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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领导效能，目前学术界主要有贡献论、过程论和目标论三

种观点。从一般意义上说，效能是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

有效的、综合的作用和效应。从领导学的角度上理解，是指

领导活动目标及其实现的程度，包括效和能两个部分。领导

效能就是领导者在实施领导活动的过程中，实现领导活动目

标的能力与所获得的领导效率、领导效果、领导效益以及所

引起的组织状态、组织环境与组织关系的有效变化的系统综

合。 在这个系统中，包括的要素主要有：（1）领导能力。

领导能力即领导者的行为能力。它以领导者的身体、心理、

知识、经验等综合素质为基础，是领导者行使领导权力、承

担领导责任、胜任领导工作、完成领导任务所必备的基本条

件。（2）领导目标。领导目标是取得领导效能的前提，它和

取得领导效能的途径领导效率结合起来决定领导效能的大小

。领导目标是领导效能的中心线，实现领导目标的程度是衡

量领导效能的尺子。（3）领导效率。领导效率一般是指领导

者从事领导工作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

之间的比率关系。领导效率主要受领导者的能力、工作态度

、领导环境以及下属的素质与能力等条件的影响。（4）领导

效果。领导效果是领导活动对象化的直接反映，是通过领导

效率所取得的直接结果，是领导效率向领导效益转化的中介

体，领导效益要通过领导效果这个中介才能实现。（5）领导

效益。领导效益是指领导活动的最终效果，带有社会性、公



益性与长远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

、人才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 领导

效能是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要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取得领

导效能中的作用，才能准确地反映领导效能的高低。 2、领

导效能的特点 （1）综合性。领导效能的高低优劣取决于多

种因素，首先包括领导者的自身因素；其次包括领导群体的

因素；再次包括被领导者的自身因素；最后包括领导活动得

以进行的客观环境因素。 （2）社会性。一方面，领导活动

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就使领导效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另一方面，领导活动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最终

目标是为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服务。 （3）历史继承性。 （4

）主观与客观统一性。 （5）动态变化性。一方面领导群体

或个体的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人的

主观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示出

来，因而，领导者在不同的时间其工作效能是有差异的。 

（6）形式多样性。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领导者，其工作结果

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其工作效能的表现形式亦有很大的差

异。在进行效能评价时，应考虑不同类型领导者的特点。 二

、领导效能的类型 1、根据领导效能层次的不同来划分，可

分为宏观领导效能与微观领导效能。 所谓宏观领导效能是指

领导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达成的效能，主要包括政治效能、

经济效能、文化效能和社会效能。 所谓微观领导效能，是指

领导者在领导活动的具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效能，主要包

括决策效能、用人效能、办事效能、时间效能和组织的整体

贡献效能。 2、根据领导效能的性质不同来划分，可分为正



效能与负效能。无论是宏观领导效能还是微观领导效能，都

有正负之分。 三、领导效能理论 成熟的领导效能理论是产生

于现代西方国家的，这其中尤以弗雷德?巴菲德勒在其专著《

领导效能新论》中提出的三种理论最具代表性。其主要内容

包括： 1、封建制领导效能理论 封建制领导效能理论具有的

特征： （1）注重对领导者个人特质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宗

教色彩。 （2）随着领导实践的演进与领导学理论研究的发

展，早期的领导特质理论逐渐遭到质疑，其有效性被否定，

而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探讨有效的领导行为模式则成为理论研

究的重心。 （3）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际关系方法被应用于

领导学的研究之后，领导效能理论的研究也随之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根据下属的参与程度对领导方式加以分类，将领导

方式分为独裁型、民主型与放任型，并进一步认为民主的、

参与的行为可以使下属感到自己的责任，进而提高群体与组

织的整体效能。 总之，封建制领导效能理论作为早期的理论

，既对领导效能理论的整体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又

体现出严重的不足。即它只注重从人的角度，包括从领导者

的个体特质与被领导者的表现，来对领导效能进行研究，却

忽视了组织结构与制度以及组织环境的因素。 2、层峰式领

导效能理论 层峰制主要关心的是组织结构，包括组织的沟通

系统、工作与任务的设计等问题。领导者的职权被控制在一

定范围之内。工作、工作条件、绩效标准和对工作不满的反

映程度都有明确规定。对领导效能的评价是建立在实现组织

目标的客观基础之上的。 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层峰理论中的结

构理论认为，领导效能取决于组织的特性而不取决于组织中

领导者的特性，组织中有各式各样的“领导替代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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