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领导者与组织行为 

1、什么是管理方格论?将这种观点与俄亥俄和密歇根的观点进行对比。 

答：（1）管理方格论指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在 1964年出版的《管理方格》一书中

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倡导用方格图表示和研究领导方式。在纯粹的对生产关心的领导

方式和对人关心的领导方式之间，可以有使二者在不同程度上互相结合的多种领导方式。为

此，他们就企业中的领导方式为题提出了管理方格法，使用自己设计的一张纵轴和横轴各 9

等分的方格图，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企业领导者对人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第 1格表示关心

程度最小，第 9 格表示关心程度最大。全图总共 81 个小方格，分别表示“对生产的关心”

和“对人的关心”这两个基本因素以不同比例结合的领导方式。 

管理方格理论表明：在对生产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这两个因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

突，他们通过有情报根据的自由选择、积极参与、相互信任、开放的沟通、目标和目的、冲

突的解决办法、个人责任、评论、工作活动等 9个方面的比较，认为管理方格定向方式最有

利于企业的绩效。所以，企业领导者应该客观地分析企业内外的各种情况，把自己的领导方

式改造成为 9.9理想型管理方式，以达到最高的效率。 

（2）管理方格论在“关心人”和“关心生产”风格的基础上把领导方式描述为 9.9理想

型管理方式。 

俄亥俄的观点是将领导行为划分为结构维度和关怀维度，在结构和关怀方面均高的领导

者（“高-高型”）常常倾向于比其他三种类型的领导者(低结构，低关怀，或二者均低)更

能给下属带来高工作绩效和高工作满意度。 

    密歇根的观点是将领导行为划分为员工导向和生产导向两类，得出员工导向的领导者与

高群体生产率和高工作满意度联系在一起，而生产导向的领导者则与低群体生产率和低工作

满意度联系在一起。- 

    管理方格论实际上是充分概括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关怀与结构维度以及密歇根大学的

员工工取向和生产取向维度得出的结论。 

2、费德勒的三项权变变量是什么? 

    答：费德勒的权变模型指出，有效的群体绩效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合理匹配：领导者



的风格以及领导者对情境的控制程度。 

    费德勒的三项权变变量是： 

    (1)领导者一成员关系：领导者对下属信任、信赖和尊重的程度。程度越高，领导者的

权力和影响力就越大。 

    (2)任务结构：工作任务的程序化程度(即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对工作任务规定的明确

程度，任务明确、程序化程度高，工作的质量就比较容易控制，每个组织成员的工作职责也

容易描述清楚。 

(3)岗位权力：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变量的影响程度，如聘用、解雇、处罚、晋升和加

薪。一个具有明确的并且相当高的职位权力的领导者比缺乏这种权力的领导者更容易得到他

人的追随。 

3、什么是领导？领导应该具有哪些技能？ 

 答：(1)领导指影响群体、影响他人以达成组织目标的能力。  

  领导有两个基本的特点：首先，领导必须具有影响力，因为领导的基本角色是影响他人

自愿地追求确定的目标。其次，领导必须具有指导和激励能力，也就是说在帮助个体或群体

确认目标以及激励他们达到一定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领导影响力的来源：领导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组织的正式任命，比如，组织中的各层管

理人员的影响力来源于组织的任命，从而具有一定的职权，对员工的行为具有影响力。影响

力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例如具有与工作相关的专门的技能或才能。因此，不仅是管理者

才具有影响力，领导可以从团队或组织中自然产生并发挥作用。例如饭店经验最丰富和最好

的人际技能的服务员可以对其他服务员产生影响力。生产班组中技能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

的员工往往对其他员工有非正式的影响力。 

  (2)领导应该具备的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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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一个人对某种类型的过程或技术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例如，

会计人员、工程师、文字处理人员和工具制造者所学习到的技能。在操作人员和专业人员层

次上，技术技能是工作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员工升职并拥有领导责任后，他们的技

术技能就会显得相对不重要了，作为经理，他们更加依靠下属的技术技能；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基本上不参与他们所管理的技术技能实践。实际上，许多企业的高层领导对企业生产的



技术细节并不熟悉。   

 ②人际技能。人际技能是有效地与他人共事和建立团队合作的能力。组织中任何层次的

领导者都不能逃避人际技能的要求，这是领导行为的重要部分之一。 

  ③概念技能。概念技能是按照模型、框架和广泛关系进行思考的能力，例如长期计划。

在越高的管理职位上，它的作用也就越重要。概念技能处理的是观点、思想，而人际技能关

心的是人，技术技能涉及的则是事。 

领导技能分析表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需要的三种技能的相对比例是不同的。管理层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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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杰

出的部门领导者有时无法胜任副总裁的职位，因为他们的领导技能的结构不适合更高管理职

位的要求，特别是没有增加概念技能。 

4、德鲁克认为，一个有效领导者，必须具备哪些主要习惯? 

    答：德鲁克认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下五项主要习惯： 

    (1)要善于处理和利用自己的时间，把认清楚自己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作为起点，必须    

了解时间是一项限制因素，时间的供给永远没有弹性，时间永远是短缺的。他们记录自己的

时间，管理自己的时间，减少非生产性工作所占用的时间，善于集中自己的零星时间。 

    (2)注重贡献，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他们并非为书而工作，而是为成果而工作。 

    (3)善于发现和用人之所长，包括他们自己的长处、她们上级的长处和下级的长处。 

    (4)能分清工作的主次，集中精力于少数主要的领域，在这少数主要的领域中，如果能

有优秀的成绩就可以产生卓越的成果。 

(5)能作有效的决策，他们知道一项有效的决策必差在“议论纷纷”的基础上做成的判

断，而不是在“众口一词”的基础上做出判断。 

5、总结特质理论所得到的一些结论。 

    答：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即使伟人的历史”。受到这种观点

的影响：早期的心理学家在看待领导问题的时候从特质论人手，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人格

特质与能否成为领导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 

传统的特质理论认为，领导者具有某些特有的特质，这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先天

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才可能成为领导。但心理学家并没有找到一些特质因素总能将领导者和非



领导者，以及成功的领导和失败的领导的特质相区分。这表明如果想找到一组独特的特质来

鉴别成功的领导者的努力是失败的。但研究表明有一些特质，如智慧、支配性、自信、精力、

富有专业知识，是与成功的领导者一致相关的。这说明具备某些特质确实能提高领导者成功

的可能性，但没有一种特质能保证领导者的成功。 

特质理论由于存在以下一些缺陷，所以在解释领导行为方面并不十分成功，它的不足

表现在： 

(1)忽视了下属的需要：具有某种特质的领导可能适合管理某些下属，但不适合管理另

一些下属。 

(2)没有指明各种特质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成功的领导可能需要具备许多特质。但其中

某此特质最为关键。 

    (3)忽视了情境因素：没有考虑到工作的结构性、领导权力的大小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不能解释为什么具有不同特质的领导在各自的组织中都可以工作的非常出色。 

(4)没有区分原因和结果：特质与绩效之间的相关研究并不能解释是因为具有某些特质

才导致成功，还是因为成功才建立了这些特质。例如：虽然研究可以发现丰富的专业知识与

高的管理绩效之间有很好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能表明到底是因为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才获得

了管理的高绩效，还是因为担任管理职位才获得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