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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理 论 的 心 理 学 研 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完所 陈 龙

近年来
,

心理学对领导理论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

视
,

我国对于领导问题 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学
、

经

济学的探讨
,

从心理学角度对领导所进行的研究尚

属刚刚开始
,

尤其对领导行为评价
、

领 导 的 选

拔
、

领导培训 的工作仅停留在经验阶段
,

有待从理

论上进行研究和提高 本文通过对领导理论的心理

学研究的介绍
,

希望能对读者在工作实践中有所裨

益
。

心理学对领导的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
,

已

由一般的领导发生学研究
,

领导的形态学研究发展
为领导的动态学研究 下面

,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心理学对领导研究的沿革

。

。

领导发生学研完

自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
,

对领导的研究可称为
‘

领导发生学研究
”

这个时期中
,

工业企业
、

行政机

构
、

教育单位的组织系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尤其

在企业中
,

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发生分离而在

许多企业中实行了
“

经理制
’ 。

客观需要对企业领
导的选拔

、

培训及对企业领导职能进行科学而系统

的研究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分别从社会情境中的

个人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对领导者开展了研究

这阶段中
,

心理学家试图运用观察法
、

调查法和实

验法对领导者的个性心理特征进行研究
,

以期找出

能区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心理特质 方

面的差异来
,

从而为选拔领导提供科学的依据
,

所
以这阶段的研究亦可称为

“

领导特质
’

的研究
。

这阶段主要研究成果表明下列因素和变量可能

与领导特质有关

生理因索 包括年龄
、

身高
、

体格 容

貌及其它生理指标等

能力因素 包括智能
、

学历及亏业知识

水平
、

运动技能以及判断力
、

调察能力和创造能力

等
。

性格因素 包括自信力
、

人格统合及适

应性 支配性 内倾一一外倾
、

保守性及对人感受

性等
。

这阶段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但 由于方法

论的局限性
,

使得心理学家自四十年代末起几乎不

再把研究注意力只集中到领导者本人身上
,

而把对

领导者特质的研究纳入更为广阔的领导作用发生的

背景之中
。

领导的形态学研 完

导致领导研究中
“

发生学 向 形态学
’

转

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规模的扩大
,

工人运动的发展
,

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文化水平 日益提高 因此
,

企业

中的管理哲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人的因素
、

被领

导者的因素成了领导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于是对领导的研究不再试图通过寻求

‘

特质
”

来区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而 转 为 通过对领导的

工作职能及其工作行为中特定行为类型进行研究

故又可称为
‘

情境论二
与

‘

领导发生学
’

的假设不同
, ‘

领 导 形 态

单 的假设认为 领导者在行使职权时要充分考虑

到被领导者的接受程度 经过学习和培训领导者可

以成为有效的领导者 而前者的假设则认 为 有 效

的领导者是天生的资质不凡
,

不具备这些
‘

特质
’

的人是没有希望成为有效的领导者的
。

正是这种假
设

,

极大地限制了
“

特质论
’

的发展可能
。

领导形态学研究从研究领导的作风和 职 能 入

手
。

在考虑到被领导者因素和所处环境因素的条件

下
,

领导者应当如何创立和维系一个有效的激励体

系
,

使得领导者既有能力激励下级
,

使他们对达成

组织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 同时又有能力满足下级的

各种需要
,

使得下级不但在组织中工作
,

还要通过

工作获得多种需要 的满足
,

这样的领导者才是称职

而有效的领导者
。

据统计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

中有关领导的理论研究报告和专著有近两千四百份

之多 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
,

可以看出领导形

态学研究的共同特点是

充分注意到了被领导者的因素
,

情境的

因素
。

对企业组织的多种产出变量
,

诸如 生 产

·



领导心理学
·

式 这样
,

就不能说有一种固定 的行为类型总是 和

效的 而应看到这是一种依被领 导者和情境变化 的

影响过程 在领导形态学的研究中
,

情境是领导者行

为的结果表现
,

而在领导动态学 的研究中则不仅考

虑到领导对被领导者和情境的作用
,

而且考虑到工

作情境和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影响作用 管理心理

学 自七十年代以来对领导的研究更注重于决策过穆

和决策方式
,

企业内部信息沟通方式
,

员工参与程度

等的研究 这方面突出的 有
·

的
‘

领导的权变理论
, , 二

·

的领

导方式三因素理论
,

’ ·

的目 标 一

途径理论
, · ·

的决策理论等 这

些理论的特征在于其不但考虑到了领导者和被领导

者行为交互影响的作用 而且考虑到了情境因素影

响的重要性 这就把领导行为看作是应当重视领导

者及被领导者的行为和情境的交互影响的 过 程
,

目口

领导二 领导者
,

被领导者
,

情境

领导动态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式近年来
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工业企业组织的重视

,

领导动态

学研究已涉及到工业企业
、

商业
、

医疗卫生机构
、

军事
、

农业生产集体
、

体育
、

社区
、

家庭等方面

从对这些对象的广泛研究中
,

可以看出
,

领导问题的

普遍性
,

而在对这众多对象的研究中
,

基本上找到

了影响领导过程的共通因素 迄今为止
,

对领导者

研究虽然并未提出一种固定的
‘

最有效
’

的思维方

式 但是以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

最好
”

的

思维方式 强调领导者应当从实际出发
,

对组织的情

境
,

被领导者的状况
,

作出慎密的调查研究之后
,

用动态的方式及时选择各种合宜的领导方式
,

将会

取得更大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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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缺勤率
、

工 作转换率
、

废品率等生产性指标和

企业组织中情境变量如员工 的满意度
,

组织气侯等

作了定量化 的系统测定
,

并将这些指标与领导职能
和领 寻行为做了有关联的分析

,

试图找出领导工作

的成效与这些指标间的关系 并将对领导行为的孤

立的考察和测定
,

推广到组织各层级
,

以此得出数
量化 的

、

更为客观 的结果

各派学 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领导工作的

不同职能的内涵和共通部分
,

总的说来
,

可以看出基

本是分作下级职工 的满意程度和组织目标达成两个
方面

。

至于对领导职能的三分法
,

四分法也一般仅表

现为侧重点不同 如 和 对
这段工作总结中所述

“

领导的职能应能对外部而

言是实现组织 目标
,

对内部而言是能维系和强化组

织本身
,

并依其内外部重要条件采取相应的影响方

式
” 。

这个阶段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心理测量

学 的发展 大量量表的建物
、

常摸
,

以及调查量表
的信度

,

效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为能将领导方

式依职能和风格进行分划
,

各家都制订了较为客观

的
,

适用于企业组织的调查量表
,

许多量表沿 用 迄

今
,

并在新的地区和领域中进行研究 如行政单位

教育
、

军队
、

商业
、

文卫等单位等 据 大
学 的社会研究所统计

,

截止到 年为止
,

总计有

余种有影响的量表在各类企业单位中应用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

发展了各种培
训的方式

。

如组织开发
,

感受性训练
,

目标管理等方

法 正是用这种方法帮助企业领导干部提高了工作

效率
,

推动了生产 据统计
,

美国在 肠的工业企

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对其管理人员进行各种培训
,

余所的管理学院的 都承担了在职干部的轮训

任务 近年来
,

这种培训工作开展得更为广泛和深

入
可以说

,

这个阶段的研究不再草草针对

领导者进行研究
,

而是 引进了领导作用发 生 的 对

象
,

即被领导者因素的影响 作 为 对领导形态的研

究
,

最初对领导行为仅划分为民主型
,

放任型和决断

型的分类方法巳按领导职能进行了重新划分
,

并进

而把领导行为看作是一种过程
,

一种领导者行为与

其下级行为及情境因素交互影响的过程

领导的动态学研 究

领导形态学的研究以其研究方法和丰硕的果实

开阔了人们的思路 对现实管理实践的大量调查和

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 需要有一组确定领导者行为

在不同情境中效率的方法和标准
,

理论上则需要有
一组能处理不同情境的领导能力或方式的概念与模

《新时期领导方法 》

一 书 出 版

由孙明熙
、

原兴义 刘焕岱等同志编写

的《新时代领导方法 》一书
,

最近已由山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
,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该

书是为了适应党校教学和干 部进 修 而 编写

的 全书分十二章近

二十万字
,

中共烟台

市委书记王济夫同志

为该书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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