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年龄 事项

1894 0
11月27日作为松下政楠与德枝夫妇的三儿子，出生于和歌山县海草郡
和佐村千旦之木。

1899 4 父亲政楠因大米投机买卖失败，一家移居和歌山市内。

1900 5 次兄病逝。

1901 6
入读和歌山市雄寻常小学（现雄凑小学）。

長兄、二姐相继病逝。

1902 7 父亲政楠独自迁移到大阪，在私立盲哑院任职。

1904 9
雄寻常小学4年级中途退学，單身赴大阪。

在大阪市南区（现中央区）八幡筋的宫田火盆店当学徒。

1905 10 转移到大阪市东区（现中央区）船场堺筋淡路町的五代自行车商会当学徒。

1906 11 父亲政楠病逝。

1910 15
辞掉五代自行车商会的工作，在樱花水泥株式会社当临时搬运工。

进入大阪电灯株式会社成为一名布线见习员工。

1911 16 由布线见习员工晋升为最年轻的工程负责人。

1913 18
进入大阪市关西商工学校夜校预科学习。

母亲德枝病逝。

1914 19 从大阪市关西商工学校夜校本科中途退学。

1915 20 9月4日与19岁的井植梅之夫人结婚。

1916 21 提出改良型插座的实用设计。

1917 22

由工程负责人晋升为最年轻的检查员。

辞掉大阪电灯株式会社的工作。

在大阪市东成郡（现大阪市生野区‧东成区）猪饲野开始插座的制造与销售。

1918 23
3月7日在大阪市北区（现福岛区）西野田大开町创立松下电气
器具制作所。

开始设计、制造和销售改良型连接插头、双灯用插入式插头。

1920 25

制定“M箭号的标记”的公司徽章、商标。

由28名的全体员工组成了步一会（1946年因成立工会而解散）。

开设了东京办事处。

1922 27
大阪市北区（现福岛区）大开町的第一次的总社、工厂竣工，员工达50人。

开始住宿店员制度。

1923 28 设计、出售炮弹型电池自行车灯。

1924 29 首次举办代理店会议。

1925 30 将电池灯的全国销售权与“EXCEL”商标权转让与山本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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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32
设立电热部门，开始电熨斗、电炉等的生产、销售。

首次以 “National”商标发售方型电灯。

1929 34

改称为松下电器制作所。

制定纲领、信条，明确表示松下电器的基本方针。

大阪市此花区（现福岛区）大开町的第二次的总社、工厂竣工。

这一年，受世界性大萧条的影响，松下采取半天工作，将生产减半，在工资全额支付，并
没有解雇任何员工的情况下克服不景气。

1932 37
设置贸易部门，开始经营出口事业。

将5月5日定为公司创业纪念日，举行第一次创业纪念仪式，阐述产业人的使命，将这一年
作为命知元年。

1933 38

实施事业部制。

实施早会及傍晚例会。

大阪府北河内郡门真村（现门真市）第三次的总社、工厂竣工。

制定松下电器应遵奉的五种精神（其后增加为七种精神）。

1934 39 开办松下电器店员养成所，就任所长。

1935 40
将松下电器制作所改组为株式会社，建立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将原来的事业部制改为分社制，设立9个分社及制定“松下电器基本内部规章”。

1940 45
召开第一次经营方针发表会（其后，每年召开）。

松下医院（现松下纪念医院）竣工。

1945 50
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召集干部员工，呼吁通过恢复和平产业来重建祖国。

在8月20日举行了“松下电器全体员工告知”的特别训诫，向他们诉说了要有置身于难局
中的觉悟。

1946 51

松下产业劳动组合（1947年1月改称为松下电器产业劳动组合）成立，主动出席成立仪式
并祝辞。

松下电器及松下幸之助被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指定为财阀家族，受到公职剥夺指定
等七项限制。

全国代理店、松下产业劳动组合开展免除公职剥夺请愿运动。

11月3日创立PHP研究所，任所长。

1947 52 月刊杂志《PHP》创刊。

1949 54

在年初的松下电器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强烈诉说经营危机。

为了企业重建合理化，首次出现自愿退职人员。

这一年，负债10亿日元，被报道为“税金滞纳王”。

1950 55

因财阀指定等各项限制被解除，状况终于得到好转，经营也摆脱危机。

在紧急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发表“在混乱的时代中松下电器是时候重新振作起来了”的经
营再建声明。

恢复事业部制。

PHP的研究活动暂时中止。（于1961年活动重启）

2



年 年龄 事项

1951 56
在年初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诉说了，“松下电器由今天开始再次开业”这样的思想准备的
经营目标。

第一次、第二次赴欧美考察。

1952 57 赴欧洲，与荷兰飞利浦公司达成技术合作协定。

1954 59

与JVC株式会社达成合作协定。

在《文艺春秋》5月号发表“关于观光立国”。

松下电器社内杂志《松风》创刊。

1956 61
在松下电器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发表五年计划。

获颁授“藍綬褒章”。

1957 62
组成 National 店会。

成立 “National Shop” 店制度。

1958 63
获荷兰女王颁发“奥兰治拿骚司令”（Commander in the Order of Orange Nassau）
勋章。

以“发明家松下幸之助”被刊载于《纽约时报》。

1959 64

关西日兰协会成立，就任会长。

设立美国松下电器株式会社。

刊载于伦敦《金融时报》。

1960 65

在松下电器经营方针发表会上表明“5年后实施每周五个工作日制度”。

开办松下电器工学院。

松下幸之助、梅之夫妇访问荷兰。

1961 66

辞去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社长职务，就任会长。

于真真痷重开PHP研究活动。

成为和歌山市名誉市民。

1962 67
作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介绍给全世界。

于真真痷的庭园内建立“根源社”。

1963 68 出席庆祝美国《时代周刊》创社40周年酒会。

1964 69

在热海召开全国销售公司、代理店社长恳谈会。

作为营业本部长的代理，指挥全公司的经营。

开始经营研究会。

在美国《生活》杂志推出“松下幸之助与他的事业”的专集。

成为门真市的首位名誉市民。

1965 70

松下电器实施周双休制。

获授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获颁授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在关西经济界研讨会上发表“水库式经营论”。

1967 72 在松下电器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发出“5年后工资应当超过欧洲”。

1968 73 松下电器历史馆（现松下幸之助历史馆）开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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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73

获颁授“巴西文化功劳勋章”。

举行松下电器创业50周年纪念典礼。

就任发明协会会长。

就任灵山显彰会首任会长。

完成科学与工业先觉者之像。

1970 75

“松下馆”于世博会中展出。

获授勋“一等瑞宝章”。

国际版英文《PHP》创刊。

1971 76
就任财团法人飞鸟保存财团首任理事长。

获颁授庆应义塾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72 77 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勋章。

1973 78
松下电器创业55周年。

辞去松下电器会长职务，就任顾问。对于新任领导班子，传达6项期望，提倡“新生松下”
理念。

1976 81
时隔13年赴美，参加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日本祭巡游。

11月3日适逢PHP研究所创建30周年，诉说达成真正使命的愿望。

1977 82
以小说形式描绘21世纪的日本应有姿态的建议书，《我的梦‧日本的梦‧21世纪的
日本》发刊。（日文原著：私の夢・日本の夢・２１世紀の日本）

1978 83
松下电器创业60周年，于经营方针发表会中提出“60年后进一步发展”的
呼吁。

1979 84

获得和歌山县颁授名誉县民的称号。

获马来西亚颁发“护国领袖”（Panglima Mangku Negara） 勋章及“丹斯里”（Tan 
Sri）爵位。

设立财团法人松下政经塾，就任理事长兼塾长。

1980 85
于4月1日举行财团法人松下政经塾第一期新生入学式。

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副首相邓小平会谈。

1981 86
获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于松下电器本社内的“创业之森”落成。

1983 88

获西班牙政府颁授“大十字章”。(Ecomienda de la Orden del Mérito Civil)

设立财团法人国际科学技术财团，就任会长。

成立思索世界的京都座会，及就任主席。

1986 91 获美国马里兰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87 92
获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获美国太平洋大学颁授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1988 93

设立财团法人松下国际财团，任会长。

设立财团法人松下幸之助花之万博纪念财团。

＊两财团于2010年合并，现为财团法人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

1989 94 于4月27日上午10时6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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