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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性质来看，领导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

重性。领导的本质主要是由它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领

导的自然属性 领导的自然属性是指领导活动中的指挥和服从

关系的属性。领导是社会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自然需要。

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

的，它需要领导者以统一的意志来引导、指挥、组织、协调

、监督被领导者的思想、认识和行动。如果没有这种统一意

志的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和服从，就不可能有共

同的社会活动。领导活动中的指挥和服从关系的属性，在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

会等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都同样具有，是各个社会领导活动

的一般的共同的属性。领导的自然属性具有“永恒性”。 （

二）领导的社会属性 领导的社会属性是指由社会生产方式决

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对立或者

一致关系的属性。领导活动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而且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唯物史观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

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规定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和产品分配形式。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集中地表现为

生产过程中的领导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归

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 （三）自然属性与社会

属性的关系 领导的二重属性，并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的领导活

动，而是讲同一领导活动的两个方面的表现，是要说明世界



上并不存在只有单一属性的领导，我们只有在二重属性的统

一中才能把握特定社会的领导关系。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两个方面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不同社

会经济形态中领导的异同和联系有重要意义。我们如果只看

到领导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领导的社会属性，就会把不同

性质的领导活动混为一谈，就会抹煞各种不同性质领导活动

的原则界限；如果仅仅看到领导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领导

的自然属性．就会无法研究和认识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特

点，就会忽视或拒绝吸收我国以往社会和外国的有益的领导

经验、理论和方法等。 领导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社

会属性占着主导的地位，领导的本质主要是由社会属性决定

的。这是因为：（1）领导的社会属性制约着领导的自然属性

。例如，一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领导都具有指挥、协调等自

然属性的形式，但这些自然属性却是通过不同社会形态、不

同领导关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实现

的。（2）社会属性决定着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产生形式。在

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出现，首先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领导与管理者的二重性时，这样指出

：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

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3）社会

属性规定着领导活动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领导所具有的统

一意志和权力的特征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决

定的，领导活动中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也是由领导的社会属

性决定的。或者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意志根本对立的基础上，

权力是用强制和欺骗来维持的；或者这种统一实现了被领导

者的根本利益，它所拥有的权力与自愿服从、民主管理协调



一致。（4）社会属性不受自然属性改变的影响，仍然决定着

领导的实质。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领导过程中，领导方

式的自然属性的形式可以改变，资本家可以不直接进行监督

荣动，而让经理、监工代行指挥，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剥削压

迫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 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是

由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决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新

型关系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者和

被领导者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

经济制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的生

产关系决定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

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是同志式

分工合作的关系，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一方面，各级领导者

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任何特权，他们

是受人民委托而担任领导职务，走上领导岗位的，其根本利

益与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由于分工不同，领导者

肩负着领导、指挥、组织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责任，

他们应当是负责的“公仆”和勤务员。他们来自人民群众又

服务于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向人民群众负

责，同时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的事业和利益，

就是领导者的事业和利益。这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领导

关系。 社会主义的领导关系，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

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

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逐步建立和形成

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已

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同志式的领导关系。这种新型的领导关

系为保证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为建立社会主义



的领导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领导的服务

本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领导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领导的

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社会主义运动

的性质时曾经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

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

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者应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和“社

会本身的负责的勤务员”。毛泽东一贯提倡领导干部要“为

人民服务”。邓小平则明确说“领导就是服务”。这都是对

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领导本质的深刻揭示。 社会主义领

导的本质之所以是服务，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

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是为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而作

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又是为发展生产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服务的。 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决定了领导工作的根本宗

旨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必须落实到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工

作中去；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

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 认清和实现社会主义

领导的服务本质，必须正确处理指挥员和勤务员、主人和公

仆、教育者和学生的关系。西方管理学也讲服务，由于社会

背景不同，它同我们讲的领导的服务本质，在内涵上是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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