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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领导影响力的实质是领导者的心理影响力。
在领导者的成长发展当中，只有胜任才是硬道理。
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责任心与使命感，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持久的忍耐力，就不可能取得成就和成功
。
领导者的行为、态度、目标、激励、需要、动机、个性特点等都是影响领导胜任的关键因素。
    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伦教授(David McClelland)在美国心理科学杂志《American
Psych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测试胜任力而非智力》(Testing如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的论文，在该文中麦克莱伦教授明确提出：“单凭学术能力倾向测验及以知识为内容的测
验并不能预测工作中的高绩效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而一些个人特征和胜任力可以鉴别高绩效者。
”他认为，胜任力是与生活各方面联系着的绩效的组成部分。
胜任力是一系列广泛的特性，只要与成功有关的心理或行为特征都可以看作是胜任力。
领导胜任力“冰山”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将人们所关注的视角从知识经验及技能的显露部分，拓展延
伸到角色、认知、人格特点，以及动机、需要等潜藏的部分，而这部分因素要比显露在水面上的因素
“冰山”更加重要。
从领导者的实践活动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领导者的认知能力、动机需要、人际沟通、角色
协调、态度行为、个性特点等对领导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受胜任力理论观点的启发，围绕胜任力核心要素及其特征解释，构成了本书的章节布局和基本内
容体系。
    胜任领导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领导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技能。
领导将知识与领导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能够运用知识经验帮助解决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样的知
识才是管用的。
优秀的领导者应当是业务熟练、经验丰富、技能卓越的专家型人才，而不是一知半解的人。
但是，在领导工作中，我们也看到，许多技术熟练、业务能力强的专家型领导者并不能够完全胜任，
如果单从实践经验不足方面来解释，似乎有点牵强。
从深层原因来讲，难以胜任的专家型领导者大都缺乏必要的工作魄力和娴熟的人际关系把握能力，有
的在自我认知上存在偏差。
也就是所谓“智商”高的同时，在“情商”、。
“胆商”方面还需要提升。
    从领导影响力上来看，领导胜任需要追随者的信赖与支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群众拥护程度。
领导者不是孤家寡人，领导影响力需要用深厚的情感力量得到下属的鼎力支持配合，没有下属支持参
与的领导行为是软弱乏力的。
领导情景理论也告诉人们：不论任何类型、方式的领导行为，如果缺乏对下属的号召力、影响力都不
可能发生实际效果。
当下属缺乏经验时，导向型的行为方式比较有效；当工作压力大时，就需要支持型的领导方式；当下
属积极主动时，需要参与型的领导；而当工作组织性不强时，就需要目标导向型的行为方式。
因此，对下属特点的了解并采取有效的行为类型是领导能够胜任的重要因素。
    领导胜任需要高度关注组织目标。
目标是旗帜，是前进的方向，没有目  标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领导者的使命感、事业心都是围绕组织发展远大  目标而孕育产生的。
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目标是推进组织创新发展的原始  动力。
没有奋斗目标的组织是一盘散沙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  组织。
组织的奋斗目标与政治信仰直接相关。
如果领导者失去了政治信仰  与政治抱负，领导的政治生命力也必然会终结。
因此，始终关注组织目标，  对组织的无限忠诚、对理想目标的执着坚守是领导者成功的关键品质。
    胜任领导需要很强的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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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所有的组织机构和团队建设当  中，人们都希望领导者充满自信、积极向上、活力四射，能鼓
舞人心、振奋士  气，具有远见卓识和强烈的成就需要。
领导者应当是有自信心的人，是能够  带领组织团队勇于战胜困难走向光明前途的人。
自信是领导者的宝贵品  质，具有自信心的领导者处事果断，讲究效率，具有务实精神，能够把理想
目  标与脚踏实地有效地结合起来。
自信源千白我认知，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能力是建立自信的基本条件。
领导者的自我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领导角色的把握认知，二是对自我价值的准确认知。
这两个方面不仅  影响着领导者的工作激情，还影响领导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胜任领导需要有效激励。
优秀的领导者能够激发他人的工作热情，能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鼓舞下属投身于工作事业当中，能够
以激动人心的奋斗目标号召大家面对未来。
有效激励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激励。
领导者要清楚知道目标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有目标的组织是有希望的组织，有坚定目标的领导者是
有激情的奋斗者。
二是感情激励。
领导与下属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只靠物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融洽和相互的理解
支持。
做到感情激励，领导首先是有感情的人，领导的同情心、包容心、关爱心与下属的感情产生积极互动
，当领导事业受到挫折时候，就不会担心得不到温暖。
三是行为激励。
行为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
领导者必须身先垂范，做出表率。
要严于律己，勇于负责，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优秀的领导者总是在行为上高标准严要求，并通过这种高标准内化为下属的行为准则，成为调动下属
积极性、主动性的重要保障。
    胜任领导需要培育完善良好的性格特征。
在领导者的成长发展中，性格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孤僻多疑、优柔寡断、鲁莽冲动、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自卑懦弱等性格特征上的缺陷是造成领导失
败的重要因素。
为此，在培育和完善领导者的性格特征中，需要重视领导者的身心修炼，要把组织上的要求逐渐变成
领导内心修炼的内容，其中最根本的是自我心理品质上的完善。
领导者的自我认知、情商培育、潜能开发、人际协调、特征评价等都可视为身心修炼的重要话题。
对于这一领域的探讨，将是领导胜任力提升的核心内容。
    应当说，领导胜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如何胜任，本书并不单纯从领导力提升方面予以阐述，
更侧重于从领导心理动力机制上予以探讨。
只有深层心理因素才能解释并说明领导影响力的实质问题。
诚如一只螃蟹在奔跑的时候，大家关注的是八只脚如何灵活协调，两只鳌的强壮有力，多数人很少关
注螃蟹身体内部状况。
如果螃蟹内部器官出了问题或者营养不足，八只脚就很难行走，两只鳌也软弱无力。
我们把八只脚和两只鳌比喻为领导能力的话，那么，决定其是否有力的根本点在于领导心理能量是否
充足，个人心理世界是否健康。
因此，探讨领导胜任心理比单纯考察领导能力更加重要。
正是感悟到这一点，本书把研究的视野聚焦在领导胜任心理诸如动机需要、自我认知、角色把握、沟
通协调及情商培育等重要方面，力求从深层次上揭示领导胜任的内在原因。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选题独到，题材新颖，互相补充，自成体系，提供的知识信息充足，具有可操作
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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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构思设计上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学以致用。
    本书适用于党政干部领导力提升培训及干部自学，也适用于各级各类领导人才培训机构、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及人才测评机构专题培训参考，对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发展自我，取得成就及成功也有帮
助借鉴意义；对于高校科研院从事管理学科、人才学科，以及应用心理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专题研读
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胡月星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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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胜任领导》侧重于从领导心理动力机制上予以探讨，把研究的视野聚焦在领导胜任心理诸如动机需
要、自我认知、角色把握、沟通激励及胜任特征等重要领域，力求从领导心理的角度揭示领导胜任的
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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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能正确决策，巧妙用人，恰当指挥，因此，就需要领导能够指挥若定，“决策于帷
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没有必要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亲力亲为，而是要适当放权
，组织指挥下属去完成工作、解决问题。
 3.行为示范 领导者在组织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他们有着通过语言或行动引起别人相同的思想情感的力
量。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约翰·艾德欧认为：领导就是榜样。
领导者在下属面前要注意树立良好的形象，以此去感召他人。
领导角色的感召性特征表现为领导者既要敏于行、慎于行、善于行，又要时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不断形成自己的人格凝聚力、渗透力、组合力和向心力。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一个与人为善，赢得合作与深受信任，受到好评和爱戴的人，能够协调好各
种关系和各个部门，善于发现、吸引、激励人才。
作为一个领导者，影响团队成员的重要途径就是要理解他人，表现出对他人的敏感性，能够设身处地
地为他人着想，体会他人的心理和处境，恰如其分地做出反应，能够做到学人之长、容人之短、谅人
之过。
 4.个性品质 一是稳定的情绪和心态。
领导者应该保持稳定的情绪和心态，性情平和、冷静自信、具有宽广的胸怀，即使面对危机时也能坐
得住、架得稳，能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泰然处之。
具有预见力。
领导角色情绪稳定才能使他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清醒的思维，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是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开拓创新的激昂气魄。
通用电器商业公司的创始人汤姆斯·J.沃特坦说过，通往成功的路即把你失败的次数增加一倍。
在承受风险和挫折时，领导者必须有勇气去承担责任，有较高的耐挫力，不焦虑、不沮丧、不压抑，
而是用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把失败当成新的起点。
领导角色应该是旗帜鲜明、勇敢果断、迅速行动，用恢弘、激昂的气魄去开拓创新。
 三是乐观、热情。
领导者应该拥有满腔热情、充满活力，在面临困难时要让别人感觉到乐观、自信，在追求组织目标时
要热忱、投入，在对待下属时要发挥热情洋溢的积极作用，与团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莫泊桑曾说过：“人生活在希望之中，希望的烈焰燃烧起来，生活才有意义。
”歌德也曾说：“把生命看得过分严肃，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早晨没有新的快乐，而晚上又没有快乐的希望，生活还有什么价值？
”聪明的领导者能主宰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懂得如何从失意中重新站立起来，领导角色的
乐观情绪也会激发下属对工作的热爱和追求。
 四是强烈的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是高效率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特质，他们力求成功地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高标准、高质量
地追求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就并能对失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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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领导胜任心理，是现代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领导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领导科学理论已经显现出特质、权变、环境、价值和情景及组织文
化诸观点相互整合的基本趋势。
其中，对领导心理及领导行为的探索，始终是领导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关注的中心话题。
胜任力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探索领导成功的深层心理因素比关注环境因素更加诱人，更加富有挑
战性。
领导胜任心理已成为现代领导科学理论创新的热点和难点所在。
近年来，围绕领导胜任力理论其及在实际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国内企业界、党政机关及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研究。
在2009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胜任特征实证研究》中，通过对访谈材料进行
编码分析和问卷调查，首次得出了基层党政干部21个重要心理品质要素和16个核心胜任能力要素。
2010年受国家公务员局委托，我们又开展了《竞争上岗司处科三级公务员胜任特征框架体系及测评方
法研究》重大项目的调查研究，通过对2506份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初步确立了国家公务员通用胜任特
征模型结构。
上述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拓展了领导科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领导胜任心理特征的理
解认识，丰富了领导科学理论成果，课题部分成果已纳入本书内容，并作为重要章节予以介绍。
    在此，首先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纪委书记杨文明，中组部组工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吴瀚飞博士，国家行
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峰教授的悉心指导及学院领导科学团队的关心支
持；真诚-感谢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辛桂梓对作者在Z-南昭通市挂职副市长期间的提携帮助；
尤其感谢昭通市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关心厚爱，两年基层挂职锻炼开阔了视野，磨炼
了意志，增长了见识；同时，感谢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同事和国内领导科学界各位朋友的大力协助
。
此外，还要真诚感谢我的家人在治学之路上的理解、支持与关怀。
书中的许多成果内容来源于大家的智慧与经验，来自于各级各类干部培训班许多领导学员的帮助指教
。
对此，将永远铭记在心，充满感激!    推进科学研究事业需要创新进取精神，更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的执着追求。
多年来在领导科学培训、咨询、研究领域一系列的探索实践，我由衷地感受并深刻体验到领导科学内
涵的博大精深，领导行为的纷繁复杂，领导胜任心理的奥妙无穷。
领导者的成长发展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充满了激情与智慧，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
探索领导胜任心理，展现领导人生这部画卷的丰厚精妙，需要做大量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领
导认知特点及行为规律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会。
本书尽管在胜任心理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许多内容还处于描述状态，许多现实问题还需要认真思考
体会。
面对领导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面对领导干部对领导科学课程的关注热情，我备感从事这一
领域探索研究的责任与使命重大。
大家的热情期待与积极鼓励，为我提供了旺盛持久的精神动力，激励着我更加扎实努力，以期在以后
的岁月里有更多的收获。
    本书作为《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之一，尽管在章节及内容上力求鲜明活泼，相映成趣，引入入
胜，使大家能够一目了然，开卷有益。
但囿于内容构思及体例风格上的局限，有的地方尚显拘谨刻板有余而多彩鲜活不足。
鉴于作者水平能力有限，不到之处，恳请各位领导专家和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胡月星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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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胜任领导》的最大特点是选题独到，题材新颖，视野广阔，文字简练，知识信息内涵丰富，富有启
发性，对深刻认识领导行为特点及其规律，对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及事业成功具有重要的帮助指导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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