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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技术和社会变

革日新月异、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等环境因

素的巨大变化迫使组织考虑更好的经营之道。为了

能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组织必须不断地寻

求新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提高组织的绩效。

高绩效组织需要新型的领导。在过去工业经济

时代，高绩效主要来源于采用先进的技术及运用管理

技巧的结果。现在，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绩

效组织已很难通过简单地改变组织结构（如采用虚拟

组织形式）来实现，而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

采取有效的行动。表现为对外能识别商业环境的变

化、预见新的商业机遇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内关注

和采取适当的手段激励员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而这些问题都与领导有关。适宜的领

导方式对于提高组织的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领导理论的演进

历史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如何造就一个

有效的领导者及如何有效地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效能

与组织绩效。第一种尝试是了解领导者和非领导者

相比更需要具备哪些人格特质，由此形成了领导特质

理论；第二种尝试是试图根据个体所采取的行为来解

释领导过程，人们称之为领导行为理论或风格理论。

特质论在解释领导行为方面并不成功，而行为风格论

最大的欠缺是缺乏考虑影响领导效能的情景因素，于

是出现的第三种尝试便是运用权变思路来弥补先前

理论的不足。领导权变理论描述了为达到有效的领

导，在不同的情景中领导者所需采取不同的行为模

式。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菲德勒（Fred E. Fiekder）
的权变领导模型，在此模型中上下级关系首次被作为

一个重要的情景因素来加以考察。但由于人们通常

将上下级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上下级之间在情感上的

亲密性，是以一种静态的思路去观察思考它与领导效

能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因此，它的有效性在实证方面

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随着上下级关系问题研究的

深入，人们在理论上逐渐地认识到组织情景中的领导

过程是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一种物质、社会利益和心

理交换的动态过程，并且这种交换过程从上下级关系

建立开始（甚至于在招聘面试时）就已开始逐步形成

与发展。因此，现在领导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领

导—成员交换理论，交易型与变革型领导理论等。

（一）领导特质理论

领导特质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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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在个性、社会、生理或智

力因素方面的差异。在 1949 年之前，对领导的研究

主要是力图分析领导人所具备的特征。特质理论认

为领导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就的，希望找出历史上

各个伟人的特征，并假设这些特征会影响到他们的成

就。［1］因此，假如能够成功地找出这些特征，就可以用

这些特征来挑选领导者。但是，总的来说，用领导者

的特征来解释领导行为并不成功，原因是：D并非所

有领导人都具备该理论指出的领导特征，而许多非领

导人也可能具备其中大部分或全部特征； 该理论没

有指明一项特征应该达到多大程度； 许多已完成的

研究对哪些特征是领导应该具备的特征并无一致看

法。总之，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具备某些特征确实能提高领导者成功的可能性，但却

不能证实哪些特征与领导者的成效有关，没有一种特

征是成功的保证。［2］随着领导行为理论的兴起，特征

理论大大丧失了它的可接受性。

（二）领导行为理论

领导行为理论发端于四五十年代。由于在领导

特征论的“矿山”中未能挖掘到有用的东西，研究者们

开始把目光转向具体的领导者的行为身上，希望了解

有效领导者的行为是否有什么独特之处。领导行为

理论与领导特征理论具有不同的实际意义：如果特征

论成立，则提供了一个为组织中的正式领导岗位选拔

“正确”人员的基础；如果行为研究找到了领导者应具

备的一些具体行为特征，则可以通过训练使人们成为

领导者。显然，后一种思想的前景更为光明。典型的

领导行为理论有：

1. 利克特模式

该理论是密执安大学的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和他在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院的同事们 从

1947 年以来对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长达 30 年之久的

研究后得出的结果。［3］他将领导方式分为四类：D专

制权威式； 开明权威式； 协商式； 参与式。利克

特发现那些应用第四种管理方式的管理人员通常取

得更大的成就。

2. 俄亥俄研究

与密执安大学的研究同期，1965 年俄亥俄州立

大学的 R·M·史托格迪尔（Ralph M. Stogdill）和 C·L·
沙特尔（Carroll L. Shartle）通过向组织的领导者发出

“领导行为调查问卷”，归纳出领导行为的两个方面：

D结构纬度（ initiating structure）指的是领导者更愿意

界定和建构自己与下属的角色，以达成组织的目标。

 关怀纬度（consideration）指的是领导者尊重和关心

下属的看法与情感，更愿意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关

系。研究发现，在结构和关怀方面均高的领导者常常

比其他三种类型的领导者（结构低，关怀低，或二者均

低）更能使下属取得高工作绩效和高满意度。

3. 管理方格论

这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 R·R·布莱克（Robert
R. Blake）和 J·S·穆顿（James A. Mouton）在“俄亥俄研

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提出的。［4］其基本思想是，反对在

领导工作中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认为在关心

生产和关心人的两种领导方式之间，可以有多种结合

方式。他们根据关心生产和关心人的不同程度，分为

两个九级的方格（横轴代表关心生产，纵轴代表关心

人），由此形成 81 种具体的领导方式。布莱克和穆顿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9·9 型”风格的管理者工作效果

最佳，因而他们认为应当加强对领导者的培训，并提

出了发展“9·9 型”的管理发展计划的 6 个阶段。

4. 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研究

上面三种观点都是在比较稳定的背景下提出来

的，不能适应当今迅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于是芬兰和

瑞典的研究者们在重新考察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原

始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除了关心生产和关心人二

个纬度，还应该增加第三个纬度，即发展导向（devel-
opment - oriented）。其后的研究者们采用了芬兰和瑞

典的领导者样本，证据有力的支持应该把发展导向的

领导行为作为一个分离和独立的纬度的观点。也就

是说，传统上只重视两类领导行为的观点在 20 世纪

九十年代似乎并不适当。另外，尽管在传统结论中缺

乏确切证据，但也表现出具有发展导向的领导者更令

下属满意，被下属评价为更有领导能力。［5］

总体来说，上述理论主要从领导者对生产的关心

和对人的关心两个纬度，以及上级的控制与下属的参

与的角度对领导行为进行分类研究。这些理论在确

定领导行为类型与群体工作绩效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上仅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行为理论所欠缺的是对影

响成功与失败的情景因素的考虑。在各种不同的情

景中，其领导风格还能同等有效吗？情景变化时，领

导风格也应发生相应变化。遗憾的是，行为理论观点

却未能看到这些情景的变化。

（三）领导权变理论

从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领导理论的研究重点

转向对领导的权变理论的研究。权变理论所关注的

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影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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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领导方式适应的环境条件，其研究的重点是想

要分离出影响领导有效性的情境条件。权变理论的

主要研究成果有：

l. 菲德勒的权变领导模型

第一个综合的权变领导模型是由弗雷德·菲德勒

（Fred E. FieIder）提出的。［6］菲德勒开发了一种工具，

叫做最难共事者问卷（Ieast preferred coworker guestion-
naire，LPC），用以测量个体是任务取向型还是关系取

向型。如果情景要求任务取向型的领导者，而在此岗

位上的却是关系取向型领导者时，要想达到最佳效

果，要么改变情景，要么替换领导者。菲德勒认为领

导风格是与生俱来的，个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风格去

适应环境的变化。另外，菲德勒还分离出 3 项情景因

素：D领导—成员关系：领导者对下属信任、信赖和尊

重的程度； 任务结构：工作任务的程序化程度； 职

位权利：领导者拥有的权力变量的影响程度。菲德勒

通过研究 l200 个工作群体得出结论：任务取向型的

领导者在非常有利的情景和非常不利的情景下工作

更有利。菲德勒理论的最主要观点是应寻求领导者

与情景之间的匹配。

2. 路径目标理论

路径 目 标 理 论 是 由 罗 伯 特·豪 斯（Robert J .
House）开发的一种领导权变模型。［7］该理论认为，领

导者的工作是帮助下属达到他们的目标，并提供必要

的指导和支持以确保下属的目标与组织或群体的目

标一致。按照路径目标理论，领导者的行为被下属接

受的程度取决于下属将这种行为视为获得满足的即

时源泉还是作为未来获得满足的手段。领导行为的

激励作用在于：第一，它使下属的需要与有效的工作

绩效联系在一起；第二，它提供了有效的工作绩效所

必须的指导、支持和奖励。豪斯进一步将领导行为分

为D指令型领导：让下属知道期望于他们的是什么以

及完成工作的时间安排，并对如何完成任务给出具体

指导； 扶持型领导：表现出对下属需求的关怀； 参

与型领导：与下属共同磋商，并在决策之前充分考虑

下属的建议；@成就主导型领导：设置有挑战性的目

标，并期望下属发挥其最佳水平。该理论建议一个成

功的领导者应调节自己的领导行为以适应各种环境

的需要。

3. 领导者参与模型

领导者参与模型（Leader participation modeI）是弗

罗姆（V.Vroom）和耶顿（P.Yetton）于 l973 年提出的一

种新的权变领导理论。［8］该理论的特点在于把领导方

式同职工参与决策联系起来，按照职工参与决策的不

同程度，将领导方式分为五种类型，而有效的领导者

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领导方式（见下表）。

领导方式
领导者鼓励下属

参与决策的程度

Al 领导者利用他们认为有用的信息，由其自己

直接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
l（低）

A2 领导者从下属那里取得必要的信息，然后由

他们自己来做出解决问题的决策。
2

Cl 领导者与有关个别下属共同来研究问题，听

取他们的意见或建议，但决策时可能受到或不受

到下属的影响。

3

C2 领导者把问题分别给其下属，收集和听取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决策时，可考虑或不考虑下属

的建议。

4

G 领导者与其下属共同组成解决问题的群体，共

同提出和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取得解决问题的

一致意见。

5（高）

领导者参与模型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环境变量，

即决策质量和决策可接受程度。决策质量涉及到决

策对群体工作质量的影响程度。而决策的可接受程

度是指为有效地实施决策需要职工赞成的程度。为

了帮助领导者决定采用何种决策方式，弗罗姆和耶顿

设计了一种决策程序图———“决策树”以引导领导者

按照决策树所提示的方案来选择决策方式。

（四）现代领导理论

随着领导理论研究的深入，最近二三十年领导理

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其典型代表是：

l. 领 导—成 员 交 换 理 论（Leader - member EX-
change Theory，简称 LMX 理论）

该理论针对领导者由于时间有限，因而会以不同

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下属。领导者在与某一下属进行

交流的初期，便会暗自以下属的能力和相互协调性来

决定下属应属于圈内人士（internaIs）或圈外人士（eX-
ternaIs），并与下属中的一小部分人建立相对稳固不变

的特殊关系。成为圈内人士的下属往往受到信任，得

到领导更多的关照，也更可能享有特权；而其他下属

则成为圈外人士，他们占用领导时间较少，获得满意

的奖励机会也较少，他们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只仅仅局

限于正式的权力系统范围内。［9］

可以看出 LMX 理论有别于传统的领导理论。传

统的领导理论几乎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领导者以同

样方式对待所有下属。而事实上，人们能体会到在现

实的组织情境中，领导者对待不同下属的领导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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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非常不同的。另外，尽管一些领导风格理论和领

导权变理论也涉及到上下级关系，但对关系的概念阐

述都比较模糊，最多也就把关系作为一个影响领导成

效的情景因素来处理，而 LMX 理论则比较系统地来

研究上下级关系，而且独特地采用了上下级之间的成

对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并且强调领导者与下属之间

动态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关系对工作绩效和态度

的影响。

2. 交易型与变革型领导理论（TransactionaI Lead-
ers & TransformationaI Leaders）

前面讨论的大多数领导理论，如俄亥俄研究、菲

德勒的权变领导模型、路径目标理论等都是交易型领

导行为，这些领导者通过明确角色和任务要求来指导

或激励下属完成组织目标。巴思（Bass）认为，还有另

一种类型的领导，他们鼓舞下属为了组织的利益而超

越自身利益，从而对下属产生深远的影响。1985 年

巴思正式提出领导的两种类型———交易型领导和变

革型领导。所谓交易型领导，是指领导与下属之间的

关系以一系列的交易和隐含的契约为基础。该类型

的领导以奖赏的方式领导下属，当下属完成特定的任

务后，便 给 予 承 诺 和 奖 赏，整 个 过 程 就 像 一 项 交

易。［10］所谓变革型领导，是指领导者通过改变下属的

动机与价值观，例如提升需要层次、超越自我兴趣等

来促进绩效的提高和整个组织的变革。变革型领导

涉及 4 个维度：领袖魅力、鼓舞动机、个别化关怀和

智力刺激。［11］

应该说将领导行为分为交易型和变革型，为领导

行为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思路。交易型领导着重于绩

效标准、任务和任务导向目标，而变革型领导行为则

强调明确的组织信仰、开放地交流和群体激励、建立

下属自信、分享责任和一起胜利。［12］

3. 魅力型领导理论（Charismatic Leadership）

该理论指当下属观察到上司的某些行为时，会把

它们归因于杰出的领导能力。罗伯特·豪斯认为，魅

力型领导有 3 项特质：第一项特质是有预见（envision-
ing），有很好的洞察力和眼光，订立高的目标，并且积

极行动来让下属学习怎样可以达到这些目标；第二项

特质是充满活力（energizing），以个人对工作的投入、

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信念和表现出高的自信心来推动

下属的工作；第三项特质是赋予下级能力（enabIing），

如表 现 出 对 他 们 的 支 持，了 解 他 们 和 对 他 们 有 信

心。［13］

在最近对领导学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讨论了魅力

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两个概念的关系。主要有 3 种

观点：一种是以 YukI 为代表，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同，

变革型领导可能导致追随者对领导者魅力的知觉程

度降低，因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目标是发展追随者和

授权给追随者，其结果是追随者将更独立，反而不太

可能把领导知觉为有魅力的；［14］第二种是以 Bass 为

代表，认为魅力是变革型领导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

分，追随者对领导魅力的知觉程度有利于变革型领导

行为的成功，魅力型领导行为主要体现在领导和追随

者有共同的愿景，而变革型领导行为更多体现在对追

随者的个别化关怀；最后，在新近的一些研究中达成

共识，认为魅力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间没有什么区

别，将魅力型领导归于变革型领导中，认为变革型领

导行为是对领导魅力这一特征的反映。此外，有研究

人员将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以及愿景型领导的共

同行为分离出来，并详细论述了 7 种具体的领导行

为：t愿景行为；o树立形象；＠授权行为；＠冒风险

和自我牺牲行为；＠智力上的刺激；＠支持性的领导

行为；＠适应性行为。［15］

二、领导方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领导行为与领导方式对组织绩效具有多方面的

影响。

（一）领导方式影响组织的创新活动

许多创新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技术上不成熟，而是

由于对研究开发活动缺乏有效的管理。研究开发活

动通常与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更专业化的个人以及

更高水平的企业内部沟通相联系，因此培育一个具有

创新氛围的组织环境十分必要。良好的组织环境是

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组织环境的建设首先取

决于组织领导者的行为。

研究和经验指出，一个科研组织的发展优势根植

于开放的科研环境和氛围、全力投入的程度、明晰的

期望水准和优异的科研能力表现。这五个要素的生

成都须通过领导带动组织进行持续有效的学习，来充

实和提高成员与组织的内涵，提升组织适应环境变化

的能力。在学习型科研组织中，领导角色类型主要

有：t科研项目设计师：着眼于组织的长远发展，为科

研组织建立科研目标；o解惑的教练：不断解决成员

在科研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讯息的传播者：敏锐察觉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的变

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并及时将信息反馈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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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者：领导者应该深悉员工的需求层次，施以恰

当的激励措施； 授权者：为了留住知识型员工并让

他们在组织中发挥才能，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授权。

在科研组织中，不同的领导方式适用于不同的科

研团队环境。科研团队的发展有一个形成期、发展期

和成熟期的过程，［18］因此，科研团队的领导方式也应

当与科研团队生命周期中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科

研团队的形成期，团队领导负责指导团体成员对团队

的目的、工作方式达成共识，协调团队成员的任务分

配，引导团队成员相互熟悉并相互合作，带领团队成

员制定共同的目标和行为规范。在这一阶段，指导式

领导比其他领导方式具有较高的成员满意度和工作

成效。在科研团队的发展期，是团队成员对团队角色

和工作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工作方法

和共同的目标不断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团队

成员基本形成了共同的心智模式和行为规范，团队成

员需要支持与鼓励来实践共同的工作和克服遇到的

困境。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支持式的领导更能塑

造团队合作的氛围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在科研团队

的成熟期，是团队成员真正发挥团队智慧的时期。在

这个时期，团队已经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互动模

式，团队成员产生了较高的认同感，团队领导主要是

通过制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为成员提供支持来驱

动团队前进。在这个阶段，目标驱动的领导方式更有

助于实现团队持续健康的发展，因为这种领导方式实

现了对团队成员的完全授权和自我管理，团队成员通

过分享领导权力来加强自我领导自我管理的能力。

（二）领导方式影响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应付工作、获得成功等

基本能力的评估。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对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组织的

绩效，而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

素。例如，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个别化关怀提高了对

下属的理解，并增加了对下属不同需要及建议的重视

程度，而这些行为都有利于发展下属的信心和自我效

能感。［19］另外，魅力型领导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绩

效、态度与知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变革型领导通过

表现出有魅力的行为和鼓励性的行为，提高了追随者

对所完成任务的内在价值的认识，也就增加了下属对

任务的卷入水平，从而提高了工作的绩效。［20］Kirk-
patrick 和 Locke 的研究发现变革型和魅力型领导的高

质量的愿景行为对员工态度有积极的影响，包括提高

了员工的自我效能感。［21］Schyns 解释了这一现象，他

认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与领导提供给他们执行任务

的机会、经历以及领导的口头劝说有关，而这些因素

和变革型领导密切相关。［22］Natanovich 和 Eden 则在

一个纵向设计的研究中发现了领导行为和自我效能

感之间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领导行为对自我效能

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3］

为什么员工自我效能感能影响组织的绩效？巴

思（Bass）认为，变革型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自我意识

和自我价值感，促使员工产生超出预期的绩效水平。

因为员工的努力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对领导的承

诺、内部工作动机、发展水平或使命感等驱使他们超

过标准限度的因素。

（三）领导方式影响组织的财务绩效

领导方式对组织的财务绩效有直接的影响。例

如：Steyrer & Mende（1994）研究发现，在银行业，变革

型的管理者比事务型的管理者会获得更多的顾客市

场份额。R.A. S.Koene 等人（2002）研究了变革型领导

行为对组织气候与财务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认

为，具有领袖魅力的变革型领导行为相对于结构维度

和关怀维度的领导行为而言，会对组织财务绩效和组

织气候产生更大的作用。具有领袖魅力的变革型领

导行为，不仅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生产率，也能提

高组织的有效性，加强组织成员间的沟通，激发员工

的创新意愿，从而使他们有更强的责任感，努力提高

工作质量，促进组织财务绩效的提高。HoWeII 和 Avo-
Iio 考察了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对商业团体绩效

的影响，发现当领导行为表现出个别化关怀、智力激

励及领袖魅力时，领导对商业团体目标的实现、绩效

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24］BarIing 等人以加拿大

某地区银行经理为被试对象，领导风格为自变量，下

属的组织行为和财政绩效指标为因变量，其研究结果

进一步扩展了上面的发现，认为变革型领导对财政绩

效会发生影响，并可以改变下属对领导行为的知觉以

及下属的组织行为。［25］

（四）领导方式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

近期对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的研究表明，

“圈内”成员的工作绩效要普遍高于“圈外”成员工作

绩效 20%左右，工作满意感水平则要高出 50%，而且

这种差异已被各种不同的职务类型所证实。［26］这一

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一是“圈内”成员

（高 LMX 关系）通常有更强的组织的公民性行为，乐

于承担一些角色外（extra roIe）的任务，根据 LMX 理

论，他们在完成额外任务时总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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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增强了他们努力工作的动机。二是“圈内”成员

由于有充分而频繁的信息交流，因此有可能从领导者

那里得到更多的起指导作用的、支持性的或解释性的

职务信息，同样地，作为领导者也能从沟通中得到大

量的反馈信息，因此在分享信息方面，双方都会感到

非常满意，因而也就促进了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提

高。相反地，在“圈外”关系情景中，交流机会是有限

的，而且信息传递也比较含糊（经常是通过第三者的

非直接的沟通），由于经常得不到上级及时有效的指

导与激励，势必会影响到下级的工作结果。［27］

除了上述领导方式对赢利性组织绩效的影响外，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领导行为对非赢利性组织绩效

的影响，例如：Koh 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校校长的变革

型领导行为会对学生成绩有间接的作用。［28］而 How-
eII 等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魅力型领导带领下的

学生参与者比在关怀型领导带领下的学生显示出更

高的成绩。［29］

三、简短的结论

一个组织的成功与失败通常与组织的绩效有关，

而组织的绩效可以理解为组织各项机能的成绩、效果

的综合表现，反映了组织实现其目标的程度。在影响

组织绩效的众多因素中，领导方式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因素。通过对领导理论的演进及其与组织绩效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通过改进领

导方式以改善组织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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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adersip Theory and the Effectiveness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PAN Xun - ming
（Soa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I performance is of vitaI importance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Iopment of an organization . A-
mong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Ieadership is undoubtedIy very importance. On the bases of re-
vieWing the deveIopment process of Ieadership theory，this paper anaIyses the effectiveness betWeen Ieadership styI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organizationaI performance； Ieadershi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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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蔡日方、都阳、高文书在《经济研究》2004 年第 9 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尽管通常的计算低估了中国的就业弹

性，但调整后的弹性数值仍属偏低。为什么经济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首先，反周期的宏观经济

政策对解决自然失业是无能为力的；其次，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调节的周期性失业方面，由于宏观

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进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能力大为降低。

因此，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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