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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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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领导力作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人们对其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学术界对领导力的研究从

未间断。回顾了大量有关领导力的研究文献，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关领导力的定义和内涵的

研究；二是有关领导力开发的研究。以此分类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近年来，伴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同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

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聚焦于领导力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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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领导力的定义和内涵的研究  

（一）领导力的定义 

对领导力的研究源于对领导的研究并以之为基

础。早期的研究者对领导的研究主要针对领导特质、

领导模式、领导行为、领导权变、领导风格等方面

展开，并致力于寻求领导效果的提升。从中不难发

现，学者普遍将领导视作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施加影

响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

研究者们也普遍认同领导活动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

行的。 

与有关领导定义的研究相比，针对领导力的定

义的研究较少。 美国的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把领导力看作是一种对人们的影响力，是一

种获得追随者并使之甘心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奋

斗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吴维库教授认为领导力是一

个边界模糊、定义宽泛的术语,其核心是影响力和获

得追随者。领导力与领导最本质的区别在于，领导

是一个行为或者过程，领导力则是胜任这种行为或

者实现这个过程的能力。2006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

领导力研究”课题组通过对领导的定义导出领导力

的定义为我国学者所推崇，即“领导力是领导者在

特定的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并

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 

（二）领导力的内涵 

纵观西方对领导力认识过程，发现对其研究有

两种取向——个人能力与集体能力。随着神授和血

缘不再是领导者的合法来源，人们对到底哪些特质

使那些领导者成为了领导者这一问题展开了探究。

逐步形成了领导特质理论（Trait Theories），它是

20 世纪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有关领导行为的理论并且

风行一时。该理论试图从卓越的领导者身上发掘出

具有共性的特质（如性格、品质等特征），从而找出

有效领导活动发生的原因。也就是揭示为什么领导

者能够成为领导者，为什么他们具备领导力。亨利

（W.Henry）在 1949 年指出了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

组织能力强、自信心强和思维敏捷等十二种品质。

1954 年吉伯（C.A.Gibb）发现，那些能力非凡的领

导者往往具备智力超群、英俊潇洒和能言善辩等七

项特性。显而易见，这种理论非常贴近个人。 

20 世纪 70 年代，特质领导理论发展为魅力型领

导理论（Charismatic Leadership）。豪斯（Robert 

House）在 1977 年指出，魅力型领导者具有高度自

信、支配他人的倾向和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不移三种

特征。到了 90 年代，本尼斯（W.Bennis）通过对 90

名美国最有成就的领导者进行研究后，指出魅力型

领导者有四种共同的能力。在伯恩斯（Burns）的著

作《Leadership》中，领导者被描述为能够激发追

随者积极性，并帮助其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的个体。

变革型领导进而被定义为领导者通过让下属意识到

自己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激发和拓展下属

的高层次需要，使下属为团队和组织的利益超越个

人利益。这也成为了“变革型领导”作为一种重要

的领导理论的开端。随后 Avolio 在 Bass 等人研究

的基础上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方式概括为理想化影

响力、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四个方

面。通常情况下，具备这些因素的领导者能有效地

激励员工超越个人利益，使之为了团队的目标共同

奋斗。不难看出，此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领导者

个人的特质逐步转移到了领导者所在组织的特质

（即“集体”的特质），以及领导者如何在特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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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处理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

后产生的一些领导理论流派认为组织中的任何成员

都有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下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分权式领导理论流派和学习型

组织等流派的领导观更加靠近“集体”这一极。进

入 21 世纪，由于在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挑战时，个

体领导者越发显得能力有限；随之，理论界中英雄

主义领导理论也备受质疑，对领导力的研究朝着“集

体”的方向继续迈进。 Unl-Bien 认为组织系统中个

人、团体和组织相互依赖，有时领导和追随的边界

可能会被打破，要明确谁起到的作用更关键是很困

难的。Brown 和 Gioia 的研究表明，各类组织广泛

认同组织不仅需要在各个层级拥有能够胜任的个体

领导者，更要将个体联合从而使组织中产生集体的

和联合的领导力。这是一种组织整体层面上的集体

能力而非个体能力。 

二、有关领导力开发的研究 

相对于领导力定义和内涵方面的研究，如今更

多的学者关注的是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提升组织

中的某种领导力，进而对组织绩效的提升和组织目

标的实现提供指导。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有关全球领导力的研

究持续受到关注。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全球领导力对

全球化组织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全

球领导力的构成对全球领导力的开发颇具意义。

1999年Gessner和 Arnold把领导者们创造理想的全

球化组织的能力定义为全球领导力。2003 年 Dorfman

将全球领导力定义为一种跨越地理和文化边界的影

响力，并强调：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全球化事务；

其来源并不局限于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能力，

还包括团队以及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中的个体成

员和团队都有可能施加这种影响。在企业里培养全

球领导者，除了提升个人能力，更关键的是个人能

否适应企业整体战略、组织构架以及企业的发展阶

段(Boudreau、Ramstad 和 Dowling，2003)。同时，

个人、企业和相关背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验学

习和文化适应能力构成了全球领导力的要前提

(Deal、Leslie、Dalton 和 Ernst，2003)。2003 年

Mobley 和 Dorfman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

全球领导力和培养全球领导者的基本观点：卓越的

全球领导能力是一种神秘而复杂的现象，加之各国

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培养全球领导力没有普遍适用

的方法和策略。为了培养全球领导者需要投入巨大

的资源和精力，同时全球领导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和

学习能力是极为关键的因素。对于急需向外扩张的

中国企业而言，提升全球化领导力是其成功“走出

去”的重要保证。 

我国学者邓汉惠和黎金荣在 2011 年创造性地提

出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一线管理者领导力权

变模型，并针对处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一线

管理者提出了相应的领导力开发方法和路径。当企

业成熟度提高并迈入更高发展阶段的同时，一线管

理者领导力重心将会从权力性影响力向非权力性影

响力过度。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领导过程中的

客体——被领导者，他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

就是彼得·德鲁克定义的“知识型员工”，而他们在

诸多方面显著区别于旧工业时代型员。作为现在的

领导者，不仅要通过对知识型员工施加影响来完成

企业的目标，也要学会如何去适应知识型员工的新

特点和新变化。领导者影响和适应知识型员工的能

力是其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并且在领导者和被领导

者的这种良性互动中，能够进一步提升的其领导力。

霍国庆等人（2011）基于知识型员工特征对我国 CEO

的领导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善于塑造多元文化、

吸引和影响员工以及授权管理的 CEO 一般能够产

生更高的企业绩效，因而也具有更强的领导力。 

关于领导力开发，西方相关研究文献中引用率

最高的是创新领导中心（即 CCL）的观点和学者 Day

的观点。CCL 认为领导者发展是领导力发展的一个方

面，培养那些具有较高潜能的领导者和增加后备领

导人才储备，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组织的领导

能力。组织不仅要发展个人的领导能力，也必须发

展集体领导能力。强化个体之间的以及组织内部各

团队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使组织成员跨越组织界

限，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方式更加高效地工。与 CCL

的观点基本一致，Day 把个人领导力的发展称为领导

者发展，他认为领导者发展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而

领导力发展是社会资本的增加，在个体之间网络型

关系基础上，密切合作与强化资源互换。随后 Day

又将领导力发展视为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第一个

层次是领导者个人发展；第二个层次涉及领导者与

追随者、同级及上司的关系；第三个层次则关系到

组织文化。Day 的论述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认

同，一些学者以此为基础又进行了拓展。比如,2004

年 O’Connor 等人提出，领导力发展有赖于人力资

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这三种资本的发展。2007

年 Bartol 等人认为领导力发展涉及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和系统资本三种资本的发展。不难看出，这两

位学者的观点与 Day 的阐述其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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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领导理论历经百年发展，有关领导力定义的认

识已经基本一致；领导力的内涵不断丰富;对领导力

开发的方法和路径，主流认识呈现从“领导者个人

特质和能力”向“集体特质和能力”演进的趋势。 

诚然，学者们对领导力的提升需要在三个层次

上做出努力已经形成共识，脱胎于领导者能力发展

的组织领导力发展得以强化。但大家更多关注的仍

然是领导者，针对影响力日益凸显的被领导者的研

究尚显不足。领导者对领导力的形成以及组织目标

实现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面对当今组织环境中呈

现的新特点和领导者的新变化（如，全球化的深化，

和谐管理的需求，知识型领导者和同事的特点），被

领导者应当如何调整适应组织环境，需要在哪些方

面有所提高，以及同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应当如

何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关注的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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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ership as a magic power, people have always had a keen interest in it, and academic study of 
leadership has never stopped. Reviewed abundant study about leadership,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two 
categories: 1, the study about definition and meaning of leadership; 2, the study abou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leadership level of Chinese business manager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compared with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The study focused on leadership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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