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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络的日益普及，使当今中国社会及其内外环境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级领导者（无论是团体、企业，还是政党、政府等机构）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空前的、全方位的挑战
。
全球化和信息化不仅把领导者的活动迅速推到公众面前，而且使得传统的领导经验和领导理论变得不
再那么奏效。
领导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任世人评说。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及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群体及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日
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领导者要实施有效的领导，就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要在领导过程中不断增强包容性，并在领导战略
、领导决策、领导思维以及领导人才的培养、领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变革。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一门新学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时代发展有着迫
切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初，领导科学正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
而今，领导环境、领导实践的变化及提升领导能力的强烈需求，使得深化领导理论研究显得更加迫切
。
领导理论创新要与相应的社会需求相联系，广泛的领导实践则是领导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
众所周知，领导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就在于它能够与时俱进，直面时代的发展变化。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困惑层出不穷，
各级领导者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面，如何从理论上回答与领导活动有关的一系列新问题，帮助领导者
有效地应对社会变化，是领导学研究者应该承担起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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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通过对以往领导学学科体系发展历程及领导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的全面和系统的总结
，使读者对领导学学科形成一种整体性印象。
同时，将侧重于中国领导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热点问题以及带有发展趋势预测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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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领导的含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立场，都会产生对领导的不同理解。
给领导下定义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从以往人们给领导所下的定义看，主要表现为几种倾向性，一是从历史的视角，把领导看成是随着人
类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涵的进程；二是从动态的角度，把领导看成是一个行为过程；三是从行为论和
关系论的角度，把领导看成是一种实施有效影响力的关系；四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把领导视为一种
服务关系。
要穷尽学者们对领导所下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里仅举几例。
　　李成言梳理了西方领导学学派的观点，并借用西方学者的研究，列举了目前存在的11种界定：“
一是领导意味着群体过程的中心；二是领导意味着人格及其影响；三是领导意味着以德服人的艺术；
四是领导意味着影响力的运用；五是领导意味着一种行动或行为；六是领导意味着一种说服的形式；
七是领导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八是领导意味着一种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效果；九是领导意味着一种分
化而来的角色；十是领导意味着结构的创始；十一是领导意味着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观点：“领导是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的，由具体社会系统中的领导主体根据领
导环境和领导客体的实际情况确定本系统的目标和任务，通过示范、说服、命令、竞争和合作等途径
获取和动用各种资源，引导和规范领导客体，实现既定目标、完成共同事业的强效社会工具和行为互
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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