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方意见

传承尊重开放讨论的文化
　　外部董事的职责就是利用各自的知识， 站在独立
角度提出建议、完成监督职责，以维持健全有序的经营。
包括外部董事提出问题在内，每次TDK董事会都能得以
在热烈的讨论中进行。
　　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澄田曾提出：“TDK积极采取及早
导入第三方的董事会评估等公司治理强化措施，加深了
董事及执行董事的观念，增强了面向投资者的透明度。”
谈到对董事会的印象时，吉田也提到：“虽然当前存在许
多议题，例如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及全球化的加速等
问题，但董事会仍能从经营和监督的双重层面展开热烈
讨论。”2015年 6月就任的石村曾感叹道：“外部董事及
监事能活用各自的知识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也对TDK的
经营造成巨大影响。”确实，我们也收到了应更加重视积
累至今的尊重开放讨论这一企业文化。

为了成为具备中长期眼光的龙头企业
　　澄田还指出：“在预见未来的基础上不断进化是非
常重要的。虽然在当前的日本企业中，TDK能够采取先
进的工作方案，但今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进化，立志成为
施政改革的龙头企业。”石村表示：“TDK是拥有物质层
面独特技术的特殊电子元件制造商。希望TDK能强化这
一优势，维持差异。”见此，吉田也紧随其后地指出：“在
众多企业提出短期目标时，TDK应带着中长期眼光构筑
接下来的发展战略，这就是未来的TDK所应该具备的姿
态。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确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及TDK
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能够促进中长期投资的机制。”

　　今后，TDK也会积极吸收外部观点，增加能够创造
全新产物的热烈讨论。

外部董事寄语
　　TDK及早明确了经营监督职能的重要性，积极邀请了外部董事的加入。在日本，通过于2015年6月制定《公司
治理准则》等，体现出了我们对外部董事职责的重视。接下来，就请三位外部董事谈谈对TDK今后发展的期待。

外部董事
董事会主席、 
提名咨询委员会

（委员长）

澄田 诚

履历
1954年 1月 6日出生
1980.4 进入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
1996.6 就任 INNOTECH株式会社董事
2005.4 就任该公司专务董事
2005.6 就任 Itaccess株式会社董事
2007.4 就任 INNOTECH株式会社 

执行总裁
2011.6 就任本公司外部监事
2013.4 就任 INNOTECH株式会社 

董事长（现任）
2013.6 辞去本公司外部监事

就任本公司外部董事（现任）
2015.2 就任 INNOTECH FRONTIER, Inc.

董事长（现任）

履历
1958年 8月 20日出生
1984.10 进入 Intel Corporation
1999.10 就任该公司企业服务业务总部 

技术 /OEM企业联盟战略部长
2000.3 就任英特尔株式会社 

通信产品业务总部长
2002.5 就任该公司 

英特尔架构营业统筹总部长
2003.6 就任该公司执行总裁
2004.12 就任 Intel Corporation 

销售营销统筹总部副社长
2012.6 就任 Onkyo株式会社 

外部董事（现任）
2013.2 就任 Gibson Brands,Inc. 

外部董事（现任）
2013.6 就任 CYBERDYNE株式会社 

外部董事（现任）
2013.10 就任英特尔株式会社顾问
2014.6 就任本公司外部董事（现任）
2015.6 就任株式会社 Mamezou 

Holdings外部董事（现任）

履历
1954年 9月 18日出生
1979.4 进入旭硝子株式会社
2006.1 就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2007.1 就任该公司高级执行董事、 

电子与能源业务总部长
2008.3 就任该公司代表董事兼总裁

执行董事 COO
2010.1 就任该公司代表董事兼总裁

执行董事 CEO
2015.1 就任该公司董事长（现任）
2015.6 就任本公司外部董事（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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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明未来的意志
　　TDK的CSR报告每年都在稳步前进。本年度
报告是以2015年提出的企业愿景2035为基础，针
对 2016年 6月就任的石黑社长所提任务做出了明
确表态，更比上一年度的报告增添了积极向上的
意味。 

2. 确立重要议题
　　本年度确立的重要议题是TDK集团将CSR的
体系化提升至一个全新高度的象征，这一点非常
值得评价。步骤 1-4确立过程的公开及海外专家
学者的参加也让这些议题显得更有说服力。对价
值链中各重要议题进行整理，能帮助我们俯瞰整
体情况、明确今后的方向性。 

3. 尊重多样性，培养全球人才
　　每年度的人才培养报告，都能体现出TDK经
营里始终如一的对人才的尊重及全球性要求。其
中，关于IMD培训的描述更是明确表述了参加者
能够获得全球水准的领导力，这一点非常鼓舞人
心。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日本企业的最大议题之
一就是将对人才的社会责任放到全球规模经营
之中时，能否制定全球统一的评价标准，并根据
这一标准进行公平实践。在这一点上，TDK一直
处于先驱者的地位。希望TDK的全球人才管理系
统也能获得更进一步的推广。

4. 作为供应商及采购商的措施
　　在对2014年TDK的CSR报告提出第三方意见
时，我曾提出：“如今，与供应链相关的人权和环
境问题正成为 NGO及相关监管部门强烈关注的
对象。同时，对企业来说，这也是CSR各项目中
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这一点至今未变。未来，
这方面的重要性恐怕只会有增无减。从这个角度
来说，TDK能在外籍员工强制工作成为社会问题

的马来西亚迅速主动地接受CSR监查，并报告其
中出现了EICC的要件——体系调整这一议题，证
明了 TDK对人权问题的重视，这一点值得评价。
此外，增强对主要代工方的CSR监查，公开对有
害物质管理进行了指导，也都是值得鼓励的重要
进步。

5. 制定环境愿景2035
　　受 COP21等国际形势影响，TDK在环境方面
制定了新的环境愿景 2035。也就是说，TDK掌握
了要带着“超长期”眼光处理环境问题这一关键
要素，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6. 今后的议题及期待
　　今后最为重要的议题应该是设定 KPI、执行
PDCA循环活动，这是确立重要议题后必不可少
的步骤。就这点而言下一年度的报告很受期待。
在供应链的人权议题方面，希望TDK能够披露更
加详细的主要代工方监查结果。对冲突矿产的
单独处理存在技术限制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
一。为提升可追溯性，希望TDK也能为创建国际
机制做出贡献。在环境方面，希望TDK能向着“在
2035年前，将从使用周期角度的CO2排放原单位
减半”这一目标不断努力。

　　总的来说，本年度报告内容充实，不愧为迈
向创业 100周年的崭新起点。希望能在下一年度
的报告中，看到本年度的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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