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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领导者应树立的新型领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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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
层”。要做好现代领导者，必须树立起一种全新的领导观，实现领导方式由传统方式向现
代方式的转变。具体说，要树立以下六种新型领导观，实现领导角色的一系列转换。 
1、“无界”的领导观 
以往的领导观认为领导者和群众是有明显界限的，导致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权利、特殊的身
份、显赫的地位。即使在领导班子里，也形成了“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
把手没有真理”的现象，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考虑问题。现代领导观认为，领导者与群众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领导者已不是事事全能的英雄，被领导者也将是知识型的员工，他
们特别需要领导者尊重自己。领导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追随关系，而不是等级关系。而
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说，“领导者——被领导者”二元对立的结构一定会被打破。令
传统领导者梦寐以求的职位、权力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效力，权力和公正、权力和神圣、权
力和正确之间的等式已经被人们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其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起“无界”的领导观，也就是平等的领导观。领导观一旦无界，就是共
同的，就构成共同的愿景，就是双赢的。 
2、“隐性”的领导观 
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把领导分为了四种境界：第一种是“侮之”；第二种是“惧之”；
第三种是“亲而誉之”；第四种是“不知有之”。（1）“侮之恨之”的领导。领导者通过
强迫命令等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实施领导。被领导者虽然当面只好服从，但背地里却咒骂领
导者。这种极为外显的领导造成了上下级的对立，其领导效果是最差的。（2）“惧之敬
之”的领导。领导者所用的暴力手段和权力手段稍微少一些，但仍然是依赖行政命令和惩
罚的方式实施领导。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敬而远之，保持一种畏惧感。这种外显的领导方式
使得领导者很有威严，但实际上领导的绩效甚微。（3）“亲而誉之”的领导。领导者与被
领导者的关系融洽，心理距离和感情距离很近。被领导者感到自己的领导者可亲可敬，当
面背后都赞誉自己的领导者。但是，亲而誉之的领导仍然是一种外显的领导，仍然是领导
者主导着领导活动，被领导者是完全被动的。（4）“不知有之”的领导。这是一种典型的
隐性领导。在领导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被领导者而不是领导者。领导者只是提供服务、
提供支持、提供环境、提供条件，被领导者感觉不到被管理、被引导，然而领导作用却早
已施加到了自己身上。隐性领导的作用就像一个“场”的作用，它是无形的，然而却是非
常有效的。所以，领导者不能充当英雄，而要甘做公仆，不能处处指挥，而要时时服务。
“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反过来也成立，服务就是最好的领导，就是最有效的隐性领
导。 
3、“柔性”的领导观 
过去的领导者往往喜欢靠权力发号施令，靠规章制度来实施控制。现在人们的需求、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下属的素质也明显提高，而且与过去相比，
明显地少了一些狂热，少了一些盲从，少了一些共性，而多了一些理智，多了一些差异，
多了一些个性。因此，再靠硬性的东西显然行不通了。权力最早来源于暴力，后来来自于
财力，现在来自于魅力。这种阻力既包括领导者的知识、品质、能力，更包括领导者的亲
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现代社会表明，现代领导者的人道主义特征更为明显，在人际关
系上麻木不仁，不可能成为成功的领导者。领导者光有才干不行，更要懂得以情感人，以
理服人，学会柔性领导。我们现在一提及“权”，下面多半会加上一个“限”字。“权
限”的意思就是，任何人所拥有的权，实际上都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最好不要乱用权，否
则，有限的权，一下子便用光了。 
4、“互动”的领导观 
领导工作要富有成效，必须既要有领导者的自我激励，又要有被领导者的自我激励，尤其
要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激励才行，大家都发动起来，激励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领导的效能才能够明显提高。所以，现代领导观认为领导的作用是双向的，既要
调动领导者的积极性，又要调动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形成一个合力。现在西方流行一种领
导交易理论，认为领导是一种特殊的交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只有以心换心，相互作用，
才能做好领导工作。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为《未来的领导》一书撰写的序言中
说：“领导者的唯一定义就是其后面有追随者，没有追随者，就不会有领导者。”对于领
导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深刻的，是很有意义的。总之，领导活动的主体是由领导者与
被领导者共同构成的。一项完整的领导活动必须依赖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顺
利展开。领导互动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一旦中断，就意味着
领导作用的中止。 
5、“变革”的领导观 
过去的领导者往往总是过分地强调稳定，一旦组织机构和领导方式形成之后，总不愿意改
变。现代领导观认为领导不是一成不变的，领导需要变革，变革需要领导。领导与变革是
互动的。所以，领导者要有驾驭变革的能力，不能满足于被动地应付发生的变化，应当事
先就有预测和引导变革走向的本领。西方学者之所以在“结构维度”，和“关怀维度”之
外，给领导者加上一个“发展维度”，原因就在于领导者不是以实现既定的任务和表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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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心为依归的。实现组织目标对于领导者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实现组织目标的
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任务的完成、效益的提升、员工需求的满足，更在于要为组织提供一种
变革的力量。所以，“发动变革”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职责，它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始终。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省直分校） (200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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