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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织文化 第一章 领导行为学基础 第一节 领导理论 领导指

影响电话体、影响他人以达成组织目标的能力。领导有两个

基本特点：①领导必须具有影响力；②领导必须具有指导和

激励能力。领导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组织的正式任命。 一、

早期关于领导的研究 （一）勒温的研究：1、衣阿华大学在

勒温的领导下，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关于领导行为的先驱

研究。2、最初的研究目的是形容儿童攻击行为的模式。每个

俱乐部有三种领导类型：独裁、民主和放任。3、其一般性结

论：不同的领导风格能够在相似的组织中产生不同的反应。 

（二）斯托克蒂尔的研究：1、1948年研究发现，领导者拥有

的特质（8项特质）必须与领导者行使职能的情境相关。该发

现表明：领导不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而是产生于领导者其他

电话体成员的工作关系。这一研究标志着一个新的强调领导

行为和领导情境的领导研究理论的诞生。2、1974年更为恰当

地指出，人格和情境因素都决定着领导。（10项特质） （三

）俄亥俄模式：1、20世纪40年代。2、数据浓缩聚焦到2个维

度上：关怀和创制。3、研究发现，高创制且高度关怀的领导

，比其他类型的领导更能促使员工有高绩效和高工作满意度

。 （四）密歇根模式：1、20世纪40年代。2、2个维度：员工

取向和生产取向。3、研究发现，员工取向的领导风格与团体

高绩效和员工高度满足感相关，生产取向的领导风格则和低

绩效、低满足感相关。该模式支持员工取向的领导作风。 二



、传统的领导理论 （一）领导的特质理论：1、传统特质理

论受托马斯观点的影响，认为，只有先天具备某些特质的人

才可能成为领导。2、特质理论的不足表现在：①忽视了下属

的需要；②忽视了情景因素；③没有区分原因和结果。 （二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理论）：1、格雷恩及其同事指出

：在工作中，“圈里人”比“圈外人”承担更高的工作责任

感，对于其所在部门贡献更多，绩效评估也更高。2、LMX理

论是一个互惠的过程。领导和下属两者都作为个体，通过团

体进行反馈。 （三）权变理论：1、费德勒的权变理论认为

团体绩效取决于领导者与情景因素间是否搭配。2、将领导方

式分为工作取向和人际取向两类。3、情景性的因素分为3个

维度：①领导与下属的关系（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信赖和

尊重程度）；②工作结构（工作程序化、规范化的程度）；

③职权（领导者在调薪、解聘等方面有多大的影响力和权力

）；4、上下级关系好的环境一般适合于工作取向的领导，除

非工作结构低的同时领导职权又小。 （四）路径目标理论

：1、该理论由罗伯特#8226.豪斯提出。2、巴斯提出魅力型领

导只是更广泛的转换型领导的一个成分。（二）转换型领导

理论：1、伯恩斯提出。2、两种类型的领导：交易型和转换

型。3、交易型领导特征：①一致性的奖励；②差错管理（分

为积极和消极两类型）；③放任。4、转换型领导特征：①魅

力；②激励；③智慧型刺激；④个性化关怀。 第二节 领导风

格与技能 一、领导风格 （一）经典研究：1、道格拉

斯&#8226.麦克格雷格的X理论代表了传统权威的管理风格，Y

理论代表了启发式、人性化的管理风格。2、勒温研究分析了

独裁、民主和放任风格的效果；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以员



工为中心的管理者比以生产为中心的管理者更有效；俄亥俄

大学的研究得出领导的两个主要功能：关怀（员工支持型风

格）与创制（任务指导型风格）；特质理论间接涉及了领导

风格；而人性取向、民主和任务驱动的风格在权变理论中扮

演重要角色；路径目标理论依赖于指导、支持、参与和成就

取向的领导风格；魅力型和转换型领导者用组织愿景和“做

正确的事情”来激励下属⋯⋯ （二）管理方格理论：1、在

已有的领导风格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布莱克和默顿的管

理方格理论以及赫塞和布兰查德的生命周期理论。2、管理方

格理论把领导风格画成一个二维坐标方格，纵坐标是“关心

人”，横坐标是“关心任务”。3、方格中有五种基本风格：

①既不关心人，也不关心任务的“无为而治”；②既关心人

，又关心任务（最理想的领导风格）；③“中庸式”领导风

格；④对人极端关注的“乡村俱乐部”领导风格；⑤对任务

极端关注的“任务”领导风格。4、管理者在方格中的位置可

以通过布莱克和默顿的问卷来测定。 （三）生命周期理论（

情境周期理论）：1、作为管理方格理论的扩展，赫塞和布兰

查德认为：影响领导者风格选择的重要因素是下属的成熟程

度。2、成熟度包括工作成熟兜缁巴心理成熟度。3、四种领

导风格：①指导式（高工作，低关系）；②推销式（高工作

，高关系）；③参与式（低工作，高关系）；④授权式（低

工作，低关系）。4、对能力低，意愿低的下属，建议用指导

式；对能力低，意愿高的下属，建议用推销式；对能力高，

意愿低的下属，建议用参与式；对能力高，意愿高的下属，

可用授权式。5、情景理论与其他权变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强调了被领导者，指出对于不同成熟度的员工，应采取不



同形式的领导方式，以求得最佳绩效。 二、领导角色 （一）

领导角色：1、明茨伯格通过直接观察的方法，提出管理者的

三种类型：①人际角色（首脑角色、领导角色、联系人角色

）；②信息角色（监控者、传播者、发言人）；③决策角色

（创业者、处理干扰者、资源分配者、协调人）。2、行为高

度复杂性的领导者，有着完成复杂的有竞争性的角色的能力

，会产生最好的绩效。 （二）领导者的活动：1、领导者的

行为归纳为四种：①日常沟通；②传统的管理（指计划、决

策和监控）；③人力资源管理；④社交活动。2、对于成功的

管理者（晋升速度快），社交活动非常重要，相对来说，人

力资源活动起到的作用最小。但对于组织来说，更需要的是

有效的管理者，有效的管理者主要参加的活动是日常交流和

人力资源管理，相对来说，传统管理活动比例较小，而社交

活动是最少的。3、成功的管理者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和有效

的管理者的行为相吻合，实际上正好截然相反。 三、领导技

能：1、成功的领导依赖于合适的行为、技能和行动，领导者

的三种主要技能是技术技能、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2、管理

层级越高，工作中技术技能所占的比例越小，而概念技能所

占的比例越大。3、技术技能涉及的是事，人际技能关心的是

人，概念技能处理的是观点、思想。 第三节 领导决策 法约尔

和尤维克关心决策的过程；泰勒认为科学的方法是进行决策

的理想途径；巴纳德则指出决策的过程主要是一个缩小选择

范围的过程。 一、决策过程 （一）西蒙的决策阶段：1、智

力活动；2、设计活动；3、选择活动。 （二）明茨伯格的决

策阶段：1、确认阶段；（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对于紧急、严

重的问题，并没有经过非常系统、全面的诊断，而一般的问



题却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2、发展阶段；3、选择阶段。 二

、决策模型 （一）经济理性模型：1、从途径目标意义上分

析，决策完全理性；2、存在完整和一致的偏好系统，使决策

者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3、决策者可以知道所有备

选方案。4、对计算复杂性无限制，通过计算机选择最佳备选

方案。5、概率计算不存在任何困难性。 （二）有限理性模

型：与经济理性模型相比，西蒙的模型同样是理性和最大化

的，但这里的理性受到了限制，决策者以满意为决策终点，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到最大化。所以与经济理性模型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程度上，而非质的差异。 （三）社会模型：心理

对人的决策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决策者坚持错误决策，称

之为投入的增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个：①项目

的特点；②心理决定因素；③社会压力；④组织的决定因素

。 三、决策风格：1、除了决策理性的模型，另一种研究行

为决策的思路是关注管理者在不同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风

格。这些风格可以归纲到两个维度：①价值取向；②模糊耐

受性。2、价值取向是指决策者关心的是任务和技术本身，还

是人和社会的因素。3、模糊耐受性是指测量决策者需要的结

构和控制的程度（低模糊耐受性），以及是否有能力在不确

定的环境中工作（高模糊耐受性）。4、四种不同的决策风格

：①指导型；②分析型；③概念型；④行为型。前两类倾向

于使用独裁的领导风格。5、决策者通常使用多于一种的决策

风格。 四、团体决策： （一）团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比较

：1、团体决策的优点：①信息全面、完整；②选择余地大；

③可以降低错误发生率；④提高对最终决策的认同感；⑤增

加决策的合法性。2、团体决策的缺点：①耗费时间；②团体



压力难以克服；③有时候会有少数人把持的现象发生；④责

任模糊。 （二）团体决策中的特殊现象：1、团体思维（预

防方法：⋯⋯）2、团体极化（预防方法：⋯⋯） （三）团

体决策技术：1、头脑风暴法（具体方法：⋯⋯基础是两条原

则：①迟延评判；②量变酝酿质变。）2、德尔菲技术（具体

方法：⋯⋯）3、具名团体技术（具体方法：⋯⋯）4、阶梯

技术（具体方法：⋯⋯前面三种方法的缺陷有两个方面：①

团体中人们的讨论是否充分；②团体中可能会出现社会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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