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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端于西方国家的权变理论为经济社会的管理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明确的向导，从该理论

之重要组成部分———菲德勒“有效权变理论”研究出发，以权变思想作为逻辑依托，探究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提高，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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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ontingency Theory on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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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gency theory that origin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clear guidance for the economic society＇s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is paper，starting from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y － － Fiedler " Effective Contingency Theory" Ｒesearch，based on
the logic，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leadership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new cen-
tury，and there i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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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变思想———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逻

辑依托

领导者作为各种方针政策的决策者，提高其科学

发展能力成为领导适应复杂管理环境、进行有效管理

活动的必然要求。弗雷德·菲德勒提出的“有效领导

权变理论”，为现阶段管理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以及明确指向。领导者应以权变思想作为管理行

为的逻辑依托，促使自身科学发展能力的提高。
( 一) 菲德勒权变领导理论简介
20 世纪 60 年代领导权变学说开始形成较全面

的研究，美国管理学家保罗·劳伦斯和杰伊·洛希

在对外部环境与组织结构关系的研究中，将权变基

本理论转化成了具有操作性和实用价值的领导方

式。到 70 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卢桑斯对当

时广泛出现的各种权变理论进行整合，将其系统化、
规范化，形成了当时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性的权变理

论，标志着权变理论的最终形成。要真正理解并运

用权变理论，需了解几种经典的权变模型，如菲德勒

的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型、豪斯的路径—目标理论等。
菲德勒建立了第一个综合的领导理论“有效领

导权变理论”，提出并论证了“领导方式取决于情境”
的论断，即应依据领导者的个性及其面临的环境之

不同而采取相适应的领导方式。“权变理论是指领

导者能否成功发挥领导作用取决于他的风格是否能

够有效地适应所处情境。”他将领导者的特质、领导

行为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得出:

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

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

致性。强调领导方式应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善于根

据不同情况进行权变选择，使领导活动行之有效。
将此理论运用于新世纪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实践

行为中有有效促进各组织机构结构合理化、信息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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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传达及时化、组织成员合作协调化，使各级领导

应适时提高其领导能力，以立足于当前复杂万变的

环境，达到预期目标。
( 二) 权变思想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逻辑

依托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指“领导者或领导集体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统筹兼顾为发展原则，正确有效地引领和组织

科学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的领导能力”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艰巨繁重的

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都是对我们

执政党能力的考验。从客观来讲，这要求全党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超的科学发展能力，引

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因而，领导者应运用

权变思想，汲取理论精华，不断以组织的的具体环

境、情境的变化为依据，不断改变固有的已不适应发

展需求的管理方式方法，力促提高领导效能。“在历

史演进的过程中，领导者总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

色，角色扮演成败决定着领导行为的成败和领导的

成败，进而决定组织的兴衰。”领导者应当以权变思

想作为其领导管理活动的逻辑依托，坚持与时俱进，

在新世纪新阶段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随着

当代科技的迅速发达，领导者实现既定的领导目标，

要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科学知识，开拓自身视野，将

权变思想与实际活动相结合，更好地奋力开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现实制约因素

( 一) 学习动力不足导致认知困制约
面对当前不断变化的组织环境，一些领导在实

际活动中采用“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以既定的经验

来指导不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习能力较弱，对学

习的理解较狭隘、对加强学习能力的紧迫性与必要

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不重视在岗位学习的重要性等

问题随之而出。由于个人学习的动力不足，导致领

导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存在认知困境。首先对科学发

展观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内涵等理解不深入，把握不

透彻; 其次“对科学发展观存在着误读、误解”; 再次

行为出现偏差。根据菲德勒权变理论，领导活动主

要涉及三个要素: 领导者、环境、被领导者。而行为

出现偏差表现在领导的协调失衡，引起领导系统中

各种关系出现矛盾、冲突和不团结、不和谐状态，不

利于组织内部效率的提升，制约了领导者自身能力

的提高。
( 二) 价值取向偏差导致态度制约
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决定其政绩观和行为取

向，同时也影响着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

贯彻落实。当前领导干部对科学发展观价值取向的

接受和认可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科学发展

观的整体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思想共鸣，在具体

的实践中体现知行程度差异比较大。其次，受传统

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习惯运用传统

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改变领导干部的习惯思

维方式甚至会触动其切身利益，对科学发展观的接

受程度就是对待自身利益的态度问题。因此，客观

上会增加其接受科学发展观的难度。利益的驱使造

成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态度困境，主要体现

在缺乏对待人民群众的真心和感情，缺乏努力解决

人民群众切实问题的态度和热情，缺乏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群众谋取真实利益的决心和意志。
( 三) 干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弊端导致能力制约
现行体制和制度存在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干部才能的发挥。首先是干部考评体制不完善。
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是考评目标的偏重性。干部考

评体制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相关性大; 二是考

评内容的不科学性。在一些地方，对下级官员的政

绩考核随意性比较大，体现出领导干部工作缺乏科

学化的依据; 三是考评体制的不健全性。评价领导

干部推进科学发展的成效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其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比较弱，这些因素客观上影响着领

导干部提高科学发展能力。其次是干部工作机制存

在着严重的弊端。传统标准要素仍扮演着重要角

色，反映能力和业绩的用人标准尚未建立。选拔任

用考核机制不民主、不科学，影响了领导履职能力大

发挥。再次，领导班子整体结构缺乏优化组合。在

领导班子中，往往比较注重干部的个体素质和能力，

却忽略了班子整体结构的合理搭配和优化组合，主

要体现在领导班子整体能力弱，甚至出现不团结、权
利过分集中等问题。

三、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
( 一)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提高领导科

学发展能力之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须按照科学理论武

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

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

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以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

型干部为抓手，不断提高学习力，助推科学发展能力

的提升。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

求知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带头倡导勤于学习、善于

·9·



吉 林 工 程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13 年 8 月

学习。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

内涵与精神实质; 系统掌握和正确运用经济社会各

领域学科知识等，掌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

的各种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不断创新，才能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航首。同时，要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解决学风问

题。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自觉把学习各种新知

识与促进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将学习成果用于分析

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的能力，建设学习型领导

班子，为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提供了根本保证。
( 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

力之基本方法
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实践，是党

始终坚持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新时期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亲身

实践，自觉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把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坚持

群众路线，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为民办事的能力，帮助

人民群众解决切实所需，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

充满信心，成为人民群众的坚强后盾。各级领导干

部必须积极参与群众实践，虚心向群众请教学习，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为民办事的能力; 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把调研成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提升科

学的决策能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能充分反映

群众的意愿、代表群众的利益。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善于听

取民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在群众实践中汲取并

集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有效提高领

导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的基本方法。
( 三) 健全体制机制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之

有效保障
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开拓创新的体制机制，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

力的有效制度保障与导向。建设科学长效领导体制

与工作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先，健全决策

机制。“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决策，科学决策要靠决

策机制作保障”。建立以民意沟通为核心、实现公众

互动等的一系列评价机制、监督机制等联动机制，相

互促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次，健全服务机制。
领导发展力集中表现在领导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上。要着力打造服务平台、创造服务环境、创新

服务方式。再次，健全考评机制。要“建立一套包括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科学考核

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干部政绩、改进考察方法，注

重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民意调查与实地考

察相结合，提高考评结果的公信度。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结业式上强调指出“要围绕科学发展选准干部、配强

班子、聚集人才、建设队伍，真正把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态度坚决而又有能力的干部选拔上来，从干部

和人才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保证。”
只有以机制体制的建立健全作为有效制度保障，才

能真正使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具体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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