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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4.信賴貴人與團隊(打氣互補)

⚫ 在愛迪生公司工作

─ 愛迪生呼出的最後一口氣，由亨利福特用試管接收

─ 兩人都活到84歲，愛迪生出生1847年，亨利福特死於1947年

⚫ 底特律煤炭經銷商馬爾康森（Malcomson）的支持，派兩人協助

─ 福特的舅舅出任總裁：銀行家，告訴大家福特這次創業不缺錢

─ James J. Couzens：原煤老板助手、後來協助福特。為企業管理家、美國
參議員、底特律市長

⚫ 貝內特：保鏢，在福特公司成立了一個保衛隊，後來鎮壓工人運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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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Ford and Thomas Edison
 Thomas Edison was Henry Ford's hero. In 1896, shortly after building his quadricycle, Henry

Ford had the chance to meet the famous inventor at a convention in New York. Edison, who

was convinced the future lay in electric powered cars, encouraged Ford to "keep at it." In

1907, Ford was on the brink of releasing the Model T. The inventors forged a friendship that

lasted their whole lives.

22

https://www.pbs.org/video/american-experience-henry-ford-and-thomas-edison/



Productivity Optimization Lab Dr. Chia-Yen Lee企業興衰與管理科學初探

亨利·福特(Henry Ford)

 5. 良好的宣傳與造勢(找舞台)- 1903年福特汽車公司創立
⚫ 福特與前賽車手湯姆·庫珀（Tom Cooper）合作，還生產了80匹以上的
馬力賽車”999”，巴尼·奧爾德菲爾德（Barney Oldfield）曾在1902年10

月的一場比賽中獲得勝利(參加比賽為自己加分、在資本家前曝光)。

⚫ 接著福特得到了底特律煤炭經銷商亞歷山大·Y·馬爾康森（Alexander Y.

Malcomson）的支持。建立了合夥企業“福特與馬爾科姆森有限公司”
。福特開始設計廉價汽車，二人組租用了一家工廠，並與道奇（John

Horace E. Dodge）擁有的一家機械廠簽約，提供了16萬美元的零件。

⚫ 由於剛開始銷售緩慢，道奇兄弟要求為他們的第一批貨款付款，從而引
發了危機。此時，馬爾康森引進了另一批投資者，並說服道奇兄弟（
Dodge Brothers）接受了新公司的一部分。福特與馬爾康森公司（Ford

＆Malcomson）於1903年6月16日以28,000美元的資本重組為「福特汽
車公司」。

⚫ 福特隨後在聖克萊爾湖的冰面上演示了一款新設計的汽車，在39.4秒內
行駛了1英里(1.6公里)，並以每小時91.3英里(每小時146.9公里)的速度
刷新了陸地紀錄。憑藉這一成功，賽車手巴尼·奧爾德菲爾德（Barney

Oldfield）將這款新福特車型命名為”999”，以紀念當時最快的汽車，將
這款車帶到了全國各地，使福特品牌在整個美國廣為人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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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5. 良好的宣傳與造勢(找舞台)- 1908年T型車生產後
⚫ T型車之所以受歡迎，在於它馬力大，結實耐用，越野性能好，這一點
在公路狀況不好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1909年美國舉行了一次從紐約
到西雅圖，橫貫大陸的汽車拉力賽。比賽中T型車在跑過四分之一的路
程後，就一馬當先。不料，車過堪薩斯以後，路況越來越差，天氣也不
好，接連下的幾天雨把道路都泡成了泥湯。在一個風雨大作的夜晚，由
於能見度太低，車子偏出道路，一頭栽到河里去了。車手從車里爬出來
，等到天亮才找幾個人把車拖出來。這車還能開，只對加速檔稍加修理
，它又繼續前進了。一路上它遙遙領先。全程4100英里，那些大馬力
的汽車跟在它后面望塵莫及。它用22天55分鐘到達終點，獲第一名，
比第二名早到17小時，其他車則比它慢了好幾天。

⚫ 即便早期雖然T型車價格未能降下去，賣825元，但它優良的品質，讓人
感到物有所值。特別在農村，T型車簡直成了農民的寵物。一位喬治亞
州的農婦給亨利寫信說：「亨利，你知道嗎？你的車把我們弄出泥濘，
為生活帶來樂趣。我們喜歡它的每根骨頭。」而在此之前，大多數農民
對汽車是沒有好感的，因為汽車常常使馬受驚，還壓死雞鴨(這也是一
種宣傳)。但T型車改變了他們的看法，它不但能做運輸工具，還能做抽
水、磨粉、打殼的動力（福特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了多樣性）。假日，
農家人坐上它去教堂、逛城市等，它正在改變農村的生活方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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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6. 運氣
⚫ 賭當下趨勢：創業家的精神特質與當下的時代環境，是如何契合的。

⚫ 創業是什麼？就是開發商業的新邊疆。

─ 一個產品、一個產業在未來會變成什麼樣，誰都不知道，所有人都是根據自
己的直覺進行判斷，前路迷霧重重。

⚫ 賭未來趨勢，創業的魅力是，在所有人都看不清未來的時候，你賭了一
條道路，而且賭對了，所以運氣對創業者非常重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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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亨利·福特(Henry 

Ford)會在下個世代衰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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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1. 過去的成功僵化了成功者的思維…

⚫ 顯然，是福特不顧市場變化的頑固守舊造成了最終的結局。令人疑惑的
是，贏得巨大成功的創新能力怎麼會和如此頑固的保守性同時出現在亨
利·福特一個人身上呢？

⚫ 實際上，福特本人對於創新的興趣一直到老也沒有衰退，但是，他所有
的創新熱情和能力都表現在了T型車上，結果反倒是不能接受任何偏離
「使用簡單」這一特色的做法。

⚫ 過去的成功強化甚至固化了成功者的思維模式，使得他們過於自信和執
著，進而成為了僵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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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2. 流水線(1913)與高工資(1914)，是兩大創新?

⚫ 有因果關係的…

⚫ 高勞動強度

─ 一個工序，一個班次同一個動作，四個小時不能停的

─ 家屬寫給福特“能不能把流水線調的慢一點，我老公回家已經累得連話都說
不出來，您發發慈悲吧”

⚫ 低榮譽感(低成就感、低光榮感、精神崩壞)

─ 一般工廠，一個老師傅有許多徒子徒孫，是有成就感的。老練的幹活技巧會
對於產品最終品質有決定性的影響。

─ 一旦上了流水線，你就是小螺絲釘；只要經過簡單的培訓，馬上就可以上流
水線

─ 福特惡名的一句話”我明明只要雇一雙手，為什麼他們總帶著大腦來？”

➢ Why is it every time I ask for a pair of hands, they come with a brain attached? 

─ 工人上去幾天後就不行了，消耗率特別快

⚫ 因此，提高工資並不全然是想要造就中產階級，而是不得已

⚫ “付出高工資，來讓工人接受這悲慘的代價” (?)

⚫ 創新，不是你推動的，而是人與社會”合謀”的結果(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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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 勞動異化(Alienation of labor)(1844)

“我們明明勞動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可是…

為什麼現在勞動讓我的生活變得更糟糕呢?”

⚫ 工人感到自己失去對自己從事的勞動的控制的狀況。隨著流水線作業和
分工的細化，勞動異化作為結果之一在現代社會體現得越來越明顯。

⚫ 馬克思認為，被異化的勞動者與他自己的生產活動、勞動目標、生產過
程分離。使得工作成為非自發性的活動，因此勞動者無法對勞動產生認
同或者領略到勞動的意義。

⚫ 馬克思的異化論基於他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過程的觀察：工人不可避免
地失去對自己工作的控制，從而失去對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工人從來都
不是自主、自我實現的人類存在，他只能以資產階級欲其所是的模式而
存在。

⚫ 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異化，因為每個人藉著勞動為社會添磚加瓦，然而個
體的這個社會面向是透過私有制表現的，其中個體只是工具，而非社會
的存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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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3. 父母過分的愛導致對子女不信任
⚫ 福特去世後，美國有一位評論家寫了一篇文章，前半段聽著好像在誇他，說亨利•福特先

生了不起，致力於機械的改進，而且從來不被金錢所腐蝕，他即使很有錢，生活也很簡
樸；他從來不巧取豪奪，把自己的產品和智慧都奉獻給了美國人民。但是緊接著話鋒一
轉，說了句奇怪的話…

30

“如果你不是一個猶太人，

如果你沒有捱過福特汽車公司打手的拳頭，

如果你不是埃茲爾•福特的親朋好友的話，

你才會對亨利•福特先生投以崇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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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第一點，福特一直看不起猶太人，因為猶太人主要從事金融行
業，他覺得這是巧取豪奪，是不勞而獲。

第二點，為什麼有人會挨福特公司衛隊的打呢？因為當時工人
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福特汽車有那麼多工人，所以工人階級
鬧罷工的時候，工廠的衛隊和工人產生衝突是可以理解的。

最奇怪的是第三點，埃茲爾•福特的親朋好友對亨利•福特不敢
說是恨之入骨，至少也是毫無好感的，這是為什麼呢？

埃茲爾•福特(Edsel Ford)是誰？
⚫ 是亨利•福特的親兒子，而且是獨生子，是福特帝國理所當然的繼承人。
埃茲爾•福特是一個標準的好“富二代”，好到什麼程度？

⚫ 第一，從小學習成績就好；第二，對父親非常崇拜、佩服和服從；第三
，按照父親的意願，愛上了汽車這個行當；第四，在公司裡面兢兢業業
、老老實實地扮演著父親的助手和儲備接班人的角色。

⚫ 亨利•福特也愛這孩子，甚至為了這獨生子，盡全力協助逃避兵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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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3. 父母過分的愛導致對子女不信任
⚫ 這種現像在我們東方社會的家庭和親子關係中也很常見

⚫ 出於挫折教育的觀念——作為接班人，我死之後，這個帝國就歸你了，所
以我現在一定要對你進行挫折教育，不能讓你驕傲，不能讓你翹尾巴。

⚫ 1920年，那時美國正處在經濟危機中，林肯汽車品牌倒閉了。埃茲爾•福特
覺得機會來了，花了一大筆錢買下了林肯公司，包括廠房、生產線以及有
經驗的管理和技術人員。福特總共花了1600萬美元，算是相當合理的。

⚫ 林肯公司的利蘭德父子，也是汽車界的大神。

─ 埃茲爾•福特跟他們承諾 ，將來會給最好的條件，無限制的成本和資金，讓你們
去研發新一代豪華汽車。但是收購成功之後，老福特立刻把利蘭德父子開除了
。在老福特看來，利蘭父子固然是汽車界的大神，但是“既生瑜，何生亮”？

─ 如果我把你們收購了，招之麾下，那可能還好；如果我的兒子、我的接班人跟
你們搞在一起，就等於承認你們是權威，這是在動搖福特帝國的根基，那怎麼
可以？

⚫ 埃茲爾•福特也無可奈何，既然汽車業的創新你不讓我碰，那我干點兒其他
的吧，比如游艇業，還有當時在美國方興未艾的飛機製造業。

─ 然而他稍稍遇到些挫折，亨利•福特就會撂出一句話：“停停停，就你那智商還
敢干這個？還是回來跟我學習吧，不要翹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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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4. 大組織把矛盾放大、管理階層資訊不透明
⚫ 這就是大組織帶來的問題，它會把親情之間的小矛盾放大

⚫ 福特汽車後來的衰敗與人才流失大有關係，因亨利•福特的性格非常固執
，很多人才流失了，剩下來的就是拍馬屁討他歡心、遮蔽他資訊的人。

⚫ 貝內特原先是一個水兵，在船上當過鍋爐手，也當過拳擊手

─ 是個粗人，沒什麼文化。剛到福特汽車公司的時候，許多元老都看不上他

─ 但福特汽車公司導入流水線後創新的文化衰退，要懂汽車的人幹什麼呢？

─ 這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需要多少工人，怎麼把這些工人組織起來不出事，安
安靜靜地生產汽車，反而是這個企業最大的事。貝內特這種底層出身、黑白
兩道通吃的就有用武之地了。(?)

⚫ 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給亨利•福特當保鏢。貝內特後來成立了一個保衛隊
，福特汽車公司曾經鎮壓過工人運動，靠的就是這個貝內特。

⚫ 貝內特黑白兩道通吃到什麼程度？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之父胡佛都
講過一句話：“在底特律這個城市，我們的朋友就是貝內特，因為他什
麼都搞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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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

 4. 大組織把矛盾放大、管理階層資訊不透明
⚫ 埃茲爾•福特非常看不上貝內特以及那幫打手

─ 有一次，小福特開除了貝內特手下的幾個人，貝內特就去找老福特了。老福
特就說：“哎呀，他一個小孩兒懂什麼呀，把那些人招回來，我還是信任你
的，你好好幹。”老福特這麼處理問題，那幾個人大搖大擺又回來了。

⚫ 這件事情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這是什麼信號？

─ 這就意味著，別看這個小接班人坐在總裁的位置上，其實在這個公司裡，真
正掌權的是貝內特，所以進一步加劇了兩派之間的內鬥。

⚫ 後來貝內特有一次他對小福特說：“我們公司最近安全形勢堪憂，有一
些黑社會分子可能要危及你生命，我派幾個人監視和保護你吧。”

─ 於是，小福特幾乎成了他的階下囚，有苦說不出。老福特卻覺得很好，覺得
貝內特對自己忠心耿耿，是在保護自己兒子的生命安全。

⚫ 福特汽車公司發展到後期，已經是烏煙瘴氣一團糟了。

─ 埃茲爾•福特唯一能夠指望的就是老福特趕緊去世或者變老糊塗，把權力交
出來。偏偏亨利•福特一直活到84歲，頭腦特別清楚且權力欲越來越強烈。

─ 埃茲爾•福特反倒身體不太好，49歲時因為胃癌駕鶴西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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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失敗

1. 過去成功僵化了成功者的思維… 

2. 流水線(1913)與高工資(1914)?

3. 長輩過分的愛導致對子女不信任

4. 大組織把矛盾放大

5. 管理階層資訊不透明

1. 有失敗的經驗

2. 有良好的創業環境(勢態)

3. 有自身的特質與執著(使命)

4. 信賴貴人與團隊(打氣互補)

5. 良好的宣傳與造勢(找舞台)

6. 運氣

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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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農場男孩到有史以來
最偉大的企業家，福特最大
的成功和失敗，恰恰不是造

物，而是「造人」。”

36

Douglas G. Brinkley (2004)

造了流水線工人而成功，
也造了一群朋友阻礙自己的資訊接收(同溫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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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成功通常跟你的人格特質有關，但更是因為時代趨勢。
⚫ 例如如果福特第一份工作不是在底特律，可能就趕不上汽車產業革命

⚫ 流水線和高工資真的是他的獨創發明嗎？他不做，自然會有人做。

你只要一創業，就要不斷地創業創新
⚫ 在做差異化時、想著低成本；在做低成本時、想著差異化→把餅做大

⚫ 在業界想著學界；在學界想著業界→把餅做大

⚫ 每次你停下腳步，就是讓競爭者超越

企業家個人非凡能力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兩者缺一不可
⚫ 否則，過去再大的成功也不能避免今後犯下嚴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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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一個人想要變得很牛，想要成功
，那就做最好的自己(準備)，然後
等待上天的揀選(等待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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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宇(2016)，羅輯思維165—成功很容易、毀滅也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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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一個人如果已經成功了，那也要
做最好的自己(持續學習)，不讓
自己人性中的惡被放大(自律)，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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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宇(2016)，羅輯思維165—成功很容易、毀滅也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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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在做差異化時、想著低成本；在做低成本時、想著差異化

 Mountain Chart: Demand of semiconductor product X under different

technologies (Chie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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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down

Differentiation

Costdown

Differentiation

Costdown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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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讀偉人傳記是瞭解時代背景一種高效率的方式
⚫ 看傳記，你會看到”人格特質”

⚫ 看傳記，你會看到”事”與”時代環境背景”

⚫ Eg.讀亨利·福特是瞭解工業時代

⚫ 從中你可讀到人與事，但由於時空背景變換，不一定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但看傳記，你要學的是這人物如何”造勢(context)”

⚫ 這往往是書中不會去寫的..

⚫ 必須自己去google找軼事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用勢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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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在歷史上的評價…

42

人 事 時

勢
讀史書，不是學”事實”(人、事、時)

而是學背後的Insights (“勢”的變化)

往往無法模仿

有機會可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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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學?約略於同一時期…

 1911年：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泰勒(Frederick

Taylor)為提高工廠生產效率，開始透過工作研究(work study)以
碼錶分析工人的作業時間，透過實驗與科學計算來進行流程設
計與工作分配，發展標準工時與標準作業流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直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將
泰勒理論運用於汽車製造業，使製造成本大幅下滑，汽車不再
是富人才能擁有的奢侈品，而成為一般大眾的代步工具。然而
，由於泰勒科學管理強調流程與工作設計，造成分工下重複性
高的單調作業，以及勞資關係的逐漸緊張…

 1920年代，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梅奧(George Mayo)

開始倡導人際關係學說(Human Relations Theory)，在紡織廠
實驗與西方電器公司的霍桑工廠進行實驗與研究，發現給予員
工積極關注、自我管理權、與關心員工情感情緒都可能創造積
極的團體氛圍而提高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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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福特…

後來的福特
⚫ 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

─ 從小看到家里烏煙瘴氣的，所以躲得遠遠的，20多歲就參軍去了，“二戰”
爆發的時候，他正在海軍受訓。

⚫ 為什麼這個小伙子能回來掌管這麼大的企業帝國呢？

─ 家族的力量

─ 埃茲爾•福特交了一個好朋友−羅斯福總統。

─ 國家的力量和家族的力量聯手逼著老福特簽字退位

⚫ 小亨利•福特拿著一份名單，先找到貝內特“你現在被解雇了…”

─ 這份名單上有1000多人，立即解僱上面的人

當代的福特?

⚫ 請您自己去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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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Toyota's Secret Weapon in the 

Global Car Wars That Is Now 

Revolutionizing Worl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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