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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P8

本作的故事
背景從 1980 年
代前半的日本經
濟低成長期開
始，通過同年代
後半的泡沫經濟
時期，直到1990
年代初期失落的
20年前夕，現實
並生動的描寫了
大企業的競爭、大企業內部的派系鬥
爭、工作在經濟活動末端的上班族，
特別是團塊世代的各種形象。本作的
主人翁島耕作是屬於團塊世代的，是
一個在大型電子產品製造商「初芝電
器產業」工作的上班族。
描述日本上班族職場生活的「島

耕作」系列漫畫作家弘兼憲史，曾在松下
電器宣傳課任職三年，並以當時的寶貴經
驗為基礎繪成漫畫，自1983年開始創作這
部作品以來，在日本有二分之一的上班族
看過，銷售逾一千三百萬部。

打招呼時要抖擻精神
在所有人都忙於工作的職場，打招呼可說是一種
難得的溝通機會。在日本，由年資淺的人主動

打招呼是一種常識。尤其是新進員工，必
須先讓其他人認識自己，所以不管遇
到誰，都應該用宏亮的聲音，主動
向對方打招呼。進公司時說
「大家早」，下班時說「我
先走了」；而在拜訪客戶
時先說「承蒙你的照
顧」，跟同事說「辛苦
了」，然後再開始談
事情，也是日本職場
常見的情形。

稱呼別人時職稱很重要
在稱呼別人的時候，職稱很重要！組

長、課長、部長、總經理、社長等等，盡
量加上職稱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有禮貌。在
對方姓氏後加上職稱，是最理想的組合。
部長的話就是「〇〇部長」，當然這已經
是尊敬、有禮貌的稱呼了。所以不需要稱
「〇〇部長樣」。

比起個人能力，日本公司更重視團隊合作。也因為這個緣故，就
職測驗裏的許多問題，都是用來判別一個人是不是能與周遭的人順利
合作。諸如為了讓大家一起討論決定而不停開會，或是因為需要經過
層層審核，而拖長決策時間，都是重視團隊精神的日本公司特色。另
外隨公司文化或部門的風氣不同，要是太過拘泥自己的意見，可能會
被視為缺乏團隊精神，而讓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表達意見的時機和遣
詞用句等，都會影響給人的印象；如何察言觀色，在日本公司裏可說
十分重要。

日企職場規矩多 箇中
禮儀

要知
悉

為應付勞動力不足，向來以排外聞名的日本，也開始向多個行
業的外勞敞開大門，宣布放寬可無限續簽的「特定技能2號」外勞簽
證範疇，擴大到航空、餐飲和電子製造業等12個行業，甚至不排
除允許他們永久居留，這些新規6月正式實施，希望在全球爭
奪人才中加強競爭力。

但要在日本工作，必須了解日本企業獨有的繁瑣規
定，因此學習日本職場文化與禮儀十分重要，其重

要性與工作能力可說是不相上下。不過有些事情在日
本已視為常識，進公司以後並不會有人特地教你，這
點要多加留意。挑戰新環境時，第一步可說非常重
要。在日本漫畫中，描寫職場生活和概況最出
名的，相信就是島耕作系列，從《課長島

耕作》至《非執行董事島耕作》，
定能令你對日本公司文化

了 解 得 一 清 二
楚。

在日本，許多公司會依職掌而設置部門，員工則以主
管為核心作團隊行動。為了提升工作效率，員工各司其職固然重要，

不過只靠個人的個別努力，並無法促成團隊豐碩的成果。這時團隊所需要的，
就是所謂的「報聯相」（即是報告、聯絡、相談）。只要向上司及團

隊成員，定期分享自己的工作情況與課題，就能順利分擔
工作，盡早發現問題所在，在相互協助下一同

邁進。即使是需要盡快完成的工
作，也必須遵守「報聯

相」的原則。

牢記「報告、聯絡、相談」原則

■在職場稱呼別人時，職稱非常重要。

如何取得對方的信任，是職場上最重
要的一件事。除了工作能力外，平時的一
舉一動也十分重要。要是遲到，就會讓人
留下「自我管理能力不佳，不遵守社會規
範」的壞印象。因此不僅是在約客戶見面
的場合，就算是公司的內部會議，也都應
該早點到場準備。不過如果太早到場，有
可能因為對方還沒準備好而給對方添麻
煩，所以提早5分鐘算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如果因為塞車、突然生病等原因，確定一
定趕不上時，千萬記得第一時間跟負責人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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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時是取得
別人信任的重
要一環。

■日本職場十分注
重團隊合作。

A

■職場打招呼，年資淺的
人主動打招呼是常識。

不可以遲到 也不能太早到

團隊合作大於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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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表
是用來判斷一個
人是否可以信用的因
素之一，在日本的職場上也
十分受到重現。就日本一般公司
而言，員工的穿着必須整潔，不該有特
立獨行的打扮。基本上，男性應該穿着灰、黑、深藍
色的西裝，並且佩戴領帶。女性在穿着上比較自由，
不必特意穿着套裝，但一般而言，適合內勤的襯衫、
外套等整齊打扮，還是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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