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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前言

　　本教材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但我认为这种探索和尝试是有价值的，也是读者十
分需要的。　　从管理思想史上看，大部分关于领导问题的探讨是在“管理学”中进行的，或者说是
作为管理学中的一个问题进行论述的，有时“领导”与“管理”也常常是合二为一使用的。这也说明
管理学和领导学有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当代全球知名的领导学大师约翰·科特曾试图对领导和管理
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在其看来，管理者的工作是计划与预算、组织及配置人员、控制并解决问题，
其目的是建立秩序；领导者的工作是确定方向、整合相关者、激励和鼓舞员工，其目的是产生变革，
等等。科特对管理与领导的区分，主要是从二者的不同功能而言的。实际上，这种区分未免显得有些
机械。由于在构成管理的诸多要素中，人总是处于一个中间环节，因而任何一个管理过程，都必然要
涉及领导问题，即上下级关系的处理问题。换言之，人们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总是从管理中的
“人”及其相互关系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的，因而它必然涉及管理的所有其他问题。这正是导致这二者
之间很难进行区分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领导显然在很多方面区别于一般的管理。一个显见的事实
是，虽然任何组织都需要领导，但并不是任何管理者都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既然领导活动是
一种既同管理活动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一般管理的活动，因而我们需要对此进行一番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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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内容概要

《领导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即从多领域视角探讨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
力求客观、准确、透彻和有说服力。领导问题，作为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人们都多有探讨。然而，从当今研究现状来看，作为主流的现代西方领导学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
术层面。这种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员工们为了谋生而工作
，却不一定能认同公司{管理者除了牟利没有更高的企业和生活目标。其实，领导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
一门科学，也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更应是一种哲学。相比较而言，领导科学、领导艺术是经验性和
操作性的研究活动，而领导哲学则是高层次的理论体系，它所关注和指涉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
理念，如各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前提假设和一些基本原则、文化信念和思维方式等。基于此，
《领导哲学》遵循科学和哲学密切结合、中西管理文化相互渗透的原则，对领导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
了一次系统阐释。同时，《领导哲学》在正文叙述过程中，特增设“辅文”，内容包括思想家的生平
、趣闻或一些精彩言论、相关例证等，以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领导哲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大学
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适合大专以上的各种实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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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作者简介

　　王霁，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社会发展
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和教材多部。　　彭新武
，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
才百人工程（第二批）培养人选”。主要从事管理哲学、战略管理、领导哲学、社会发展理论、进化
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80多篇，其
中，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有40多篇。出版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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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书籍目录

绪论上篇 领导者第一章 权力与权威一、领导权力1．领导与权力2．关系视野中的权力3．权力的来源
和类型4．获取权力的途径二、领导权威1．权威不同于权力2．权威的合法性问题3．权威的基础及扩
大三、影响力1．权力与影响2．权力影响力与非权力影响力3．影响力模型第二章 德性与能力一、领
导与德性1．领导德性论的历史流变2．领导德性论的两个视阈二、德性行为1．德性行为的原则2．德
性水平3．德性行为与社会责任三、领导能力1．领导能力及其开发2．组织变革与学习能力的提高3．
创造力及其影响因素四、德性领导和能力领导1．德与能的关系2．能力领导中的道德问题3．道德领导
中的能力问题第三章 心理与性情一、领导的心理之源1．个性2．需要和动机3．价值观和态度二、领
导情绪1．情绪与有效领导2．情绪的控制与调适三、领导沟通1．领导沟通的重要性2．心理优势与双
向沟通3．跨文化沟通第四章 风格与模式一、领导风格的人性论假设1．“经济人”、“社会人”、“
文化人2．X理论、Y理论、“复杂人二、领导风格理论的简要回顾1．领导风格的特质理论2．领导风
格的行为理论3．领导风格的权变理论4．领导风格的其他理论三、领导模式及其改进1．领导模式的经
典维度：任务导向与关系导向2．环境因素与领导模式划分3．领导模式的选择和改进中篇 领导行为第
五章 定法一、领导与定法1．“法”的内涵与作用2．领导的定法行为二、定法原则1．利益均衡原则2
．整体性原则3．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三、定法中的矛盾1．个人定法与集体定法2．进化性定法与
建构性定法3．定法与变法4．定法与守法四、定法的发展趋势1．走向民主化2．追求主动性3．防止制
度异化第六章 决策一、领导与决策1．决策是领导行为的核心2．领导决策的实质二、基于完全理性假
设的决策1．理性的含义与决策的理性假设2．理性决策的一般模式3．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三、基于
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决策1．有限理性的认识2．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3．非理性及直觉决策模式4
．领导决策的合理要求四、危机决策1．危机与危机决策2．领导的危机决策素质3．危机决策的一般原
则第七章 用人一、领导与用人1．领导用人的必要性2．领导行为理论中的用人维度3．人本管理的历
史嬗变二、识人之道1．领导的识人品格2．识人的智慧3．识人的偏见三、用人之道l_领导的用人品
格2．用人的辩证法3．用人的激励原则4．用人的心理误区四、用人理念的发展1．崇尚能力2．追求柔
性3．重视授权第八章 变革一、领导与变革1．组织变革的必然性2．领导变革行为的凸显3．变革型领
导的特征二、变革的力场分析1．变革的外部动力2．变革的内部动力3．变革的阻力三、变革的观念先
导1．从变革信念到变革行为2．组织成员的变革感受及其引导四、变革的整体谋划1．战略变革2．结
构变革3．文化变革4．人员变革下篇 领导思维与艺术第九章 权变方法第十章 和合思维第十一章 无为
之术第十二章 中庸之道第十三章 奇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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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章节摘录

　　绪论　　一、中西领导哲学溯源　　领导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有人类的社会组织
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这种组织的管理。人类社会的这种组织性，决定了人类活动的秩序性、规则性，
导致人类活动的领导与被领导、权威与服从关系的确立。经验证明，要使一个组织发挥其职能，领导
问题始终处于关键部位。　　从历史上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对领导问题都多有论述。
在中国，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教义的诸子百家学说，还是历朝历代涌现出的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统
治的“帝王术”，以及军事将领在战争中的“御将统众”之道，都为我们贡献出极为宝贵的领导智慧
。概而观之，中国传统领导理论大体有两个特点：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一般侧重于治国、为政、治
军；从知识层次上看，则侧重于哲学层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易》的领导哲学、儒家的“
德治”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法家的“法治”理论，兵家的“水无常形”的领导思维等。不胜
枚举，蔚为大观。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中国式领导理论的基本框架。　　《周易》是古代群经之首，
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据考证，《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可以说是周兴商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顺天应人”。“顺天应人”的思想体现在管理者身上，就是说
要顺应天命，合乎人心。统治者能刚柔相济，顺天应人，民众则甘愿为之效劳而置生死于不顾。（2
）“生生之谓易”的权变智慧。《周易》一书的思想核心就是讲变易，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是生命
的特征，也是对事业发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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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哲学》

编辑推荐

　　《领导哲学》遵循科学和哲学密切结合、中西领导文化相互渗透的研究原则，对领导哲学的基本
问题进行了一次系统阐释。《领导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即运用哲学思维从
多学科视角探讨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力求客观、准确、透彻和有说服力。领导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
一门科学或者艺术。而更应是一种哲学。相比较而言。领导科学、领导艺术是经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
。而领导哲学则是高层次的理论体系，它所关注和指涉的是领导学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如研究的前提
假设和基本原则、文化信念和思维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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