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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螺絲世界雙月刊第13 8
期推出《永不鬆脫的螺

絲》的導讀專文之後，獲得業界讀

者廣泛的共鳴與好評，相隔多年，

本期最重量級的年鑑再度推出名

著導讀的專文，與讀者一同思考業

界的未來。這次為讀者導讀的經

典作品，是在一次專題採訪中由東

和集團發言人同時也是岡山東穎

總經理的柯文玲小姐所推薦，柯

總強而有力地說：「信任是可以計

價的，不論是業者與客戶，甚至是

雇主對員工。如果客戶今天在2選1
的情況下願意投入買保險的考量

選擇你，那這就是信任的價格。」

如果今天華人世界接受信任的價

值，我們也就不會疑惑為何歐美

產業常有的百年大業，不容易在

信奉『傳子不傳賢』的華人產業中

落實。

柯總大力推薦的必讀著作！

這本書名可能讓讀者們感到摸不

著頭緒，就叫做《信任》。信任和

扣件業的關聯何在？其實書中的

核心概念大大戳中了台灣扣件業

面臨的挑戰。該書的作者，法蘭

西斯 福山，是一位日裔的美籍學

者，也是當代最著名的社會科學

家，曾任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社會

科學者與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副局

長，這本著作的重量級和重量性

可想而知。以下，筆者以扣件產業

的立場，列出這本著作的讀後感

與讀者分享。

一、「信任」：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的集成

 台灣產業的「信任」在何處落腳？

福山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現代社會的自由民主與資本，必須

仰賴「信任感」才能有效運作。換句話說，社會信任感的消失和社會價值的斷裂將破壞

社會結構(包括產業)。福山說的「信任」是指什麼？他說就是在一個社團中，成員對彼此
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在於社團成員共有的規範(或者是「價值觀」)，以及
個體隸屬於那個社團的角色，而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就成為「社會的資本」。

看到這裡，讀者是否會馬上聯想到近幾個月震驚全球的大頭條——福斯車廢氣排

放的造假醜聞？這麼說好了，在我們的印象中，德國汽車產業價值觀就是追求嚴肅的完

美極致，所以當造假案驚爆，所有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連福斯都造假!?還能相信德
國汽車業嗎？」。造假案刺傷了世人對德國汽車的價值觀，不僅衝擊了德國國內對汽車業

的信任度，德國車的「社會資本」的崩解也延燒到海外，衝擊全球汽車零配件供應鏈與

終端的消費者。你我一定都知道，汽車扣件大廠恒耀是福斯的主要供應商。就在事件爆

發後，恒耀隨即表示未來將轉移增加德國另外二家汽車大廠Benz和BMW的供應量，希
望降低福斯帶來的衝擊。

但可別以為台灣就沒有「社會資本」問題。日月光集團(全球最大半導體封裝與測試
製造服務公司)的廢水案也是一個衝擊全球的例子。再把焦點拉到我們身邊的台灣扣件
產業，前年電鍍廠廢水排放案也差一點重擊了台灣的扣件電鍍產業在全球的供應鏈，

慶幸的是當局隨即建立制度並重新整頓電鍍廠，得以永續這個產業的信譽和「社會資

本」。台灣扣件業還有另外一個課題，就是防止中國透過台灣轉運大陸製的扣件到歐盟，

現在台灣扣件業者也已與協會和行政當局有了共識，遵守新的規定，也就是從自貿區出

口的扣件一律都須申報原產地後始可出口。

讀者們是否曾想過，台灣扣件產業代表的「價值觀」是什麼？之所以會提到前述的

兩個例子，是因為台製的扣件，我們最引以為傲的MIT(Made in Taiwan)這個概念，代表
台灣扣件業追求高品質、價格平衡、優質銷售與售後服務、出貨準時，這些都是外國對

台灣扣件的印象，也代表台製扣件傳遞的價值觀，也是台灣扣件可貴的價值，因而能帶

來2014年40億美元的出口額成績(同期成長10%！)，在世界排名二三。台灣扣件產業如此
強大的「社會資本」，就源自於扣件業者追崇和遵循如此的價值觀。

當代名著《信任》導讀： 
台灣扣件業傳承的借鏡
與反思
文 ■ 惠達 曾柏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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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經濟和文化同等重要

“只要做過跨文化生意的人都知道，

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膽敢忽略文

化因素的生意人唯有失敗一途。”

福山提到的另一個重要觀念，就是經濟無

法脫離文化背景，各國的經濟角色因不同文化背景而有顯著不同的差異。這觀

念套用在扣件業也是一樣。就這方面來說，日本可說是善用扣件產業與文化到

極致的最大贏家。日本有兩個特有文化：傳統的「大和文化」與現代的「可愛文

化」。日本扣件業有趣的一點是，它巧妙吸納了這兩個文化，透過形象包裝了之

後再行銷出去。日本上櫃扣件大廠日東精工株式會社就善於可愛文化行銷，推

出螺絲寶寶(ねじっとくん)的可愛卡通角色，邀請顧客為它命名。此外，甚至連手
機通訊程式LINE都出現了畫家推出的「轉轉螺絲君(ねじーる)」貼圖，主打業界
人士和女性市場 (日本為了推動經濟復甦，首相安倍號召女性回歸職場之後，日
本扣件業也更重視職場中的女性)。日本扣件公司也很流行設計可愛化的商標，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Maruemu Works公司的小鬥牛犬商標以及Sunco Industries
公司的企鵝商標，其中Sunco官網內容還加入了卡通化的設計，並推出「企鵝先
生的螺絲屋」APP吸引未來世代的孩子們加入。有些日本扣件公司(例如浪速
鉄工公司)則將產品型錄布置得很傳統日式，在產品上添加日本風味的價值。所
以，日本扣件賣的價值觀不只是它的品質而已，有時更賣的是它包裝的一整套

文化，這幾乎是日本在全球扣件產業中獨有的特徵。

回過頭來思考，台灣社會這十年來最盛行的就是社群網路世代帶起的「惡

搞文化」，年輕人在這文化氛圍中宣洩對社會的不滿，許多產業(公仔業、服飾
業等)也迅速搭上此旋風大賺惡搞財，雖然此例有些極端，但由這一點可以看
出，產業的存續與世代文化在背後的支撐有密切的關係。那麼，台灣扣件產業

是否也會發展一套「獨有的文化」(或是賣點)？當然，筆者在前面提到過台灣扣
件產業代表的「價值觀」，它當然也屬於台製扣件發展出的一種文化，但除了品

質與價格行銷之外，是否還可發展另一種文化行銷的可能性，來代表台灣？這

個問題複雜，也許還會牽涉到異業結合的可能性，但我們可多注意生活日常的

靈感乍現。連續劇〈半澤直樹〉席捲日本時，日本半澤鋼業公司抓緊時機推出的

 Maruemu Works公司的商標變化歷程(圖取自該公司官網)

日東精工的螺絲
寶寶 (圖取自該公司
官網)

 LINE的轉轉螺絲君
貼圖 (圖取自LINE網
站)

 Sunco Industries公司的
企鵝商標與APP (圖取自該
公司官網)

  浪速鉄工的型錄，圖像顯示的是客人在挑選
浪速鉄工的吊環螺栓。場景明明是古代的古人
和市集，古人正在挑選的卻是現代才有製造的
吊環螺栓，古代與現代的衝突感，在這本型錄
中反而變成了兩者巧妙的融合，這暗示的是，
浪速鉄工公司既傳統又現代，除了有現代化的
製造科技之外，也傳承日本大和文化的傳統價
值觀(也就是日本人追求的作品與產品工藝之
「美」)。簡單來說，就是讓冰冷冷的螺栓產品
增添了「日本工藝藝術的美感」。  (圖取自該
公司官網)

「半澤直樹螺絲」，或許就是靈光乍現下的

一種商機，「半澤直樹螺絲」賣的是主角不

屈撓不放棄最終反將對方一軍，「將成就百

倍奉還」的精神，也著實反映日本人的民族

特性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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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澤直樹螺絲 

承續上一段提到的，就在本文截稿

之前，筆者很高興得知今（2015）年10月
24、25日舉辦的台灣岡山文化節中，岡山
螺絲業者與宗教界合作，壽天宮將出現

全台第一尊重達500公斤、以螺絲組成
的媽祖神像，還要在雕像鏤空的空間內

加入LED燈，塑造出媽祖神像發出萬丈
光芒的神威，讓海內外遊客也能從螺絲

媽祖雕像體會岡山螺絲產業的實力。螺

絲媽祖的出現，讓原本冰冷且充滿艱澀

技術知識的螺絲，透過通俗且全球獨有

的台灣媽祖文化，昇華成一種男女老少

都能欣賞與口語相傳的「產業軟實力」。

試想台灣的電音三太子已在海外闖出一

些知名度，或許未來的某天台灣扣件也

能搭上三太子的旋風，將台灣的產業實

力推廣出去。當然，台灣特有的文化特

色還不只這些，最重要的，是整個產業

或產業鏈要找出自身獨特的文化和發展

主軸，讓它變成能在海內外獲得眾人認

同的普世價值。台灣扣件的發展主軸已

經出現，就是要往「高值化」發展，而剩

下的就是在目前既有的文化特色中找出

更多新出路。

 螺絲媽祖 (圖取自聯合新聞網)

三、是世代交接的良習還是詛 
咒？老外搞不懂的『華人傳

子不傳賢』

年輕世代常聽到老一輩的世代感嘆說：「富不

過三代」，這句俗話在亞洲社會可以得到許多映

證，而福山以有趣又深入的觀點，解釋這個連老外

都搔頭感到不解的現象。他說由於華人對外人的強

烈不信任感，加上偏愛由家人來管理事業，使得華

人企業產生獨特的三部曲現象。第一階段是創辦人

打出天下，擔任強勢的大家長擺平家族內的分歧；

第二階段是世代交接，所有兒子平分父親的資產，

若沒事則罷，若有事則兄弟爭產，導致公司分裂；第三階段是移轉到孫子輩，自然就

逐漸分崩離析了。

在福山的觀察中，台灣等等華人的「家族意識」很強烈，比起外人，更傾向信任家

族，也就有所謂的傳子不傳賢的現象。相較之下，歐美等國的企業則較傾向聘用專業

管理人的制度，由家族之外的專業人士來管理公司，也因此出現了許多資產管理公

司。這兩種做法都各有優缺，福山針對台灣等華人企業提出幾項問題，他說華人對外

人的不信任常阻礙公司的制度化，所以「不斷上演創立、崛起、衰敗的三部曲」，而華

人企業多為家族企業，規模小所帶來的一項結果是整體相較下有實力的品牌較少。

針對這課題，福山建議三點。其一是透過網絡型組織串連其他企業，發展成規模經

濟的綜合體(例如汽車螺絲螺帽大廠恒耀收購德國金屬特殊製程研發公司，或更早之
前大國鋼併購美國合金鋼螺絲配銷商Brighton-Best International)；其二是邀請外商
前來直接投資，這一點就需要政府的協助；其三是透過國家贊助或直接擁有大規模

企業。

四、華人的家族意識強烈，那麼其他國家的特徵是？

華人產業中大多為規模較小的家族企業。與此相對，福山認為美國和日本的產業

結構相似，「都以大公司為主體，只有少數國營或國家補貼的企業，同時家族企業已

進化成專業管理、理性組織的公司」。當然，家族企業並非華人社會所特有，福山補充

道：「幾乎所有西方公司一開始也都是家族企業，只是後來才遞嬗為公司結構」。

其中，日本產業結構的淵源可能與日本社會的「家元團體」(意指像家庭一樣的
團體)有關，團體成員都是非親非故，成員彼此遵守自身的層級以及道德義務，就像一
個大家庭一樣，但由於成員的身分並非世襲，也不能代代相傳，因此日本人並不認為

讓外人來繼承是一件讓家族蒙羞的事。此外，日本不論是公司、學院、協會(包括日本
扣件協會)或其他社會組織，都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日語裡甚至有個特定的名詞，叫
做「合宿」，就是沒血緣但擁有共同目標的成員，在郊外同住數日至一週，期間會舉辦

重要會議、交誼活動，成員睡在一起，就像個大家庭一樣。若把日本扣件協會當成一個

「大家元」來看，其傘下的東部扣件協會、關東扣件工業協會、關西螺絲協會、兵庫縣

螺絲工業協會就像各自的「小家元」，垂直串聯起來，由日本扣件協會擔任領頭羊向

歐美亞扣件協會推廣國內扣件。你會發現日本產業結構從上到下的層級劃分非常明

確，是一個完整的樹狀結構，每個分支都有固定的對外聯繫管道和特定的任務，而這

些分支的共同目標是成為「大家元」背後的支柱，套一句福山的比喻，日本產業就像

是一塊堅實的花崗岩一樣 (對比之下，他以一盤散沙來比喻華人產業，每粒沙代表一
個家族企業)。當然，不只在日本國內，伴隨全球化的競爭，日本也必須向海外拓展，或
許對日本來說，日產與法國雷諾汽車的聯盟也是一種「家元」向海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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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日本有所謂的終身雇用制，將員工視為企業長久的家人來培育，但全

球化的競爭、泡沫經濟與成本壓力使得此制度瓦解，因此現今的日本年輕世代對

企業忠誠度降低，離職汰換率提高，這多少也反映在日本扣件產業上。再加上少子

化問題，以及年輕人對扣件製造廠有辛苦髒亂的印象，導致日本扣件業人才短缺

的問題浮現。日本製造業已正視這個問題，有一家五金廠(中辻金型工業株式会社)
為打破年輕人對工廠髒亂的印象並刺激他們加入，推出「孩子的模具職人夢想企

劃」，讓學子在工廠學習簡易的製造流程，並邀請技術專家協助學子，讓他們的創

作構想付諸成形。此外也有越來越多日本扣件廠舉辦孩童參觀日，提早讓年輕世代

了解扣件工廠。日本製造業更推出「酷帥的工人和作業員」特別形象企劃，透過廣

告宣傳與全新工作服設計將工人打造成時尚的代名詞，扭轉年輕人對製造業的負

面形象。

 孩子的模具職人夢想企劃 (圖取自
Zenmono網站)

接著，我們來看韓國。福山點出韓

國的一大特徵是非常集中的工業，主

要集中在大型企業網絡(也就是所謂的
「大財閥」)手中。與日本的企業網絡
(此指前述的「家元團體」)不同的是，
「日本的企業網絡多少出自於自發性

質，而韓國的企業網絡則是因為政府

政策刻意引導才形成的⋯⋯韓國的財

閥看起來有點像科層組織，而不像日本集團的網絡」。而韓國企業在世代交接上

與華人企業較相似(家族意識強烈)，也因此不免出現韓國樂天集團兄弟爭產的醜
聞。韓國的財閥正面臨「信任」崩解的危機，最鮮明的一例，就是總統朴槿惠特赦

了被判罪定讞的SK集團會長，此舉被人民視為財閥獨大且政府向財閥屈服靠攏，
社會與勞工對財閥普遍不信任。雖然韓國扣件企業不至於遭受明顯的衝擊，但仍

得關注韓國大型企業網絡下的連鎖效應。

在德國方面，德國與日本同樣都有高度團體向心力，若日本的向心力是「家

元」串聯起來的，德國則是「學徒制」。福山解釋：「德國企業裡勞方與管理階層

之間關係呈現群體導向的特質⋯⋯領班與手下組員之間的關係，兩者同樣是面對

面、平等而親密的⋯⋯管理工作經常由本身擁有生產技術的人員擔任」。這種上下

階層之間高度的信任感，造就雙方對自我技術專長的滿足感與榮譽感，且高度認

同自己從事的產業與階級，因此有更多意願和空間追求完美的技術，使得學徒制

成為德國產業的品質保證。

在義大利，有許多活力旺盛的小型企業，使得義大利在過去成長迅速，但福山

觀察到，這些企業壽命不長久，難有有效的管理制度，這一點和華人企業類似。義

大利小企業「雖然有網絡關係存在，但是彼此競爭非常激烈，他們獨善其身，不信

任外人的程度，遠超過外國支持者的想像。」

五、台灣扣件產業現在進行式的課題

綜觀前述幾國的產業特徵，我們回頭思考台灣扣件產業現在的課題是什麼。

由於現在各國的經濟保護主義(包括區域貿易協定、反傾銷稅等等)的興起，再加
上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必定要到海外設立據點搶市場，或投保險或為產品申請專

利，導致企業成本持續增加，影響並多少限制了企業與產業的發展規模。因此，若

要幫助台灣扣件產業達到更大的經濟規模，必須讓大型的扣件領頭羊(也就是扣件
大廠)出來帶領業界邁進，透過垂直/水平整合、併購、交叉持股等等方式，將國內
大小扣件企業串連成一個龐大的聯盟艦隊，每個中小企業就像艦艇上的戰鬥機各

自分擊。

福山在書中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念：

「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成長的關鍵；西歐

國家所發展的高效率經濟組織正是西方世

界能夠興起的原因。」台灣扣件已形成一

個相當完整且有效率的產業聚落 (其中又
以高雄岡山為台灣扣件的產業重鎮，又稱

「螺絲王國」)，在各國競相併購並整合出
各自的聯盟艦隊之際，台灣扣件艦隊的整

合更是國內當下最重要的課題。

六、結論

台灣扣件產業能不能做的更

大？

這是一個弔詭的問題，卻值得討論與

關注。台灣扣件產銷實力強大，是世界三

大扣件巨頭國之一，但近年來自中國的紅

色供應鏈帶來衝擊與挑戰，再加上前面提

到的世代交接問題，台灣扣件產業是否能

在整體結構上將企業規模與產銷規模再

擴大，這是我們都可以思考的課題。福山

說道，「經濟活動實際上超出了謀生的層

次，人們經常是為了追求別人認同，而不僅

是為了滿足自然的物質需求而從事經濟活

動」，其言下之意，就是做一份事業，不只

是要追求經濟利益而已，而是要能訴求顧

客或大眾的認同。首先，台灣扣件產業與

企業本身的「價值觀」必須獲得台灣社會

與海外顧客的認同與支持，設法防止不良

企業毀掉整個產業的「信任」。在這個良

性的環境背景下，延續或新開拓台灣扣件

業的「文化」，舉例來說，就是企業甚至整

個扣件產業要往鮮明的價值方針與路線發

展(換句話說就是要發展出台灣獨有的扣
件文化)。筆者深信台灣的扣件價值具有強
大的韌性，不論是研發力、品質、真誠負責

的服務態度都是台灣扣件的寶貴資產，產

業規模的再擴大絕非遙不可及，而我們都

在時勢變化萬千的全球挑戰中不斷尋找新

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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