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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調適性智慧，在變化中游刃有餘？



領導形態的多樣性

領導的本質在於啟發與影響他人共同實現目標，而不同領導風格的必要性則體現

在組織文化差異、團隊成熟度、任務性質多樣以及環境變化迅速等因素上，

要求領導者靈活應對，確保目標達成。

第一部分：轉變中的領袖形態

最優秀的領導者能夠根據情境調整其領導風格



遠見卓識式領導

領導風格概覽(1)

特點：
      清晰願景，激勵他⼈
優勢：

      明確⽅向，⻑期⽬標清晰
劣勢：

      可能忽視短期問題，難以執⾏
適⽤情境：

      組織變⾰，發展規劃

威權式領導

特點：
       集中決策，明確指令
優勢：

       危機時⾼效，⾏動迅速
劣勢：

       抑制創意，可能引起抵觸
適⽤情境：

       緊急情況，新⼿團隊



教練式領導

領導風格概覽(2)

特點：
 發掘潛能，指導成⻑
優勢：
 ⼈才培養，能⼒提升
劣勢：
 耗費時間，需良好關係基礎
適⽤情境：
 團隊發展，技能培養

示範式領導

特點：
 以⾝作則，樹⽴榜樣
優勢：
 明確標準，激勵團隊
劣勢：
 壓⼒⼤，期望過⾼
適⽤情境：
 培訓新⼈，建⽴標準



領導風格概覽(3)

參與式領導

特點：
重視團隊意⾒，⿎勵合作
優勢：

 ⾼質量決策，增強團隊歸屬感
劣勢：

決策較慢，共識難達成

適⽤情境：
複雜問題，專業團隊

民主式領導

特點：
廣納意⾒，共同決策
優勢：

多元觀點，⾼參與度
劣勢：
 效率可能降低，責任分散

適⽤情境：
 需多⻆度思考的問題



變革型領導

領導風格概覽(4)

特點：
      四個I：個⼈化考量、智慧刺激、
啟發性動機、理想化影響⼒
優勢：
 促進創新，⾼度激勵
劣勢：

 耗費精⼒，需持續投⼊
適⽤情境：

 組織轉型，⽂化變⾰



各風格的適用場景
領導風格與組織階段的匹配

創業期：遠見卓識與權威型

成長期：教練式與示範式

成熟期：民主式與參與式

轉型期：變革型



領導 管理

 領導與管理的區別

創造願景與方向

激勵與啟發他人

推動變革與創新

「做正確的事」

執行計劃與程序

組織資源與控制

解決問題與維持秩序

「做事正確」



香港社會變遷概覽

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多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政治制度的演變、經濟結構的

調整、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全球定位的重新調整，這些變化對領導者提出了新

的要求。

第二部分：香港社會新形態



整筆過撥款

資源削減

服務要求日增

社會問責性高

人才流失

開源困難

社福界的挑戰



 信息獲取概覽

信息時代的挑戰包括信息爆炸導致注意力稀缺、真假信息難以分辨，以及

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立加劇，這使得全面獲取信息變得尤為重要。

為了避免局限於單一資訊來源，應建立多元視角並培養批判性思維。

領導者則需具備信息素養，能辨別信息的質量與可靠性，透過多渠道交叉驗

證，並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洞見，以應對現代社會的多變挑戰。

第三部分：掌握時勢



網上平台特點 傳統媒體優勢

網上平台與傳統媒體1.

即時性與廣泛覆蓋

互動性與直接反饋

年輕群體偏好

議題形成速度快

深度分析與專業報導

事實查核與編輯把關

具權威性與公信力

系統性議題探討

透過社交媒體了解輿情動向，利用傳統媒體進行深入分析，

同時培養篩選和判斷信息的能力，避免被過量或錯誤資訊干擾。



2. 跨界別交流

打破思維局限的重要性 香港跨界別合作例子 促進跨界交流的方法

創新常源於跨領域碰撞
複雜問題需多⻆度解決
避免專業盲點

 商界與社福機構的協作模式

學術與產業的創新合作

公私營部⾨合作項⽬

組織跨界別論壇與⼯作坊

參與多元專業網絡

設⽴跨領域合作項⽬

引⼊不同背景的董事會成員



集思廣益

有效的董事會運作

社福機構董事會應營造開放討論氛圍，讓
各委員無懼分享意⾒。主席要特別吸納前
線同⼯和服務對象的聲⾳，集合不同專業
智慧來解決社區複雜問題。

價值判斷
以機構使命為決策指南。在資源有限
下，董事要平衡各⽅需求，確保服務優
次符合核⼼價值，不偏離機構宗旨和社
會責任。

持續學習
社會環境變化迅速，董事須緊貼社會政
策、服務創新和管治要求。通過同業交流
和定期培訓，提升董事會帶領機構應對挑
戰的能⼒。

跨專業參與

結合多元背景的董事，能從不同⻆度分析
問題，制定更全⾯的解決⽅案，提升服務
質素。

良好溝通
與不同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透明溝通建
⽴互信，確保機構能適時回應社區需求，
發揮最⼤社會影響⼒。



董事會與管理運作
管治與管理

互信關係

共同價值觀

合理期望

有效溝通（正式/ 非正式）



不斷變化的環境 困難與挑戰 
NGO管理者的

核心領導角色 

討論框架

資助改革

資助削減

員工士氣下降

財務資源的限制

董事會與管理層

關係的模糊性

管理能力的弱點

人力資源層面

財務資源層面

組織能力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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