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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大轉變─SONY前董事》

前言

　　時代正值大轉換期　　實現「跨越與統合」的流行音樂天王之死　　二○○九年六月底，一則新
聞震撼國際。　　輿論報導了一位偉大藝人－－麥可．傑克森驟逝的消息。被盛譽為「流行音樂天王
」、「娛樂界史上最成功藝人」、「全世界最偉大的超級明星」的天王巨星猝死，震驚、衝擊了全球
。　　對我來說，他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我擔任SONY的代表時，麥可是SONY專屬的藝人，他常
常為了討論音樂活動而直接撥電話過來。當創辦人盛田昭夫病倒而無法言語時，麥可以他溫柔的聲音
錄下了「你一定會好起來」的祝福，並將錄音帶寄至病榻，不斷地鼓勵創辦人。　　他的成功並不在
於史上最高、最多、最年少等金氏世界的紀錄或數字。我認為，他在流行樂界所留下的足跡得以用「
跨越與統合」這句話來形容。　　麥可．傑克森是第一位將歌唱與舞蹈兩種不同類型的表演融為一體
，並將之昇華為成功娛樂表演的藝人。在他出現之後，流行音樂中歌唱與舞蹈的樣貌可說出現了偌大
的轉變。　　他的存在同時也是一個消除黑人與白人種族壁壘的象徵，這並非意指他本身的情結或是
作品中的意涵。　　他傑出的才華輕易地掙脫了「非洲裔美國人歌手．舞者」這樣的枷鎖，國際上也
一致接受他是一位名為麥可．傑克森的天才藝人。　　由這樣的角度來看，麥可可說是非洲裔美國人
中第一位國際級的藝人，我甚至認為如果沒有他的存在就沒有歐巴馬總統的誕生。　　一九八○年代
起的三十年間，麥可風靡全球，而保有麥可基因的流行音樂在日本也呈現了獨具風格的進化。　　讓
我切身體會到的是當今日本最受矚目的藝人團體 EXILE（放浪兄弟）。他們除了融合歌唱與舞蹈，更
在演唱會時運用高科技呈現豪華的舞台演出。他們展現了跨越舞蹈學校、劇團、動畫等世代與範疇疆
界的綜合企劃能力、以及締造EXILE創新與優勢的團隊力量。我深信這便是擁有全球影響力、日本獨
有的綜合娛樂產業。　　連結亞洲與美國的核心國家－－日本　　我從一開始就提及麥可．傑克森
及EXILE的原因無他。　　他們為流行音樂帶來跳躍性發展所展現的「跨越與統合的力量」，正是這
個「時代的轉換期」所迫切需求的。　　今天，世界處於混沌與失序當中。　　二○○八年，肇始於
美國的金融危機大海嘯在轉瞬之間襲擊世界，將各國吞噬進不景氣的深海。這次全球規模的金融崩盤
一鼓作氣地將目前為止的勢力版圖重新洗牌。　　曾經是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美國淪為眾多大國之一
，世界呈現多國鼎立、相互抗衡的樣貌。曾經領導世界潮流的西歐明確地減緩了成長的速度，而以中
國與印度為首的亞洲諸國在民族紛爭與小國叛亂等政情動盪的同時，也以飛奔之姿呈現出驚人的成長
。　　二十世紀秩序轉換的時刻已經來臨。　　在全球的領導結構呈現巨大變化的今日，日本有必要
再次重新定義自身的立足點。　　日本目前依據與美國的安保條約(註：美日安保條約，由美國與日本
在華盛頓於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簽訂。此條約宣示兩國將會共同維持與發展武力以抵抗武裝攻擊)　
　構築兩國間的同盟關係，在反覆的磨擦與衝突中成就了經濟成長。而另一方面，在高速發展的亞洲
、其中尤以大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國際政治學者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著書《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將日本定位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並讚譽日本在世界中型國家中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更
預測將來日本將脫離追隨美國的一貫之姿，轉而追隨中國。　　然而，我並不認為今後日本應該朝著
他所提及的任一方向前進。未來，有一個更重要的角色－－連結亞洲與美國，等著日本來扮演。日本
應該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朝著確立亞洲環太平洋經濟圈的目標，盡責地扮演核心國家的角色。　　為此
，日本必須成為一個備受全球信賴的國家。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想提出三個日本應該設定目標達成
的方針：「和平國家」、「環境國家」、「文化國家」。我認為，維持並發展這三個要素，才是日本
值得向世界展現的價值。　　重整產業結構並賦予新願景　　從其他層面來觀察現在的日本，會感覺
到異常的無力與絕望。政治與經濟迷失、自殺者每年超過三萬人、憂鬱症患者急增。　　我在前一本
著作《日本進化論》（日本進化論－－二零二零年□向□□）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坊間充斥著「
日本今後在經濟上將持續衰退」的悲觀言論，年輕人對未來失去了希望，而年長者之間對於新社會的
隱約不安則持續擴散著。　　前一本著作的出版日期是二○○七年七月。當時恰值全球金錢泛濫，世
界各國以驚人之姿同步蓬勃發展。在先進國家當中惟獨日本沒有趕上這場慶典，全國陷入了一股對未
來的不安全感。　　之後過了一年多，全球同步的經濟盛況一翻變成了全球同步不景氣，日本因而更
加黯然，喪失了活力。有人說，成功的創作者容易陷入憂鬱。登上經濟成長高峰的日本，似乎就持續
地陷在那樣的憂鬱裡。　　很遺憾的，在此書付梓之際，二十一世紀的新秩序和金融系統的新規則應
該都還未完成。各式各樣的假說交織紛飛，試誤學習將不斷反覆。　　但是，我們完全無須對未來感
到悲觀。　　支配著二十世紀的產業結構已經面臨界限，現在正是開始創造二十一世紀產業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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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大轉變─SONY前董事》

時代變革期」。我們必須重整目前為止的秩序以及產業結構，並且重新定義未來的願景。　　反過來
說，日本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創造新秩序與新規則的絕佳機會。　　當前，我們可以做的事、應該做的
事不計其數。我們是不是應該破壞並跨越既有的藩籬，串聯起原本各自存在的世界，亦即發揮「跨越
與統合的力量」呢？　　將技術能力發揮在亞洲的未來　　二十世紀，SONY、TOYOTA、CANON等
代表日本的企業跨越了國界，整合了新領域與系統，以全球化企業之姿建立起稱冠世界的地位。但是
，很清楚的，在目前為止所成就的價值、也就是製造個別產品的經濟模式的延長線上，我們與　 亞洲
新興國家競爭的優勢不再。　　那麼，我們何不運用二十世紀所培育的智慧、經驗、技術、資源來創
造足以因應二十一世紀的「SONY第二」、「TOYOTA第二」？　　我認為，能讓日本充分發揮特有
能力的地域就在亞洲。　　現今蓬勃發展的亞洲其實在另一方面正面臨著極需解決的嚴重問題。　　
首先是絕對的貧窮，其次是人口增加、糧食、水資源的不足與分布不均。換言之，生活與生存所必須
的基礎建設全然不足。　　再加上環境問題。在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國家當中，伴隨急速的經濟
成長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已經被列為迫切解決的國際問題。　　日本應該做的，便是將世界頂尖的省
力化技術（註：Labor-Saving，藉由機械的導入或作業的合理化以節省人力）、以及在二十世紀藉由製
造業經驗所歷練出的技術與系統發揮在亞洲的未來。　　這不僅將對亞洲有所貢獻，對於當今在國際
社會中逐漸被視為「不被需要的國家」的日本來說，參與亞洲救濟以及對環境危機的因應，亦可同時
重新喚醒世界重視我國的存在。而在創造新的出口產業的同時，應該也能讓日本恢復已然消逝的活力
與自信。　　這並不是理想論。　　我目前正將上述複數課題納入視野，構思揭示改革道路的計劃。
這是一個以「地球的界限、亞洲的成長、日本的責任」為題，在亞洲以能源為中心掀起革命的計劃。
　　此時所需要的，不是太陽能光電板或是環保汽車等考量地球環境的個別環保技術或商品，而是能
夠統合一切以發揮整體功效的都市基礎建設。　　亞洲各都市的人口及樣貌是相當多樣化的。我們要
開發同時能夠因應小村落與大都市的統馭系統，並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設計，使對應都市特性的基礎
建設得以套用。接著，再將這個新的都市基礎建設培育成為下一個日本的出口產業。　　事實上，我
準備了一個平台來展開這項計劃，細節將於書中本文說明。　　以個人為主角的「用戶型創新
（end-user innovation）」時代　　這個構想從日本的「列島改造」開始。首先，必須在日本建立模範
都市。例如，在地方建設融合環境生態的城市如何？如此一來，不但推動了地方重建，同時更可能是
一個藉由擴大內需促進日本整體復甦的引信。　　當然，這個構想的實現必須仰賴政官民學各界相互
協調，稱職扮演好各自的角色。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有必要重整既有的行政、經濟、法律、教育
等結構，因為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將被現行的規則、因襲的慣例束縛得動彈不得。　　今天，世界上
有兩個現象同時發生。　　在美國，有通用汽車（GM）所象徵的大規模政府干預；而在歐洲，為了
克服已經發生以及未來即將發生的財政危機，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吃重。說起來就是所謂的大
政府。　　另一方面，有一個名詞叫做「用戶型創新（end-user innovation）」，這是一個由使用者、
消費者等個人所帶來的革新。以搜索引擎為事業起點而成為全球化企業的Google，便是藉由引出各個
網路使用者的潛在需求來擴張其商業版圖。而提供影片分享服務的YouTube，其輩出之人才亦為無組
織力、資金能力、也未與音樂界簽約的個人。　　新時代的新價值由個人來創造，這是一股與「大政
府」、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時代的大眾傳媒、大量行銷完全逆道而行的潮流。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這兩種現象的同時發生，表明了現在正值時代的轉換期？　　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個人力量相較於
群眾更能產生嶄新價值的時代。　　如同徹底改變流行音樂界的麥可．傑克森一般，有能力改變既有
秩序的人才在各個領域持續出現。　　同時，默默無名的個人藉由超越國家、民族與世代的網絡所串
聯、合奏的協奏曲也衍生出新的靈感、感性與價值觀。　　即將成為歷史轉捩點的現在，也是最刺激
的時代。此時此刻不是我們低潮抑鬱的時候。　　個人的意志是日本大轉換的起點。個人若不帶頭改
變，日本是不會改變的。　　構思新產業的樣貌並採取實際行動，我想這樣改變日本，也希望這能夠
成為思考亞洲新秩序的契機。融於此書的，是我個人這樣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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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大轉變─SONY前董事》

内容概要

出井上任前三年，成功將索尼轉虧為盈，索尼每年營業額有一兆日圓的成長。前SONY總裁 出井伸之
花了十年，將索尼營收從四兆日圓帶向七兆日圓，也將索尼從類比視聽科技，帶入數位資訊科技新紀
元。當時，日本經濟泡沫，企業一片哀鴻遍野，索尼是唯一的倖存者。西方媒體、日本媒體趕著將「
最出色CEO」的桂冠戴到出井頭上。《Fortune》雜誌也評出井為亞洲最有氣勢的經營者第二名。
「我喜歡所有和索尼相反的事情，」出井直截了當地說。
別對未來悲觀！
前SONY總裁提案之新時代再生劇本！
台灣前瞻指標人物　推薦您一定要看的未來！～
宏碁集團創辦人、智融集團董事長 施振榮
台灣美學經濟創言人、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李仁芳
從其他層面來觀察現在的日本，會感覺到異常的無力與絕望。
政治與經濟迷失、自殺者每年超過三萬人、憂鬱症患者急增。
坊間充斥著「日本今後在經濟上將持續衰退」的悲觀言論，
年輕人對未來失去了希望，而年長者之間對於新社會的隱約不安則持續擴散著。
反過來說，日本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創造新秩序與新規則的絕佳機會。
索尼前董事長、量子突破創辦人 出井伸之，他是領導日本最有價值品牌邁向二十一世紀的CEO，卻也
是最不像日本人的企業家。為了使日本不致被國際視為「不被需要的國家」，出井伸之預言都市的基
礎建設才是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的重點！
以日本大轉換為目標所應立即著手進行的計劃：
◇在日本各地建造將環境生態納入考量的21世紀模範都市。
◇邀請日本基礎建設企業參與計劃，並向亞洲出口「都市基礎建設」。
◇以京都為起點的絲路做為舞台，舉辦環保車賽車活動。
◇以日本的藝人為中心，向世界行銷娛樂產業。
◇整合民間企業的研究所，共同進行基礎的研究開發。
本書從實現「跨越與統合」的流行音樂天王之死，看連結亞洲與美國的核心國家--日本如何重整既有
產業結構並賦予新願景，並將技術能力發揮於亞洲的未來，同時宣告以個人為主角的「用戶型創新
（end-user innovation）」時代即將來臨！

Page 4



《新時代˙大轉變─SONY前董事》

作者简介

作者： 出井伸之
簡介：Quantum Leaps Corporation(日本量子突破公司)代表取締役。SONY諮詢委員會主席。二○○五
年六月自SONY總裁兼集團CEO的職位退休後，二○○六年九月便成立Quantum Leaps Corporation，在
全球展開實現活化產業以及創造新商機、新產業的行動。同時擔任Accenture Japan Ltd、百度（Baido）
、FreeBit Co., Ltd.的外部董事以及美麗森林營造全國促進會代表等。興趣廣泛，對高爾夫球、歌劇、
紅酒等尤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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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時代正值大轉換期
實現「跨越與統合」的流行音樂天王之死
連結亞洲與美國的核心國家、日本
重整既有產業結構並賦予新願景
將技術能力發揮於亞洲的未來
以個人為主角的「用戶型創新（end-user innovation）」時代
第一章 在轉變的世界中
行走沸騰城市?天津
美國與中國商人正穩步進行的金融計畫
以「United States of China」宣示二極時代的北京奧運
向世界展現古代文明到先端技術以及太空開發
人民幣和美元、以金錢結合的生命共同體
中國與印度再度成為世界GDP龍頭
深沉的哀傷將歐巴馬推上總統寶座
社會主義國家美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中國
令人背脊發寒的俄羅斯笑話－野狼與兔子
美國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崩毀
「預支」消費的報應
當民眾回頭擁抱共和黨時，便可覺察美國的「本性」
強有力領導者的消失、毫無規範的世界
抱著分裂火種的歐洲
被強制套用美國的遊戲規則，而在日美經濟戰爭中慘敗的日本
因為身處「敗部」所以遭受的傷害得以降至最小，而歷史將會重演
「隱形刺客」威脅製造業大國日本
在多極化世界中孤立的日本
投資家離去，日本成了「不被需要的國家」
藉由援助小國成為亞洲圈的核心國家
創造融合製造業與金融的資本主義
擺脫保守姿態，抱持危機意識
第二章 日本大改造論
凝聚流行文化最先端菁華的EXILE演唱會
隱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獨有生意模式
將來自日本的娛樂產業推銷到全亞洲
絕對的貧困、食糧?水資源不足⋯⋯隱含著不安定要素的亞洲
亞洲需要一個共通的議論平台
將日本的技術力發揮於基礎建設的整備
通訊基礎建設將成為產業的引信
勿將地球的氣候變動與環境污染混為一談
發揮日本的技術力需要長期的願景
以次世代能源為軸心，建設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化絲路為綠帶
以京都為起點的環保車賽事以及絲路巡迴演唱會
設計因應地球環境變化的都市建設
創造循環都市、江戶的二十一世紀新願景
將日本整體化為「二十一世紀的展示廳」
將生態城市化為出口產業
可對應多樣化都市的基礎建設模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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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向的創投企業由有志向的大企業來栽培
起草促進環境對應型「基礎建設」計劃的基本法案
盡速整備符合時代需求的規則
目前為止的官僚體系已不適用
製造與物流外包─轉型為輕裝備經營
基礎技術由企業間共同開發
教育是對未來的投資
將「日本」的N?J化為「全球」的G
超規格的國家、日本
第三章 發現新日本
壽司店為什麼無法形成連鎖加盟？
事業全球化，口味本土化
即使在香港吃到「三顆星」的美食也覺得無趣
大規模的競爭裡出現警訊
只有在某處才能品嚐得到的珍貴價值
地方上沉睡著尚待挖掘的資源
京都的優勢：封閉保守中帶有接納開放
家元制度形成的統治性
控制生態系的頂端，便可形成穩固的系統
故意提高門檻的「京都模式」發展可能性
對使用者友善的城市?東京
「卡哇伊」「宅」傳遍全世界
產品的轉變：從重視規格到重視企劃
徹底本土化方能打開全球化市場
江戶幕府時期的鎖國政策充滿先見之明
近代化的成果與日本的奇蹟
重新發現日本的優勢
全球憧憬的標的：複雜難解的國度
怎知答案竟在「回首處」
第四章 個人的發想將改變整個社會
Twitter拓展了網路的可能性
因使用者而創新的時代
將比爾蓋茲的「伺服器室」縮小成口袋尺寸
下一波的革命來自掌心
技術革新將改變社會與人們之間的關係
尋求從擴散資訊之中所產生的向心力
現在仍是提供者角度的日本
由上而下的命令只會喪失競爭力而己
正因為與眾不同才能創造新資訊
Youtube時代為個人的知識與創意加值
新經濟人是全球公民
日本應該宣佈「文化國家宣言」
無法測知規模與量的價值
從感質計畫(Qualia-Project)裡誕生價值
二十一世紀正是個人的時代
終章
建築創意發想的「知識碁石」
日本新的訊息力
邁向豐盛的未來，日本即將改變，亞洲也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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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宏碁集團創辦人、智融集團董事長 施振榮　　台灣美學經濟創言人、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
授 李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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