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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領導力」之讀後心得 

郭詩妤 

 

 

壹、前言 

現今全球化社會，不管是台灣、日本還是其他歐美國家，尤其在全

球經濟衰退、面臨危機的時代，綜觀各國傑出的領導人，如何能在萬變

的時代中，克服危機開啟領導新格局。他們發揮獨有的領導風格，從組

織管理到願景擘劃，展現出的氣度讓人折服。爰此，日本趨勢管理大師

大前研一針對現代領導人應具備的條件，提出最新、最精闢的見解。 

初見大前研一的著作「新領導力：克服危機時代的領導者條件」時，

被作者的話震撼到： 

 

大前研一一針見血地說： 「無能的領導者是全民的不幸！」 

究竟什麼才是現代領導者應該具備的條件？  

領導者無能，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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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概念不管在政治或是財經領域，都是最重要的課題，因應日

本面對的危機與全球社會趨勢的變遷，大前研一以當今世界各國領導人

的作為為實例，提出了各種優缺點的分析。對於一般人而言，看似領導

與自己毫不相關，但身為團體社會中的一份子，領導者的作為卻與每個

人息息相關，大家更應該學會如何辨識「好的領導人條件」。希望執政

者能重視領導者的培養，尤其是能在責難中找出生機的領航者。 

 

貳、重點歸納 

本書由日本大前研一著作，劉錦秀翻譯，商周出版 2012 年 8 月初版。

著作中闡述以新領導力克服危機時代的領導者條件，「領導力不是天生，

好的領導人應該具備的條件是什麼？每個人都必須瞭解領導人的條件，

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負起嚴格的監督」。 

作者大前研一先生認為「領導能力」，並不是上位者強行把自己的

想法、主張硬塞給部下。領導人不是萬能的，不可能擁有所有的知識。

但是，領導人應該具備擢拔知識、能力在自己之上的人才為部下，並將

它們放在自己身邊，組成對上司的判斷勇於提出異議，且具有組織團隊

的能力。作者希望能夠透過本書，重新思考新領導力。謹依原書架構歸

納內文佳句，並提出心得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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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清現狀「克服危機領導人」的條件 

重點佳句：『發生難以預料的事件而必須面對危機的時候，領導

人要具備「準確的判斷力」和「敏捷的行動力」。』 

心得分享：成功領導者具有目標明確、自信力、判斷力強等特

質，當面對組織困境時，善用分析能力仔細研究問題，然後制定計

畫，當機立斷採取行動，既然有了周密計畫後，就能勇敢果斷地去

執行。避免讓自己處於拿捏不定當中，導致前功盡棄。也因為如此，

領導人透過克服危機的能力讓自己對任何事情往往都能做到駕輕就

熟。 

二、「培育領導能力」之對策 

重點佳句：『有遠見的領導人，高層策略思考與遠見養成，具全

球化的視野，讓組織有元氣。優秀的領導人，會把比自己能力高的

人集合在一起，並讓這些人發揮能力、做出成果。相反的，差勁的

領導人，因為找來的全是能力比自己低，或者是自己比較容易駕駛

的人，往往弄錯了方向性。』 

心得分享：面對愈來愈嚴峻的競爭環境，除了重視外部環境變

化所帶來的威脅和機會，更需重視內部自身擁有獨特的優勢資源，

以形成自己獨有的核心競爭能力。面對全球化的新挑戰，適應快速

變遷的需求，培育擔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服務的中堅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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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確實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大前研一提出一個優秀的經營者，平

常就會把發生麻煩時有助於解決問題的人放在身邊。企業有事、有

危機時，真正需要的，不是用舊常識思考的「以前方光源為指標型」

領導人，而是能夠構想新事物、能為領導人貢獻智慧的新興人才。

領導人每天都會面對許多突發狀況，他們必須負責因應。因此，領

導人必須發揮個人影響力，善用每位部屬的良能，共同創造出有效

的組織。 

三、開啟領導溝通能力 

重點佳句：「如果身為企業領導人的社長、會長有領導能力，就

算部門之間有摩擦，橫向溝通也不會每況愈下。各部門的最高主管

要緊緊挽著彼此的臂膀，引導部下朝著共同目標往前衝。不論是企

業或國家，這就是組織最高指導者必備的領導能力。」 

心得分享：部門間一旦缺乏信任感，加重彼此之間的防禦心，

這時溝通就會有所保留，甚至隱藏一些重要資訊。相反的，若是能

夠誠意互信，讓雙方在溝通時打開心防，部屬間會明白說出自己的

需求與考量，另外跨部門溝通時需重視彼此位階的對等關係，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誤會，以提高合作意願，共同解決問題。 

所以當領導人能充分發揮溝通能力，傾聽部屬意見，正視橫向

溝通重要性，能增強彼此的合作關係為創造共同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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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勾勒領導方向藍圖 

重點佳句：「領導能力到底該具備甚麼樣的具體資源呢?構成領

導能力的要素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願景（Vision），也就是

定方向的能力。國家領袖應該向人民提出長期願景，並匯集大家的

意見讓願景成形。滿足了必要條件之後，人民就會因為有期望而大

幅提高實現的可能性，願景（必要條件）和執行力（充分條件）是

這個組合絕對不可或缺的兩個要件。」 

心得分享：領導者為了帶領整個企業的方向，必須為組織描繪

出適宜且可實現的未來狀態，稱之為願景（Vision）。願景就像佇立

海邊的燈塔般，它的光芒引導著組織成員堅持共同默契與堅持開創

新的目標。 

    共同的願景呈現出未來的藍圖，讓組織的成員能真心喜悅

共同期待，它反映出每個人熱切擁抱的理想，是符合整個組織的需

求，由全體參與者共同治理、共同分享。而且願景必須有修正的過

程，讓所有先前歸納整合的藍圖隨時因組織環境改變而修正。 

 

参、心得啟示 

大前研一強調一個觀念：人生是連續不斷的過程。因此，你每個階

段所採取的策略，都將大幅影響下個階段的表現。換句話說，人生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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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端看自己如何開創，成功是自己造就而成的。評論人的成功與否，不

單是依資質優劣條件，更重要還是要有足夠的毅力、耐力及創新力。 

人常常於責任和藉口之間作抉擇，該選擇責任還是選擇藉口，直接

地表現出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只有認真做好身邊每一件事，才有機會承

擔更重要的責任，而獲得成功。因此好的領導人如何培養、如何塑造、

如何與壓力和諧相處，進一步帶領部屬導向成功，環境與人才特質都是

不可或缺的元素。閱讀本書啟發諸多啟示，如能由建立友善組織、調整

內部氛圍及結合良好的領導人魅力，將能充分發揮施展。分述如下： 

一、 創造友善的環境，發揮軟實力的內涵 

好的學習需要有良好環境的培養，好的環境可以營造出熱情、

活力、創新力的泉源，足以讓人享受其中，培養出好的態度發揮所

長，創造出良善的正向循環。同時也不斷的激發出軟實力的價值，

若能夠正視其無窮的價值性，不論是企業、機關或是國際之間的握

籌，將會因為積極提升軟實力，讓國家影響力大幅提高，是值得思

考的。 

「組織的學習速率可能是維持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每個成員

清楚認知組織目標，藉由持續地學習、思考和創意力來勝過競爭者，

擁有行動效率所需的資訊和技能，以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再配合

整個組織的目標，才能發揮集體的功能。由於學習型組織本身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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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蛻變，學習已被證實為進步的重要因素，要想超越他人，不斷地

學習可能就是更重要的法門了，當競爭力漸趨強大，足以避免被瞬

息萬變的環境所淘汰。 

茲此，公務組織若仍是以被動去推動政策，將慢慢失去其彈性

及效能，惟有主動善用各種管道瞭解民情趨勢，提昇社會氛圍變化

的敏感度，擬定因應措施及微調施政方向，俾利有效組織政府機能、

發展各領域人才效力，提高整體施政效能。 

二、 讓怨力變成動力 

發表不同意見，首先要聆聽不同意見。等你消化這些知識，就

能找到不同的觀點。人總是容易會侷限於執著，往往以自我中心的

態度來看待事情，因此當我們在考慮解決迫近的困難危機時，自利

的方式管理，造成歸功於自己、歸咎於別人念頭總會不自覺出現。

由於這樣認知上的偏誤以及自我感覺良好的催化作用，常常造成是

危機產生的溫床。「要常常嗅一嗅乳酪的氣味，如此你才知道它何時

開始變質」。若能夠及早注意事情的小變化，抓住洞察先機的敏感

度，相對能幫助提早適應即將到來的初變化。因此能掌握先機變化

球，從中模擬預先情境以掌握原則，就算是身在危機四伏的環境當

中，相信自己所能擁有的乳酪，一定如所願留在身邊不會輕易被搬

走的。因此面對困難，要能夠洞察事情原委，將問題變成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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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變成問題解決的一環，相信自己進而全力以赴，抱怨自然停

止。 

三、 成功領導人的魅力 

大前研一指出，成功經理人最大的共通點，就在於「不把自己

視為一個上班族」，並且持續保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因此，他們不曾

被繁重的例行公事所「馴服」，反倒藉機把握機會學習，挖掘出自己

的才能。現今全球化環境瞬息萬變，因應組織全球化，領導人需要

強烈的學習力，要懂得處理衝突管理，以及具有多元的社經背景。

成功領導人具有的多種魅力，足以讓人學習觀摩。 

（一） 謙卑，增加做人的厚度 

「稻穗愈飽滿，腰彎得愈低」、「竹子愈高，竹尾彎得愈

低」這些大自然的道理，正是「謙卑」的重要。因為謙卑，

會讓人常存感恩、居安思危，持續自我精進保持學習的動力，

也會努力改變自己朝好的目標邁進。只是愈在高峰，人愈不

容易察覺謙卑的力量。尤其當人愈在高位，面臨的敵人愈多、

則愈孤單，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愈發懂得謙遜柔軟的身

段。在謙卑之外，若能做到厚道，敞開心胸先一步替人著想，

才真正是跨越做人更高的境界。不管是管理、領導，乃至於

人生真正的成功與圓滿，皆圍繞著「如何做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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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幽默智慧管理，累積成功存摺 

很多研究發現，管理者在專業技術和技巧上，常常與第

一線同仁產生鴻溝。領導人若能彈性管理，引導員工方向，

更能帶領大家的心，牽繫那份初心熱情，自然能夠大幅提昇

組織的向心力，累積成功的脈絡。 

 

當負面壓力紛雜而來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能用智慧與幽默

的詼諧態度，把情緒丟掉，圓滿解決事情。人若用打太極的力量來

調適，有個力量撞過來，能夠先接納它，再用太極的方式順勢拋出

去。達賴喇嘛在全球各地的演說主題，除了佛教教義、西藏問題外，

最常講的就是人生如何追求「更幸福、更快樂」的境界。其中一個

關鍵，便是在遇到困境時，維持平靜清明的心，不受破壞性情緒所

控制。如果能做到這樣，以智慧澄明的的心對待部屬，善用於工作

制度、組織環境中，不僅會是很好的領導者，自然能影響身邊的人，

讓周遭的生活氛圍更顯幸福快樂。   

肆、結語 

萬事千變萬化、危機伺動，人生無永遠的順境，因此更應居安思危，

勇於面對迎面而來的挑戰。而危機通常是扭轉乾坤的契機，考驗我們是

否能以最快的速度，予以評估風險，積極面對考驗，能夠有效處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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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能力來自於平時的訓練及學習，也就是優秀領導力的培養。不論身處

怎樣的環境，我們有意識地努力尋找自己本身及周遭的可能性，當我們

跳脫看待事物的慣性方式時，可視為警醒、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政府機關可視為龐大的運作機器，肩負領導國家的重擔，需有各部

門單位各司其職良善運作。在此大機器運作下的公務員，扮演的角色則

更顯得重要。公務員從事職務之時，更須以當責者正向態度，敞開心胸

勇於溝通，減少個人或部門間的本位主義觀念，有效進行團隊之間協調、

支援合作。而組織領導人挑戰創新、有效地溝通，以行政組織最高利益

為出發點，建立社會民眾之福。身為公務員的我們是國家公權力的執行

者，本持著「將心比心」同理心態度，注入新領導力觀念，持續學習動

力，做為公務人員重要的核心價值，期待為公務組織展開新的創見及願

景！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臺南市下營區公所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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