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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黑天鵝」與「灰犀牛」成為常態，環境變動往往在瞬息間。在這變動的
年代，企業如何善用敏捷的「看板管理」，以更高效的方法，迅速回應市場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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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生存指南》

• 近幾年，面對快速變動的市場，「敏捷管理」4
個字成為顯學，從Google、亞馬遜㇐路延燒到
各產業，連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看齊，背
後最大推力便是傳統流水線式的管理模式，已
無法應對「唯㇐不變就是改變」的世界。

• 這股「敏捷風」近年吹向台灣，新加坡商鈦坦
科技戰略顧問、台灣敏捷協會理事林裕丞，就
是箇中好手，從成立「Yves黑手阿㇐」部落格
開始，如今成為各大企業的敏捷顧問。



待辦事項應該是「活的」

• 很多公司跑敏捷會使用看板，因為非常簡單好用、且不需要鉅額
投資的管理工具，只要有筆、有便利貼、有白板，80%跑敏捷的
公司都能輕易做到。

• ㇐般來說，看板會有4個區域，第㇐個是「待辦事項」，哪些東
西規劃要做；第二個是「進行中」，哪些工作已經著手進行；第
三個是「待審核」，確認項目做完以後的準確度以及是否符合需
求；最後就是「已完成」的部份，通常以㇐週為㇐個迭代做檢視。



看板有很多不同表現方式，依照自身的需求、工作模式及
進程去做編輯。其實㇐個好的看板，至少要符合三大原則

㇐、活的：
• 什麼叫做活的？前面說到看板上的待辦事項可能有很多，是依照

優先順序排列而來。但隨著時間推移及市場變化，待辦事項也要
進行彈性調整，讓看板處於隨時可以調整的狀態，以符合商業目
標。

二、流動的：
• 很多人會反映看板沒有用，工作事項放了1、2星期，內容都沒有

改變，這就代表看板沒有在流動。㇐個會流動的看板，今天看跟
明天看內容進度是不㇐樣的，其中關鍵在於盡量將工作事項切細，
細到可以看到流動為原則，例如將目標拆解到半天以下，甚至2、
3個小時為單位都沒關係。



三、透明的：
• 透明的看板代表團隊能看到某個項目是誰在做、什麼時候開始做、

什麼時候結束？透明的看板就像溪水，可以看到底下有多少魚在
游，同仁間知道負責人及進度，也更方便補位及協作。



老闆臨時插件怎麼辦？
除了評估插件是否有打亂順位的價值外，可以在看板上建立㇐個「快速通

道」，在快速通道的東西就是插件，大家看到看板就能知道數量有多少。

80%的東西是團隊日常規劃好的，20%或更少的插件數量則是可以允許的。
雖然敏捷歡迎變動，但在㇐個迭代中最好還是盡量把插件數量降低，在下㇐
次迭代再重新排序，才能讓團隊的節奏維持。

畢竟每個人的專注力都是有限的，團隊專注力也是有限的，如果進行中的工
作事項有3、40件，團隊其實就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處理。大家都知道平行處
理㇐件事情，就是所謂多工，其實對工作效率是大打折扣的。

所以看板上通常會有「WIP」（work in progress）限制，就是進行中的工
作事項最好限制在3到5樣以內，滿了就不要再拿工作，先專心把進行中的
工作完成，才知道下㇐步要往哪



敏捷工作小錦囊，讓組織更高效

1. 將卡住的項目放進冰箱：如果有項目在看板上卡住 2、3天，團
隊也不確定如何進行，可以將它從待辦事項移除放入「冰箱」，
讓其他項目先流動。

2. 以「認可決」落實全人參與制： 敏捷團隊中沒有主管的角色，
進行決策時，需要全員同意的共識決經常會拖慢速度，採用「反
對者舉手」且須提出替代方案的認可決，更能達成高效運作。

3. 站立會議不超過15分鐘： 每天針對看板開啟站立會議，確認團
隊成員昨天完成的、以及今天待辦的項目，以及遇到哪些問題需要支
援，以達成團隊協作目的。站立會議不宜過⾧，以10至15分鐘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