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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魅力型领导”作为组织领导风格理论之一，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方向。本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检索、整理与分析国内外有关“魅力型领导”的研究文献，梳理了

“魅力型领导”概念产生的历史缘由、魅力型领导的多种内涵定义和特征、维度划分和量表的开发；以

现有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分析了“魅力型领导”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总

结了“魅力型领导”的效能结果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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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s one of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style theories, has become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concern and research direction. This study main-
l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by retrieving, sorting and analyz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comb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cha-
rismatic leadership”, various defin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dimension 
division and sca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eam level and organiza-
tional level, the effectiveness results and mechanism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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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里涌现出具有卓越魅力的领导者，例如苹果的乔布斯、

阿里巴巴的马云、东方甄选的俞敏洪等，而大部分企业的人才吸纳、激励和保留也源自于领导者魅力这

一因素。据已有研究表明，魅力型领导自身拥有着吸引员工的领袖特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

工作能力和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可以及时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组织领导风格是组织领导实现其领导效能的重要途径[1]。面对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确定合适的组织领

导风格是提升组织绩效、维持组织成员较高的组织效能、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路径[2]。二十一世纪以来，

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组织发展要求，对组织领导风格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话题，相

关研究通过对组织的领导方式划分为威权型领导、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包容型领导[3]等类型进行

分析，抑或针对管理者群体差异特征，如女性管理者、少数族裔管理者[4]进行研究，部分针对组织成员

的差异性或是组织构成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5]，形成了较为完善且丰富的研究脉络。众多研究表

明，魅力型领导可以凭借自身魅力对下属产生影响，激励团队成员发挥创造性思维，从而完成团队任务，

提升团队乃至整个企业的创新绩效，尤其在高绩效团队中更为明显。 

2. “魅力型领导”概念的形成 

魅力型领导的起源发展是由德国社会学家 M. Weber 提出的魅力一词，他是最初把魅力与领导放在一

起研究的学者，之后学者们就对其概念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House (1976)最初提出“魅力型领导”一

词，他从领导者–下属关系的角度来描述魅力型领导[6]。从 House 的理论来看，魅力型领导概括研究了

领导情景、特质、行为。他认为魅力型领导者通过个人特质即拥有超强自信心、权力欲、善于激发员工

动机、发展愿景的能力、亲和力并且成为下属的标杆，增强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忠诚和服从，从而激

发下属的工作热情和组织的承诺。在 House 的基础上，Bass (1985)对魅力型领导的概念进行了完善，他

认为魅力型领导通过自信、自主、洞察力、化解冲突、高度活动力、善于雄辩、良好的表达能力对下属

产生影响，成为下属榜样和敬仰的对象[7]，同时，魅力型领导作为下属的归因，既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的

人格特质和行为，也取决于员工自身的因素。Conger 和 Kanungo (1988)两位学者认为是魅力型领导的某

些行为使员工产生敬佩，进而员工将其称为魅力，这其实是一种归因现象，而不是领导者与生俱来的魅

力影响于员工[8]。魅力型领导与其他领导类型的关键区分在于领导者向其下属阐述极具吸引力的愿景，

并且通过自身行为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在这些定义中，除了魅力型领导的行为要素以外，也包括了其

前因和结果，这被认作会影响魅力型领导作用机制的解释。 

3. “魅力型领导”的内涵和特征 

3.1. 魅力型领导的内涵 

魅力型领导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能够赢得人们忠诚的权威，即“一种个人的超凡英雄主义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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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性品质”。魅力型领导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是情境与互动的函数，在集体领

导的团队中，领导者角色的担任者并不会是固定的，具有优秀领导力的团队成员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段控

制某个任务过程，担任此时间段的实际领导(华为公司已将这种领导模式运用于实际的管理运营中，体现

为 CEO 轮值制，即华为的高层管理者会轮流担任公司 CEO，任期为半年)。这就需要实际领导者在任职

期间充分发挥自身的魅力优势，并根据不同阶段领导者进行对比分析，不断增强自身的领导能力，为公

司创造更大利益。魅力型领导者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洞察市场的能力，能树立起正确的战略目标，

不断激励员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技能，使员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们也拥有敏

锐的观察能力，善于综合换位思考，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员工的需求，在团队运行的过程中，他们能够

将总体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相结合，促进整体效益的产出。 

3.2. 魅力型领导的特征 

基于魅力型领导的内涵，其有以下特征：第一，魅力型领导有着很高的道德感知能力和创造力，他

们通常非常自信，这主要来源于他们自身卓越的工作能力以及突出的个人能力，使他们成为员工所效仿

的对象。魅力型领导大多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他们拥有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管理沟通。他们能够

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在语言上对员工进行激励。魅力型领导自身的魅力特质会在其追随者中产生巨

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很容易获得员工的尊重和崇拜，同时，他们也会注重与员工之间

的互动与沟通，善于与员工建立情感上的纽带，形成有利的良性关系。第二，魅力型领导具有突出的长

远眼光和杰出的领袖能力，在群体中产生的工作价值远高于其对个体的影响。魅力型领导愿意在工作中

自我牺牲并承担风险，以此来保证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他们也会与整个团队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和

经验，与员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将为员工提供更有效的工作保障。第三，魅力型领导对环境的变

化非常敏感，并善于采用各种手段改变困境。魅力型领导者会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对组织可能存在的

风险进行把控，实时地评估内外环境的限制条件和环境资源，理性地分析内外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增强

组织的竞争能力。 

4. 魅力型领导的维度划分及量表 

国外关于魅力型领导维度的研究，House 提出从五个方面测量，即自信心、亲和力、权力欲、擅长

引发员工动机、发展愿景能力。在此基础上，学者 Bass 提出从自信、自主、洞察力、化解冲突、高度活

动力、善于雄辩、表达能力等方面测量魅力型领导。Conger 和 Kanungo 则将魅力型领导分成关心下属、

愿景激励、超常行为、关注环境、敢于冒险等五个维度来测量，此量表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在文献

综述中梳理发现，对于魅力型领导的测量，使用最多的是 MLQ 量表，在 MLQ 量表中，变革型领导分量

表中的领导魅力、智能激发、感召力和个性化关怀 4 个维度与领导者魅力及其影响相关，研究者根据其

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题项或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同时，MLQ 量表的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该

测量题项源于变革型领导量表，会使魅力型领导在测量方面与变革型领导有一定的重合性；再者，改良

过的题项中包含领导魅力的结果，可能会将魅力型领导与结果变量的关系夸大。 
国内关于魅力型领导维度的研究要晚于国外。包玲玲、王韬(2009)提出了适合中国情景的魅力型领导

三维度，即人格魅力、能力魅力和关系魅力，但是此次研究仅从理论层面得出魅力型领导的模型及其对

员工行为的影响，未进行实证研究[9]。冯江平、罗国忠(2009)根据 209 名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使用开放

式问卷，得出符合中国情景的魅力型领导的五个维度，即亲和力、创新精神、愿景规划、关心员工及业

务能力[10]。与国外魅力型领导的研究相比，此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加入了领导者的品德，还突出了亲和力

这一因素。董临萍等(2010)在研究魅力型领导风格对群体绩效的影响中发现，员工非常注重领导者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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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所以在 Conger 和 Kanungo 编制的 C-K 量表上加入“品德高尚”维度，以六维度测量了魅力型领

导[11]。 
综上可知，在魅力型领导结构研究方面，我国对于魅力型领导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我国与西方

存在差异，但大多数学者是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对下属的感召力、愿景激励以及关心员工等方面对魅力

型领导进行划分，其中 C-K 魅力型领导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 

5. 魅力型领导的效能结果和影响机制 

5.1. 魅力型领导的效能结果 

经过文献综述，将魅力型领导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结果变量是其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因此本文将

对此进行梳理，在总结时发现，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关于魅力型领导的效能结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即个体层面、团队层面以及组织层面。 
从个体层面出发，魅力型领导可以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动机、积极自我概念、变革支持行为、

建言行为等。余佩玉等(2018)认为，魅力型领导可以促进组织价值观与员工自我概念的一致性，加深员工

的组织认同感；可以使员工对自我认知和评价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影响员工动机；可以凭借自身特质(愿
景激励、关注下属等)对员工起到模范作用，积极促进员工的自我概念[12]。 

从团队层面来说，魅力型领导可以影响团队绩效、团队情商、团队创造力等。赵晓栋和何家蓉(2016)
认为，魅力型领导影响一个团队情商和团队绩效[13]。袁红军和袁一帆(2017)认为，魅力型领导有利于学

科服务团队中知识管理文化氛围，施行激励组员和服务用户等系列措施，促进团队绩效[14]。罗瑾琏等

(2014)以 524 名研发团队领导及组员为调研对象，发现魅力型领导显著影响团队创造力[15]。岳雷和马卫

民(2016)在研究中发现，魅力型领导在处理团队人际冲突等问题时，个人魅力有利于员工价值观与愿景达

成共识，对团队创造力有正向影响作用[16]。 
胡海军等人(2015)通过分析 53 篇文献，定量分析了组织中魅力型领导与三个层面的绩效即个体绩效、

组织绩效、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魅力型领导正向影响三个层面的绩效，其中与组织层面的绩

效的相关性最高[17]。杜运周和李毛毛(2012)利用转型背景下 209 份中国新企业的数据，分析得出对于一

个新创业的企业，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对组织合法性和企业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8]。朱九九(2013)认为，

个人魅力型领导正向影响组织活动，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些特定情况下，也会有负面影响[19]。 

5.2. 魅力型领导的影响机制 

经研究发现，对于魅力型领导的影响机制除了 EREA 等提出领导的激活行为和积极表达会中介魅力

型领导与下属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以外，其他的中介变量主要集中在员工、团队与组织因素，其中员工为

主要因素。 
在员工因素方面，员工的态度是探讨的重点。基于认同理论的研究发现，组织认同与领导认同的

中介作用在魅力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同时，魅力型领导可以通过提升下属对

组织的认同进而影响组织绩效。此外，魅力型领导通过影响员工的心理来调整员工的行为，Rodell 等

结合情绪渗透模型和认知动机关注理论发现，魅力型领导会作用于员工的情绪价值，正向影响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 
在团队与组织方面，杜运周等根据组织合法性理论发现，组织合法性在魅力型领导与组织绩效之间

具有中介作用。另外，有研究发现，集体效能感作为员工对团队绩效和能力的判断或推测，在魅力型领

导与团队绩效和创造力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魅力型领导会通过提高团队价值观一致性来降低团队的

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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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综述发现，对于魅力型领导影响机制的研究中采用了认同理论、情绪渗透模型、动机关注

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等多重视角进行研究，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进一步探讨。 

6.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自美国学者 House 首次提出魅力型领导理论以来，国外对于这一新型领导理论在不同方

面都进行了许多有实际价值的实证研究和规范探索，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现代领导

理论，推动着领导实践的发展。与此相比，国内对于魅力型领导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多依赖于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基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魅力型领导的结构、行为风格以及效能还需要

更加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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