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幻 8年 第 2 期 世纪桥
S场 J i Qioa

N o
.

2
,

2 X() 8

( 总第 148 期 ) C七n e耐 N o
.

14 8 )

现代领导体制的变迁与发展

刘永雷
` ,

李 旭
2

( 1
.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

甘肃 兰州 73 0 0 70 ;2
.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甘肃 兰州 73 X() 70

摘要 :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的载体
,

是领导关系的制度化
、

体 系化
,

在领导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

向着科学化的发展方 向演变
。

关健词 :领导体制 ;作用 ; 变迁 ; 发展趋势

领导体制
,

就是指领导系统上下左右之间的权力划分
,

以及实施领导职能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
。

具体地说
,

就是

指领导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行使手中的权力
。

领导活

动总是在一定的领导体制中展开的
。

作为领导活动正式结

构的领导体制
,

是实现领导的工具
,

是领导者实施领导活动

的载体
,

是领导活动的内在机制
,

在领导活动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

一
、

领导体制在现代领导活动中的作用

一个组织要取得领导的成功
,

除了高素质的领导者
、

结构合

理的领导集体外
,

还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体制
。

领导体制是关系

到领导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
,

它的科学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领

导效能
。

领导体制在领导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领导

者个体和群体作用的发挥
,

往往受制于领导体制
。

(一 )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正常进行的制度保障

领导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

在社会化大

生产的今天
,

复杂的领导活动仅靠领导者个人或领导集体是

难以进行的
,

只有建立一定的领导体制
,

把各级各类的领导

机关组织起来
,

形成一个有机的领导工作系统
,

才能保证领

导活动的正常进行
。

如果领导机构没有一定的领导体制为

依托
,

领导行为就无法实现
,

领导作用也就无从发挥
。

因此
,

领导体制是一切领导活动组织
、

协调的枢纽
,

是领导意图
、

作

用实施的物质载体
,

也是领导活动能否正常运行和运行机制

效能高低的客观依据
。

(二 )领导体制是领导者同社会发生联系与作用的合法

化证明

领导体制是领导者同社会发生联系与作用的实体
。

领

导者实施其领导活动既要在一定的微观领导体制内进行
,

又

要同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并发生作用
,

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

必然要求
。

即在对外交往过程中
,

组织总是需要一定的
、

具

体的人代表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发生各种联系
,

包括信

息交流
、

互惠协作
、

关系协调和矛盾处理
,

都要以自身组织为

实体
,

以组织代表的身份出现
。

此时
,

作为代表人的领导者

其代表资格是由领导体制赋予的
,

只有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

受
,

才能代表组织与外界进行交往
。

因此
,

领导体制是领导

者权威合法化的保证
,

是领导者进行有效领导的重要基础
。

( 三 )领导体制是决定领导效能高低的重要变童

任何领导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领导体制内进行的
。

领导

体制作为根本性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

作为领导活动主体

的内在机制
,

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每个领导者
、

领导集团

和工作人员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
、

作用
,

决定着领导结构和

领导方式
。

它对于领导效能的发挥
,

必然起着根本性
、

全局

性
、

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

二
、

现代领导体制的变迁

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
,

领导体制有其发生
、

发展的历史

过程
。

领导体制的变迁与发展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
。

一般说来
,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关系产

生了新的变化
,

领导体制也必然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

在人

类历史上
,

领导体制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几个发展阶段
。

(一 )原始自然式的领导体制

早在原始社会
,

就已经有了领导体制的雏形
,

它是建立

在原始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

原始社会经历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

程
。

其社会组织大体有三个层次
:

氏族是基层组织
,

由几个

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胞族
,

再由几个胞族组成为部落
,

在

部落基础上扩大而形成部落联盟
。

氏族议事会
、

部落议事

会
、

部落联盟议事会构成了原始社会的领导体制
,

氏族的酋

长和军事首领
,

则是原始社会的领导人
。

这种原始民主制

的领导体制
,

实际是一种通过自然组合和依靠习俗调整来维

持的自然领导体制
。

这种领导体制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

状况相适应的
,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分工的发展
,

社会组织也复杂了
,

原来的领导体制就显得不适应了
。

(二 ) 家长制的领导体制

家长制的领导体制是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的领导体制
。

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
,

企业主要以小规模的手工作坊为主
.

生产力水平低
,

社会化程度低
,

所有者和管理者往往融为一

体
,

一切由企业主说了算
。

在家长制的领导体制下
,

大多数

企业领导者缺乏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
,

也缺乏必要的管理知

识
,

领导者凭借自己的地位
、

权力和经验
,

从事领导和管理
,

缺乏民主意识
。

这种最初的企业领导体制形式
,

产生于资本

主义发展初期
,

是与当时生产规模小
,

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

的状况相适应的
,

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

现在主要为

小型独资 (单一制企业 )所采用
。

(三 )
“

硬专家
”

式的领导体制
“

硬专家
”

式领导体制又称经理制领导体制
。

工业革命

后
,

由于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
,

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工
,

同时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
,

劳动生产率提高
,

生产规模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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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
,

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程度 日益提高
,

企业的领导工作

越来越复杂
、

要求也越来越高
,

仅靠企业主个人经验和能力
已不能适应这种组织发展的要求

,

越来越播要专业化的领

导
,

产生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

出现了专门从事经

营管理活动的经理阶层
,

企业的领导者逐步地由企业所有者

转变为职业经理人
。

这些经理人员通常有一些生产技术高

超
、

才能出众
、

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担任
,

形成了以专业经理人

员为核心的管理阶层
,

这就是
“

经理制
” 。

又称为
“

硬专家
”

式的领导体制
。

( 四 )
“

软专家
”

式的领导体制
“

软专家
”

指的是精通管理专业的专门管理人才
。

随着

现代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更

加紧密
,

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
,

分工越来越细
,

组织的规

模越来越大
,

经营管理的作用 日益增大
,

任务越来越重
,

复杂

性越来越强
,

单一精通某一门专业技术的
“

硬专家
”

越来越不

能适应企业领导的要求
。

不言而喻
,

这些
“

硬专家
”

们通晓

技术和业务
,

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

对从事领导工作是有

利的
。

但是他们往往熟悉物而不了解人
,

对本领域的技术

或业务精通
,

但不搜长运筹和谋划
,

缺乏全面的知识和才能
。

所以
,

这种领导虽然工作效率很高
,

但却十分
“

艰苦
” ,

容易

造成全局失误和被业务
、

任务牵着走的被动局面
。

因此
,

企

业迫切摇要具有经营管理专长的职业
“

软专家
”

的领导和管

理
,

这样以经营管理为专长的职业
“

软专家
”

应运而生
,

领导

从管理中逐步独立出来
,

真正意义的领导就是在这个阶段诞

生的
,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

(五 )专家集团式的领导体制

所谓专家集团式的领导体制
,

主要是指一种以
“

软专家
”

为主体包括各方面
“

硬专家
”

组成的领导集团体制
。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

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急剧变化
,

科学技

术与生产结合周期的日益缩短
,

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分

化与高度综合
, “

大企业
” 、 “

大工程
” 、 “

大科学
”

的兴起
,

使领

导与管理的规模与复杂性都急剧增大
,

特别使企业战略决策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

单个的
“

软专家
”
已不能胜任纷繁复杂的

决策和领导工作
,

同时
,

在现代科研机构中
,

随着研究任务的

繁重
、

信息 t 增大
,

个人的领导能力无能为力
。

现在的一个

跨国公司有几万人
、

几十万人
,

实际上等于一个全球性的经

济王国
。

因此
,

很多大企业开始实行改革
,

出现了专家集团

领导
。

这种专家集团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实行集体领导形式
,

成立了蓝事委员会
、

经理委员会等 ;另一

方面
,

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参谋机构
,

诸如
“

智囊团
” 、 “

思想

库
” 、 “

外脑公司
”

等组织
,

这些组织的成员大都占有丰富的

科技资料和历史知识
,

能够为企业的领导决策提供各种可供

选择的方案和科学依据
。

( 六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级领导体制

无论是家长制领导
、

硬专家领导
、

软专家领导还是专家

集团领导
,

从领导体制中决策与管理的结构上看
,

大都属于

集权制
。

但是
,

随着这种集权过多的领导方式已经不适应各

种问题纷至沓来的形势孺要
。

客观上要求在必要的集中领

导下
,

扩大分散领导的权力
。

在 20 世纪 20 一 30 年代
,

一些

国家开始寻求新的领导途径
,

例如美国一些大企业率先提出

了实行
“

集中领导
、

分散管理
”

的
“

事业部制
” ,

主要 目的是将

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分开
,

使经理等公司一级领导摆脱日常

管理事务
,

主要致力于研究和制定各种经营方针
、

政策
,

日常

生产与销售等具体的管理活动则由各个事业部担任
。

这标

志着领导职能从管理职能中全面分离出来
,

这样既增加了决

策的及时性
、

科学性
,

又提高了领导和管理的效率
,

产生了领

导方式的大变革
。

三
、

现代领导体制的发展趋势

任何一种领导体制
,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
,

应当保持其相

对稳定性
,

但是不能永远僵固不变
,

领导体制总是随粉客观

形势变化的需要
,

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体制在领导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

才能更

好地发挥领导的职能
,

才能保证取得领导的总体效果
。

(一 )领导专家化

19 世纪中期以前
,

工业发展初期的企业
,

实行资本家的个

人领导
,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指挥
,

一切由资本家本人说了

算
。

这种领导方式
,

在开始时还很适用
。

但是
,

随着企业规模的

扩大
,

生产技术日益复杂
,

以所有者的资格充当企业领导的领导

体制就难以适应新的状况了
。

19 世纪中期
,

美国出现了经理制
。

这种制度就是实行财产所有权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

老板只东

红利不管业务
,

聘请食薪水的经理人员来领导企业
。

经理制在

实践中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
,

从而得到迅速推广
。

经理制的普

及
,

并不是因为资本家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

而是说明了领导专业

化是企业领导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

自此以后
,

约一百多年来
,

分析领导专家化的总过程
,

又

可看出一些具体的发展阶段
。

大致是
: “

硬专家
”

—
“

软专

家
”

—
“

双学位专家
” 。 “

双学位
”

专家的兴起
,

说明对领导

专家化的要求更高了
。

(二 )领导集团化

二战以后
,

随着技术进步加快
、

企业规摸扩大
、

市场日益

国际化等变化
,

企业领导工作越来越复杂
,

特别是企业战略

等重大决策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
,

光靠专家个人的知

识
、

经验和能力已经不能适应企业领导工作的要求了
。

于是

出现了从个人领导转向专家集团领导的趋势
。

领导集团化
,

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

一种是领导班子实行集体决策
,

另一

种是智囊团
、

思想库等企业领导的参谋
、

咨询机构的兴起和

发展
。

(三 )领导民主化

领导民主化主要是指在领导工作中
,

不仅要注意发挥领

导班子和决策机构的集体智惫
,

而且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吸收

组织成员参加组织的领导工作
,

参与组织决策的讨论
。

(四 )领导科学化

领导体制变革的 目标就是要实现领导体制的科学化
。

所谓领导体制的科学化就是指通过将领导体制的形式
、

结

构
、

机构合理地设里和有机配合
,

使其符合领导规律的客观

要求
,

从而为领导者提供最佳的活动舞台
,

保障实现最佳的

领导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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