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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探討老子《道德經》領導思想之現代意涵，具體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領導基本概念與西方領導理論之發展概

況。 二、探討東方領導觀點與中國式領導之思想概念。 三、探討系統理論觀點與老子《道德經》太極思想之異同。 四、

探討老子《道德經》思想的領導概念之現代意涵。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各級領導者之參考。 為達成

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蒐集與老子思想領導概念有關的書籍、期刊及論文，並進行理解與詮釋

，以形成本研究之老子思想領導概念的基本架構。經研究分析整理，老子《道德經》領導思想之現代意涵，提出下列結果

： 「領導的哲學」- 道法自然；無為而治。 「領導者的特質」- 高尚人格特質；致虛守靜，務本返本；恭敬謙卑；有同理

心； 見微知著，靈活應變；見素抱樸，輕利寡欲；胸襟寬闊，超越自我。 「領導的方法」- 知人善任；授權與順勢權變；

尊重民意與溝通；治大國，若烹小鮮；柔弱勝剛強；反向而行，以退為進；知足知止，功成身退。

關鍵詞 : 老子《道德經》、太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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