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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ention of the followership, academic circles gradually turn the focus from leadership to 
followership. The study of the followership started earlier in abroad, it’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in domestic. Schola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based on different layers when involving the 
concept and dimensions, but a consensus has not yet reached.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result shows: 1) The concept of followership is 
still lack of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and relatively weak 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so we need to de-
fine its concept more clearly and authoritatively; 2) The study of followership should b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3)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
pirical research, scholars should b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cale 
of followership; 4) Implicit followership should be measur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indi-
rect method; 5) The way of “dynamic” and “static” should be combin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ol-
lowership in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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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追随力概念的提出，学术界逐渐将研究重心从领导力转向了追随力。有关追随力的研究国外学者起

步较早，国内仍处于初级阶段，就其概念和维度，学者们基于不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尚未达成

一致。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结果发现：1) 追随力的概念仍缺少具有权威性的界定，理论基础

相对薄弱，应对其概念作出清晰且权威的界定；2) 追随力研究应逐步从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证研究；3) 学
者们应致力于追随力量表的开发和完善，以推动实证研究的发展；4) 对内隐追随力的测量考虑采用多视

角、间接测量法进行研究；5) 应采用“动”“静”结合的整合视角考察追随力在组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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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带来了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的机遇，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随着互

联网以及信息行业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把双刃剑下，企

业只有蒸蒸日上与渐渐消亡两种最终结局。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核心人物——领导，已有诸多学者对

其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领导理论强调了领导者在组织中的主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

有弗雷德·费德勒(Fiedler, 1969)提出的权变模型，以及赫塞和布兰查德(Hersey & Blanchard, 1974)提出的

情景领导理论。作为组织的另一构成要素——追随者，却鲜少有学者问津，究其原因，Ira Chaleff (2004)
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领导力而不喜欢追随力的社会，虽然追随力和领导力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我

们不以追随力为荣，我们蔑视地称追随者为弱者”。然而，领导学大师本尼斯说过：“没有伟大的追随

者就没有伟大的领导者”，领导者是否能带领组织走向成功，追随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应是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随着追随者在组织中的作用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追随力也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将对追随力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推动追随力研究的后续

发展。 

2. 追随力的内涵及构成 

2.1. 追随力的提出 

“追随力(followership)”是指：following；the capacity or willingness to follow a leader (参见韦氏大学

词典)，译为“追随领导者的能力或意愿”。在早期的领导理论中已经暗含了追随力的存在，例如：领导

行为理论从关心人的角度提出，领导者要与追随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的正常运作；新型领导理

论将追随者放在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交换型领导理论认为，在领导者与追随者建立关系的的过程中包

含着交易过程；变革型领导理论更进一步强调了追随者在组织中的作用，鼓励其朝着领导者方向努力

(Avolio et al., 2009)。随着对“领导”研究的深入，Meindl (1995)提出了“追随者中心视角(follower-centric 
perspectives)”，指出领导及其结果都是由追随者建构的，因此，领导会受到追随者的认知过程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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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社会影响过程的影响(原涛，凌文辁，2010)。上述的理论都是将追随力作为领导力的一个影响因子

来进行研究，主要关注追随力对领导力的影响，追随力仍是为领导力服务并处于次要地位。直到 Kelley
与 Chaleff 分别在 1988 年、1995 年发文指出组织的成功离不开追随者这一积极角色(Kelley, 1988)引起了

学术界对追随力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就此奠定了追随力在学术界的研究基础。正如学者 Wiles 指出追随

力和领导力是同等重要的(Nolan & Harty, 1984)，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者的决策必须通过追随者来展开，

同时追随者也需要领导者的带领，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对追随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 

2.2. 追随力概念和维度 

追随力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开始于国外学者的研究，其较早可以追溯到 Chaleff (1995)等人对

其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将“追随者”与“下属”划等号的概念，认为追随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

种职位(Dixon &Wstbrook, 2003; Carsten, Uhl-Bien, West, Patera, & Mcgregor, 2010; Gilbert & Matviuk, 
2008)。之后学者们分别从行为、意愿、能力、关系以及综合的视角对追随力的概念做出界定，使其不断

的完善和发展，关于追随力概念的发展历程可见下表(表 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定义追随力的概念，Chaleff 的勇气观基于精神层面；

Bjugtad 的能力观基于个人特质层面；Carsten 和 Kellerman 对追随力概念的定义基于外在层面；而 Jehn
和 Bezrukova 以及原涛等对追随力概念的定义则基于综合的层面。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追随力

的概念形成一个普适的定义，但现有的追随力定义都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第一，追随与职位无关，

追随是一种状态。第二，追随主要体现的是追随者与领导者的关系，与工作中的其他人无关。第三，追

随者与领导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原涛，凌文辁，2010)。且追随力的整体框架、结构和内涵等都在逐渐地完

善和丰富。 
在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追随力的概念做出界定的同时，也基于不同的视角划分了其维度并对追随

者进行分类，例如：Zaleznik (1965)首先基于追随者地位的动态变化将其划分为两个维度、四种类型。之

后的学者们也分别基于追随者的思维、行为、特质等视角将其分成了不同维度及类型，详细分类见表 2。 
 
Table 1.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followership 
表 1. 追随力概念的演变过程 

作者(年份) 定义 

Chaleff (1995) 追随者的承担责任的勇气、服务的勇气、挑战的勇气、变革的勇气和离开的勇气 

Jehn, Bezrukovn (2003) 一种人员导向的行为，这种行为建立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领导者与追随者

锁定一个共同目标提供了环境 

Bjugtad (2006) 有效执行领导者的指令、支持领导者工作的能力，其目标是达到组织目标最大化 

Carsten et al. (2010) 追随者如何选择与领导者相关的责任、如何与领导者交流、如何解决与领导者相关的问题等 

Joshua Frye, David Butts 
(2007) 一种通过合作完成团队任务，并且表现出高度团队精神且在团队中建立一种合作的积极意愿 

Kellerman (2008) 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及上级对下属的行为反应 

原涛，凌文辁 (2010) 追随者在追随领导者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追随特质，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个人品德

和人际技能等方面 

许晟 (2012) 追随者在追随领导者工作的双向互动中所释放的敬业精神、思维力、执行力、影响力、人际

技能等提高领导有效性和工作绩效的行为能量，是追随行为的内在价值与效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加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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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mension of the followership is combed 
表 2. 追随力的概念关注维度梳理 

名称 研究者(时间) 维度 类型 

一 
维 
说 

Chaleff (1995) 支持领导的程度 执行者；合伙者；个人主义者；盲从者 

Robert A. Seveiv (1999) 表现水平 杰出追随者；积极被动追随者；疏离追随者；抵制者；破坏者 

Carsten et al. (2010) 参与水平 被动追随者；积极追随者；主动追随者 

Kellerman (2008) 参与水平 孤立者；旁观者；参与者；积极分子；顽固派 

二 
维 
说 

Zaleznik (1965) 控制、行动水平 冲动型、强迫型、受虐型、抽身退让型 

Steger, Manners, Zimmerer 
(1982) 

自我提升意愿、自我

保护意愿 
游戏者；目标完成者；敢死队员；官僚主义者；超级追随者；

艺术家；冷漠者；顽固者；异常者 

Kelly (1992) 思维、行动 落落不群的追随者；被动的追随者；墨守成规者；有效的追随

者；实用主义生存者 

Potter, Rosenbach, Pittman 
(1996) 关系优先、绩效优先 政客型；合作者；下属；奉献者 

Shamir, Howell (1999) 报酬、表现 工具导向型；和印象导向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加工整理而成。 

 
学者们对追随力维度的划分主要分为一维和二维，虽然学者基于不同维度对追随者进行了不同的分

类，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Zaleznik、Kelly、Chaleff 以及 Kellerman 对

追随者维度的划分以及分类，四位学者虽然依据不同维度将追随者分为了不同的类型，但是其划分的追

随者类型都是主动型的。而 Shamir 和 Howel、Potter，Rosenbach & Pittman 等学者则是以完全不同的形

式对追随者进行了分类，前者划分的追随者是追求物质或精神回报的类型，后者是追求与领导者建立不

同关系的类型。 

3. 追随力的测量 

目前，关于追随力的测量，国内外尚未有得到一致认可的权威问卷，多数学者都是出于研究需要自

行开发量表。国外学者如：Frew (1977)开发了测量追随者喜欢的领导类型的量表，这是国外关于追随力

测量的第一个量表；之后 Kelly (1992)为确定追随者的类型而开发自陈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共有 20 个条目；Miller 的 LPL (The Least Preferred Leader)量表基于 LPC (The 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量表进行了修订，可以测量追随者的行为动机；此外，Basford (2012)开发的追随量表通过 2 个 Likert 式
6 点自陈项目，测量追随者动机的强度。相对于国外，国内相关追随力的研究起步较晚，量表资料相对

较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原涛(2011)开发的三因子追随动机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共有 15
个条目；以及曹元坤等(2013)开发的五维部属追随力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共有 20 个条目。 

4. 追随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4.1. 追随动机 

在组织行为学中，动机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目前，关于追随动机尚未有权威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追随动机是指“个人产生的、指向领导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它使个体产生追随行为，并且维

持和调整着追随行为的方向和强度”(原涛，2011)。另有学者指出追随动机是“引起和维持个体以领导者

为指向，为满足自身需求或受外在因素影响而产生追随行为的心理过程”(徐红丹，曹元坤，2015)。在对

相关的追随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学者对追随动机的研究可以分为内隐和外显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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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内隐追随动机 
内隐的追随动机是指完成某项活动中体验到的创造和超越自我的快感，其行为本身是有趣的、享受

的，有与生俱来的满足感(徐红丹，曹元坤，2015)。Kelley (1992)提出追随动机的七种追随路径，其中生

活方式型(Life way)属于内在追随动机，此类个体为利他主义者，可能基于帮助他人或者喜好追随者角色

而产生追随行为；Maccoby (2008)提出了有意识追随与无意识追随，其中无意识追随属于内在追随动机，

这种追随动机产生于个体潜意识，且不受个体控制，是一种比外在刺激更加强烈的动机。此外，Padilla
等人(2007)的研究中，顺从者需要在领导身上获得安全感和庇护，也属于内在追随动机。 

4.1.2. 外显追随动机 
外显的追随动机是指追随者对于物质的追求或是对权威的臣服以及在环境适应等方面而产生的追随

动机。相对于内部原因，追随者的追随动机更多地来源于外部。Ehrhart 和 Klein (2001)的研究表明上下级

之间存在着“相似吸引”现象，当追随者与领导者有着共同的自我概念、情感附着时，更容易产生追随

(Padilla et al., 2007)；进化心理学家 Van Vugt (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追随动机，追随者为了获得更

多的资源而选择追随优秀的领导，这种社会策略可以保证集体活动的成功；斯坦福监狱实验(Zimbardo, 
1971)和服从实验(Milgram, 1974)证实了个体对权威的服从，个体出于对领导权威的认同或迫于领导权威

的压力，为了寻求奖赏或避免惩罚，而追随领导者；此外，Kelley (1992)的七种追随路径中的学徒型

(Apprentice)、导生型(Mentee)、忠臣型(Loyalist)以及门徒型(Disciple)都属于外显追随动机，追随者受领

导魅力或权威的影响而产生追随行为。 

4.2. 追随者与领导的相关研究 

4.2.1. 领导风格与追随结果 
不同的领导风格会导致追随者产生不同的追随行为，学者们将领导方式分为独裁型领导、魅力型领

导、变革型领导和分享型领导。独裁型领导强调领导者的权威和领导权，其追随者大多由于屈服而被迫

追随，上下级关系紧张而脆弱(Rosenau, 2004)；魅力型领导通过自身人格魅力或出众的能力吸引追随者，

并树立起一个标杆激励追随者；变革型领导通常将领导权下放，鼓励追随者参与组织决策，重视追随者

潜能的开发(Miller, 2007)；分享型领导与追随者互惠互利，激发追随者的积极性，有效地将组织水平的产

出提高(Avolio et al., 2009)。不同的领导风格虽然会导致不同的追随结果，但其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在不同的环境与条件下其适用程度不同，在环境适中和环境有利的条件下，高关系导向可以提高追随者

的产出，而在环境不利条件下，高任务导向可以提高追随者的产出(原涛，凌文辁，2010)。 

4.2.2. 追随特质 
Rosenau (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领导行为受追随者对领导者期望的影响，这就是领导原型。而追随

者对领导者的期望又受到其个人特质的影响。追随者的个人特质有好有坏，总的来说，好的追随特质能

在追随者与领导者之间建立起更稳定的追随关系，更有利于组织的发展。首先“真诚”是一个好的追随

者必备的追随特质，人以诚为本，在 David P. Cavell (2007)十一个关于好的追随者的追随特质的调查结果

中，真诚处于第三位；其次，“正直”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好的追随特质，不畏强势、敢做敢为、勇于

承认错误这些都是正直的表现，Stephen C. Lundin (1990)等学者均指出作为一个好的追随者，要勇于开口

说出事实，正直不仅是内心的同时也应该是行动上的(Alcorn, 1992)；再次，作为一个好的追随者应当“主

动”，“高明的追随力就是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追随者想从领导者那里得到所有的答

案是天真的，这样做领导是不会喜欢的”(Rob et al., 2006)，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发现，追随者为了避

免风险而拒绝主动去做某些事情，这种情况会让领导者成为“微型管理者(面面俱到的管理者)”，严重影

响领导者的效率(Meilinger, 1994)；最后，“好的追随者要有熟练辨别变化和时机的能力”(Rob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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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样性的环境下，“追随者的灵活性的是适应环境重要能力”(Alcorn, 1992)。 

4.2.3. 追随者与领导的关系模式 
许多学者基于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对领导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早期的研究都是以领导

作为中心，重视领导的主导作用，将领导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类似于家长和孩子

的关系。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相对来说，追随者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幼童，没有自己的主见，无法进

行选择，需要在领导的带领和指引下进行活动。这种关系模式将追随者放在一个极其被动的位置，忽视

其自身的主动性，过分强调领导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模式。正如 Edwin P. 
Hollander (1992)所说，“领导自己可能对于这种在封闭的系统中的关系感到很舒服,但是这种观点在很多

模式下有时是不可行的”。Douglas Fairfield (2007)指出，领导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 MajGen John 
A. Lejenune 对长官和水兵之间的关系框架进行描述，就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中，领导

者与教师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参与课堂一样，鼓励与引导追随者提出意见与反馈，重视追随者在组织中

的作用，两者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共同为组织的发展而做出贡献。还有学者将领导与追随者的关系比

作夫妻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就像丈夫和妻子，有一些给与和舍弃，必须相互尊重和信任，同时他们

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方向”(Sevier & Communicationsjnc, 1999)。这种关系模式下的领导与追随者成为了一

个利益共同体，相对平等，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为之努力。领导与追随者是一个共

同体，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这种整合的研究视角下，应当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动态的、双向的上下

级关系(Hollander, 1992)，相对于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模式，后两种关系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更能建立其一

种相对稳定、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实现组织的效益最大化。 

5. 追随力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5.1. 追随力概念界定及理论框架构建 

随着相关追随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概念和理论框架不断完善，但就目前而言，仍缺少一个清晰且

具有权威性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也相对薄弱，这对追随力的后续研究来说是极大的阻碍。基于此，未

来的研究重心应放在对追随力概念的界定以及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完善追随力研究基础，以推动追随力

研究蓬勃发展。 

5.2. 追随力的测量工具与方法的创新 

追随力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兴起于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成果也较

少，相关追随力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整合，且目前的研究大多处于理论阶段，实证研究少之又少。

因此，笔者认为追随力测量应考虑以下两点： 
1) 从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证研究。在一个领域的研究中，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两者

相辅相成，理论研究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而实证研究需要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在现有的相关追随力的

研究中，大多属于理论研究，少有实证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展研究变量的深度以及广度，进

一步考察追随力不同层面的东西，如：追随者的类型、追随动机、追随者与领导的关系以及各个层面之

间的相互作用。 
2) 追随力量表的开发和完善。现有的追随力量表多是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开发的，

普遍适用性较差，学者们应致力于追随力量表的开发和完善，以推动追随力实证研究的发展。 

5.3. 内隐追随 

有学者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内隐追随这一研究主题，并构建出了内隐追随理论。与内隐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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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机制相同，内隐追随理论揭示的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对追随者特质与行为的期望，该理论的提出有助

于内隐认知在领导—追随过程中的研究。目前，基于领导者视角的内隐追随研究较多，就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们对内隐追随的结构划分尚未达成共识，测量工具也未得到一致认可，且大多数研究都采用自陈式

量表对追随原型进行直接测量，其测量结果可能受到被测者意识控制的影响(Tram-Quon, 2013)。未来的

研究在考虑研究的全面性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以及可塑性的基础上，应当加入追随者这一研究视角，并

考虑采用间接测量法，例如内隐联想测验以及投射测验，来进行测量。 

5.4. 追随力在组织中的整合 

随着对追随力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追随力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研究重心

也逐渐从领导者转向了追随者，但追随者与领导同时作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

割，仅从单一的视角进行研究难免会割裂其联系且过于片面，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准确(Küpers & Weibler, 
2008)。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动”“静”结合，采用一种整合的研究视角，从追随者与领导的互动过

程中去考察问题。 

6. 小结 

本研究对追随力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作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追随

者在组织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其追随动机、追随特质以及追随者与领导之间的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

组织的运作，因此，如何培养一个追随者好的追随特质、如何建立追随者与领导之间积极、稳定、开放

的双向关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有助于实现追随者与领导者的自我提升以及组织的高效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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