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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领导力到组织领导力

———战略领导力研究的新趋向

张　钢，李慧慧

摘　要：在由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更具竞争性的商业格 局 中，战 略 领 导 力 成 为 企 业 组 织 谋 求 长 期

成功的关键所在，引起了实践和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然而，研 究 者 并 未 就 这 一 概 念 的 内 涵 达 成 共 识，这 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本文在回顾过去相关研究的 基 础 上，尝 试 在 个 体 和 组 织 两 个 层 次

上对战略领导力进行概念界定：在个 体 层 次 上，战 略 领 导 力 是 面 向 未 来 的 学 习 能 力、变 革 能 力 和 激 励 能 力；

在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是组织所具有的能对外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非人格化要素的组合过程及其结果。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评述了战略领导力研究的分析单元，建立 了 战 略 领 导 力 的 研 究 框 架，并 对 战 略 领 导

力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相较于过去的相关研究，本文侧重于 挖 掘 战 略 领 导 力 在 组 织 层 次 上 的 内 涵，尤

其关注战略领导力从个体层次向组织层次的演进过程，并认为深度的案例研究 可 能 是 未 来 战 略 领 导 力 研 究 得

以进一步蓬勃发展的关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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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２１世纪，伴随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常性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带来了更具竞

争性的商业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战略领导力成为企业谋求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之一，开始

在战略管理和领导力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关注［１］［２］。战略领导力意味着组织能够识别和竞争性地利用

在新商业格局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机会［３］，对所在行业乃至社会产生广泛和持久的影响［４］。
在学术研究领域，追根溯源，战略领导力这一概念最早见于 Ｈｏｓｍｅｒ［５］。他明确区分了领导者

和管理者，认为领导者必须经常考虑组织 战 略 与 外 部 环 境 之 间 的 关 系，领 导 力 则 是 一 种 更 高 层 次

的、开发战略并促进战略 执 行 的 能 力。Ｈｏｓｍｅｒ［５］对 战 略 领 导 力 概 念 的 探 索 虽 未 能 产 生 广 泛 影 响，
但紧随其后，由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 Ｍａｓｏｎ［６］首倡的高阶理论，时至今日仍在主导着关于战略领导力的研

究。在高阶理论看来，高层管理者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和偏好等将影响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评价，
并最终决定组织 所 做 出 的 战 略 选 择，因 此 组 织 理 应 被 视 作 高 层 管 理 者 的 认 知 和 价 值 观 的 一 种 反

映［６］。后来，高阶理论被进一步发展为战略领导力理论，战略领导力概念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实

证研究之中［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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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二十余年前，就有学者发现，称高阶理论为战略领导力理论，可能具有很大的误导

性，因为高阶理论事实上和 “领导力”并没有什么关系［８］。纵观该理论的建构过程，研究者们很少

使用诸如 “领导力”、“领导者”之类的词，而倾向于用更加中性的词，如 “执行官”、“ＣＥＯ”、“高

管团队”、“管理者”等来加以代替［９］；更重要的是，高阶理论下的研究者们从未试图界定战略领导

力概念［１０］，而是默认那些在组织中身处高位的人，凭借职位优势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战略领导力［１１］。
这种对于战略领导力的简化处理，受到领导力研究者的普遍质疑。尽管绝大多数领导力研究者认同

战略领导力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认为高阶理论的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战略领导力研究

的局限性［２］。
由此可见，虽然战略领导力研究正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学术界尚未达

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鉴于此，针对战略领导力这一研究主题的

理论梳理就变得非常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厘清战略领导力的内涵和分析单元，梳理战略领导力的研

究框架，以昭示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二、战略领导力的内涵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战略领导力内涵的界定，可被归纳为三种视角，即：能力视角、过

程视角和风格视角。在能力视角下，战略领导力被视作一种特殊能力，往往依赖于个体；在过程视

角下，战略领导力被视作一种特殊过程，以打开高层管理者战略选择的黑箱；在风格视角下，战略

领导力被视作一种稳定模式，研究者倾向于用不同的领导风格，尤其是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
来捕捉战略领导力的内涵。整体来看，过程视角和能力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偏向于理论研究，风格视

角下的相关研究偏向于实证研究。在过程视角和能力视角下，研究者们主要致力于挖掘战略领导力

的概念内涵；在风格视角下，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则主要在于战略领导力的实证测量，对概念内涵的

挖掘并不深入。因此，目前尝试界定战略领导力概念的研究，大多是从能力视角和过程视 角 出 发

的。三种视角下关于战略领导力内涵的不同界定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视角下战略领导力内涵的界定

研究视角 文献来源 内涵界定

能力视角 Ｂｏａｌ　＆ Ｈｏｏｉｊｂｅｒｇ，２０００ 战略领导力的本质在于创造并保持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管理智慧［１０］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 战略领导力是一种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１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战 略 领 导 力 是 有 关 战 略 规 划 过 程 的 知 识 及 相 应 的 概 念 能 力 和 人 际 技

能［１３］

Ｉｒｅｌａｎｄ　＆ Ｈｉｔｔ，１９９９

战略领导力 是 预 期、设 想、保 持 灵 活 性、战 略 性 思 考，以 及 与 他 人 合

作以发起能为组织创造 可 行 未 来 的 改 变 的 能 力。战 略 领 导 力 包 括 六 个

组成部分，即：决定企业的目的或愿景；开发、利用和保 持 核 心 能 力；

开发人力资本；维持有效的 组 织 文 化；强 调 伦 理 实 践；建 立 平 衡 的 组

织控制［１４］

Ｒｏｗｅ，２００１
战略领导力是影响他人 自 愿 做 出 日 常 决 策 的 能 力，这 些 决 策 可 以 提 高

组织的长期生存能力，同时保持短期的财务稳定性［１５］

Ｂｏａｌ　＆Ｓｃｈｕｌｔｚ，２００７

战略领导力是组织具有的一种 “奇怪的吸引力”，能在韦伯式科层的 惯

性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保 持 平 衡，从 而 产 生 具 有 创 新 性 的 组 织 秩 序 和 具

有灵活性的响应能力［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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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研究视角 文献来源 内涵界定

Ｓｔａｍ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战略领导力以经验为 基 础，依 赖 于 技 术 能 力、情 感 成 熟 度 和 智 力 敏 捷

性［１７］

Ａｇｙａｐｏｎｇ　＆Ｂｏａｍａｈ，２０１３

战略领导力是个人特 征、思 维 模 式 和 有 效 管 理 的 复 合 体，并 集 中 体 现

在战略思维能力上。战略领 导 力 有 四 个 特 征，即 保 持 长 期 愿 景、利 用

并维护核心能力、开发人力资本、维系组织文化［１８］

过程视角 Ｈｏｓｍｅｒ，１９８２
战略领导力是在组织中 建 立 整 体 的 目 标 感 和 方 向 感，以 指 导 整 合 型 战

略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５］

Ｎｕｔｔ　＆Ｂａｃｋｏｆｆ，１９９３

战略领导力是一个制 定 恰 当 的 新 战 略 的 指 导 过 程；特 别 地，需 要 在 组

织成员之间建立关于战 略 主 动 性 的 知 觉 和 主 人 翁 意 识，从 而 促 进 战 略

的实现［１９］

Ｈｏｕｓｅ　＆Ａｄｉｔｙａ，１９９７ 战略领导力是组织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创造过程［２０］

Ｍａｇｈｒｏｏｒｉ　＆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７

战略领导力是在外部环 境、企 业 使 命 及 相 应 的 实 施 系 统 之 间 创 造 平 衡

的过程，企业使命、外部 现 实 和 内 部 过 程 是 战 略 领 导 力 的 三 个 组 成 部

分［２１］

Ｈｉｔｔ　＆Ｉｒｅｌａｎｄ，２００２
战略领导力的本质是资 源 管 理 过 程，尤 其 是 不 可 见 的 人 力 资 本 和 社 会

资本的开发和价值创造［２２］

Ｂｏａｌ，２００４

战略领导力是一系列 过 程 导 向 的、位 于 组 织 中 心 的 决 策 和 活 动，包 括

组织结构设计、人力资 本 和 社 会 资 本 开 发，以 及 针 对 环 境 动 荡 性 和 模

糊性的意义建构［２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战略领导力是伦理氛 围 的 建 设 和 维 持 过 程，能 为 组 织 带 来 可 行 的、可

持续的、长期的未来［２４］

Ｅｌｅ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战略领导力是形成未 来 愿 景，并 将 其 传 达 给 下 属、激 励 追 随 者 以 及 与

同事和下属进行战略支持型交流的过程［２５］

Ｇｉｂｎ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战略领导力旨在产生、更新和维持集体学习周期；它的持续时 间 较 长，

能够超越短期的绩效目标以及规定的契约行为［２６］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战略领导 力 涉 及 整 个 组 织 的 关 注 点 的 转 移 过 程，目 的 是 提 高 竞 争 优

势［２７］

Ｓｉｍｓ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战略领导力是一种集体 努 力 过 程，需 要 高 层 管 理 者 和 其 他 各 方 之 间 建

立复杂的关系网络［２８］

风格视角 Ｃａｒｔｅｒ　＆Ｇｒｅｅｒ，２０１３
战略领导力是整合不同 领 导 风 格 的 框 架；各 种 领 导 风 格 都 有 某 些 特 定

成分与战略领导力之间存在特别的关联［３］

Ｐａｗａｒ　＆Ｅａｓｔｍａｎ，１９９７ 变革型领导是战略领导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２９］

Ｖｅｒａ　＆Ｃｒｏｓｓａｎ，２００４；Ａｚｂ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战略领导力是高层管理者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组合［３０］［３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在战略领导力的内涵界定上，不同视角下的研究 者 之 间 彼 此 隔 离，莫 衷 一

是。本文认为，将战略领导力视作某种领导风格的构成要素或不同领导风格的组合，固然能通过现

有的成熟量表来取得测量上的极大便 利，却 抹 杀 了 战 略 领 导 力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构 念 的 价 值；相 对 而

言，能力视角 和 过 程 视 角 下 的 研 究 成 果 对 于 厘 清 战 略 领 导 力 的 内 涵，更 具 有 启 发 和 借 鉴 意 义。

Ｓｈ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和Ｎａｃｈｍａｎ［３２］指出，战略领导力可能集中体现为个体特质，或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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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产物，或是组织中的非人格化角色。其中，个体特质与能力视角相对应，强调独属于个体的某

些特征，应在个体层次上得到分析；由多个个体组成的联盟的产物、组织中的非人格化角色则与过

程视角相对应，强调个体在特定组织情境下的角色扮演和角色互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结果，应在

组织层次上得到分析。因此，结合已有研究在能力视角和过程视角下对战略领导力的界定，本文在

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上界定战略领导力的内涵。
（一）个体层次

从能力视角可以发现，若将战略领导力视作一种个人能力，它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面向未来的

学习能力、变革能力和激励能力。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个体才可以有效地应对来自高度动荡

的、模糊的、复杂的、信息超载的外部环境的种种挑战，并作为一个角色模范，促使组织的其他成

员自愿做出在短期 内 有 益 于 组 织 的 财 务 稳 定 性，且 在 长 期 内 有 益 于 组 织 的 生 存 能 力 的 日 常 决

策［１０］［１５］。其中，学习能力涉及对新知识和信息的识别、同化和创造性运用，以便实现组织和环境

之间的有效匹配［１０］；变革能力指基于对环境变化的识别和对组织利益相关者 及 其 关 系 的 理 解［１０］，
通过系统思维发现可行的、有创新性的组织战略［４］；激励能力则指运用愿景和价值观的力量，促进

组织成员自动做出有益于组织未来的决策［１５］。具备上述能力的战 略领 导者，更加关注组织存在的

意义［２０］，能够凭借个体的知识专长和对组织文化的深刻理解贡献于组织愿景［５］，鼓励组织成员建

立关于 战 略 主 动 性 的 知 觉 和 主 人 翁 意 识［１９］［２５］，并 对 从 自 身 工 作 出 发 的 长 期 学 习 形 成 集 体 承

诺［１８］［２６］，从而促进创新型战略的涌现和组织愿景的持续更新［１６］［２７］；与此同时，战略领导者也更重

视组织的外部知识，致力于同各种利益相关者建立复杂的关系网络［２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将战略领导力视作一种个人能力，并不意味着将战略领导力局限在组织高

层；而在于强调，为了实现组织的长远发展，战略领导力应成为处于各个层级的组织成员都需要具

备的能力［４］。因此，将战略领导力视为个体具有的面向未来的学习能力、变革能力和激励能力，旨

在促进组织所有成员的战略化思考及对组织内外部的积极影响。
（二）组织层次

尽管战略领导力早已被解读为组织的领导力［３３］，但在这一层次上，战略领导力的内涵极少得

到关注。受高阶理论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始终将高层管理者视作组织的代表，而忽视了组织层次

上具有非人格化特征的战略领导力［３２］。具体来说，组织层次的战略 领 导 力已 不再 是个体 或群 体的

魅力，而表现为一系列非人格化要素的功能［３０］［３２］。只有包括战略、结构、规则、程序、文化等在

内的非人格化要素［３４］，才能够真正实现领导力的广泛性和持久性［４］，使一个组织成为影响其他组

织乃至整个外部环境的至关重要的单元。
因此，结合过程视角，在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又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组织所有的、能对其他

组织乃至整个外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非人格化要素的组合过程及其结果。组织层次上的战略领导

力，并不仅仅意味着战略管理研究所强调的可持续竞争优势［３５］，也不同于种群生态学理论和制度

理论所关注的或多或少有些强迫意味的同构［３６］［３７］，而主张研究者站在追随者的角度，将战略领导

力视为由各种非人格化要素的组合过程及其结果所产生的信 任［３８］。已有研究表明，在高水平的财

务绩效之上，唯有信仰和价值观的传播，才能给组织带来追随者的心悦诚服［３９］。
概括起来，战略领导力的内涵由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构成。在个体层次上，战略领导力表现为

组织成员所具有的面向未来的学习能力、变革能力和激励能力；在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又集中

体现为组织所有的、能对其他组织乃至整个外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非人格化要素的组合过程及其

结果。战略领导力的两个层次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是个体层次上的学习能力、变革能力和激励

能力，让组织层次上的各类非人格化要素得以形成，并能发挥出广泛且持久的影响；反过来，也恰

是组织层次上的各类非人格化要素的组合过程及其结果，激活和培养着组织成员的学习能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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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激励能力，从而让组织的影响力得以超越特定个体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生涯。而且，从个体和

组织两个层次出发，也更容易理解和把握战略领导力研究的不同分析单元。

三、战略领导力的分析单元

现有的关于战略领导力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析单元或研究层次，即个体和组织。
（一）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研究

现有的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战略领导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高阶理论［９］。出于研究便利性和数

据可得性的考量，ＣＥＯ成为大多数相关研究所关注的唯一战略领导者，亦即战略领导力的代名词，
而ＣＥＯ的人口学特征，如过往经历、人格特质和政治倾向等，至今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４０］。
这类研究被划入战略领导力的伟大领导观点［１４］。在这种观点下，战略领导力责任独属于ＣＥＯ，组

织的整体行为模式、战略灵活性和在关键时刻的表现都取决于ＣＥＯ的能力［１０］。在塑造和实施组织

的愿景、目标和战略的过程中，这个伟大领导总是首先 产 生方 案 和计 划［１９］，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指

令来影响下属［４１］，进而驱动整个组织。
然而，伟大领导观点正在面临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新

的竞争格局意味着更快的非线性变革，只具备有限认知复杂性的单一个体，已经很难产生能指引一

个组织朝正确方向前进的所有洞见。这也是关于ＣＥＯ影响组织绩效的研究结论越来越不一致的原

因所在［４１］。明智的ＣＥＯ早已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回答关于组织未来的所有问题，与各级组织成员

开展战略层次上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３４］。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新的结构形式正源源不断地涌

现出来以弥补科层制的缺陷［３４］。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战略领导力研究必须同步关注ＣＥＯ和组织

的其他成员。因此，在相关研究中，伟大领导的范围已被推广到高管团队成员、董事会成员、高层

管理者乃至各种有头衔的领导者［４２］。
相关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所表现出的从ＣＥＯ向其他领导者迁移的趋势，受到高阶理 论 的 支 持。

事实上，高阶理论本身是一个以团队为分析单元的理论。在创建高阶理论时，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 Ｍａｓｏｎ
曾特别指出，关于高层管理者与其所追求的战略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ＣＥＯ；尽管ＣＥＯ
在公司中的确拥有大多数权力，但研究管理团队仍然非常有趣。鉴于ＣＥＯ往往与高管团队成员共

享任务和权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研究整个高管团队而不是ＣＥＯ个人，也可以增加理论的预测

效度［６］。因此，立足于高阶理论的研究者，也往往认同由ＣＥＯ领导的高管团队在战略领导力研究

中的重要性［２８］。不过，绝大多数以高管团队为分析单元的实证研究依然采用和以ＣＥＯ个体为分析

单元的研究相同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式［２５］。由此可见，在战略领导力研究中，团队并不是一个成

熟的、独立的分析单元，其本质上仍是个体化的。
如果将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研究推到极致，就意味着要以组织全体成员为研究对象。尽管这一

做法在实证研究中还没有被采用，但关于其合理性的理论分析则已经相当成熟。例如，Ｈａｎｄｙ［４３］

早就明确指出，要打造一个成功的组织，首先需要转变所有成员的看法，鼓励他们将组织视作一个

共同体而非股东的财产，将自己视作组织公民而非换取报酬的雇员。另外，在大量关于战略领导力

的质性研究中，分析对象也已经从组织的高层拓展到组织的全部成员［４４］。
这种将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组织全体成员的趋势，与近来领导力研究领域对追随者的

关注密切相关。尽管传统的领导力研究总是倾向于关注领导者而非追随者，但是，研究者们越来越

认识到，典型的模范追随者能够积极地开展独立的批判性思考，以充足的精力和坚定的承诺贡献于

组织发展，而且还能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有意识地影响和改变环境，完全具备承担战略领导力责任的

潜能。因此，享有职权优势的高层管理者，理应创造一种支持型环境，消除层级障碍，变追随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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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重大变革的共同创造者［４１］，以促进战略领导力的全员化［４４］。
（二）以组织为分析单元的研究

伴随着不断模糊的组织边界，以及日趋多元化和网络化的组织外部环境，战略领导力越来越被

视作一种超组织现象。例如，Ｐｉｘａｒ、３Ｍ、Ｇｏｏｇｌｅ等组织一直处于突破性变革的最前沿，不断对行

业边界进行根本性的重新界定，对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并尝试各类大

胆的战略来重置竞争动态［４５］。尽管以组织为分析单元的战略领导 力 研究 暂时 还缺乏 实证 支持，但

显然已引起普遍关注［３９］［４４］。
毋庸置疑，以组织为分析单元的战略领导力研究是建立在战略领导力全员化这个基本前提之上

的。组织中战略领导力的全员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组织层次上的战略领导力的水平。只有当组织的

每个成员都形成 发 挥 战 略 领 导 力 的 自 我 意 识 以 及 对 于 整 个 组 织 的 主 人 翁 意 识［１９］，并 能 分 享 关 于

“组织是什么”的共同愿景时，他们才有可能从组织整体出发，开发战略思维，理解组织各个不同

部分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关系［２７］，在不断的试验和冒险中释放自己的创造潜能［４４］，贡献于针对

外部环境变化的意义建构和组织的知识库，最终促成新机会下组织战略的涌现［３４］。此时，组织的

战略领导力就表现为一个多重的演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并与组织外部成员

发生联结，以交换资源和信息［４６］。战略领导力不再是由网络中任何特定个体主导的能力或过程［４１］，
而成为组织层次上的一种有价值的、难以模仿的社会资本［４７］。

最终，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将通过一系列非人格化要素，如战略、制度、结构、规则和程序

等体现出来［３２］［３４］。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出发，这些要素代表了组织中个体和群体学习的制度 化。拥

有战略领导力的组织能利用过去的经验、知识和意义，却不会由于成功而自满；能利用全员参与带

来的新的经验、知识和意义，但不会由于不确定性或混乱而瘫痪；还能积极整合来自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洞见，更不会由于追逐时尚而迷失。凭借这些非人格化要素，单一组织能够影响更大范围内的

其他组织，甚至影响整个环境的未来发展［１６］。

四、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框架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梳理出如图１所示的关于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框架。
（一）战略领导力的作用结果

战略领导力 这 一 概 念 是 在 区 别 于 监 督 型 领 导 力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的 基 础 上 建 立 起 来

的［１０］［２０］。监督型领导力的研究立足于微观视角，聚焦于个体、二元和小群体层次，关注组织内部

的中、低层次领导者与其下属之间的关系，可被归入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则致

力于超越组织中的领导力，探求组织整体如何在外部环境中产生广泛的、持久的影响力［４］。因此，
在已有研究中，战略领导力的作用结果总是定位于组织层次，并常常被区分为两类，即组织绩效和

组织的其他衍生结果。

１．组织绩效。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将组织绩效界定为有效性、效率及利益相关者的需要［４８］，而Ｒｏｗｅ则

将之解读为组织存活、增长和长期生存能力［１５］。在实证研究中，组织绩效常被进一步细化为ＲＯＥ、

ＲＯＩ、ＲＯＡ、销售额等财务数据指标，以及在测量上相对困难的社会和环境效应。近年来，相关研

究的关注点呈现出从短期财务绩效向长期可持续绩效转移的趋势。例如，Ｃａｒｔｅｒ和Ｇｒｅｅｒ的研究表

明，战略领导力风格的差异带来了不同的绩效产出，如果战略领导者更加关注责任而不是交易，就

会对财务绩效之外的社会和环境绩效给予更多关注［３］；Ｋｏｃｈ－Ｂａｙｒａｍ和 Ｗｅｒｎｉｃｋｅ的研究指出，如

果ＣＥＯ有军队背景，企业就会更少出现财务不端行为［４０］。

２．组织的其他衍生结果。出于对外部环境不确定 性 的 广泛 认知，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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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框架

领导力的作用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某个时间点上的绩效水平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是表现为其他一些可

能有着长期 影 响 的 衍 生 结 果，如 组 织 学 习、组 织 适 应 和 创 新 绩 效［１６］［２５］［３０］。例 如，Ｖｅｒａ和Ｃｒｏｓ－
ｓａｎ［３０］探讨了战略领导力对组织学习的作用，认为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均有可能对组织学习产

生正面效应；而Ａｚｂａｒｉ等则关注战略领导力对雇员工作满意度的积极效应［３１］。此外，创新作为战

略领导力的重要衍生结果之一，更是受到特别关注。Ｅｌｅｎｋｏｖ等的研究表明，战略领导力与高水平

的产品－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 系［２５］；Ｐａｊｕｎｅｎ也认为，鉴于组织的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主动的创造性变革和持续的适应，有效的战略领导者不仅需要保持行为一致，还应该保

有积极的创新态度［４９］；Ｊａｎｓｅｎ等 的 研 究 指 出，战 略 领 导 力 有 助 于 实 现 探 索 式 创 新 和 利 用 式 创 新，
其中，变革型领导对生成型思维有重要贡献，主要推进探索式创新，交易型领导则能够促进对现有

知识的完善和延伸，作用于利用式创新［５０］。
（二）战略领导力的调节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战略领导力的调节因素也可被分为两类，即内部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１．内部组织因素。这类调节因素又被进一步区分 为 两 种。一种是组织高阶的作用，如来自高

层管理者和董事会的指导和限制［２８］。例如，Ｅｌｅｎｋｏｖ等发现，高管团队成员的任期异质性会带来团

队中认知和行为的多样性，但也会带来社会整合和沟通上的困难，因此对战略领导力的产出具有双

重调节效应［２５］。另一种是组织特征和管理特征。例如，Ｖｅｒａ和Ｃｒｏｓｓａｎ指出，战略领导力对组织

学习的作用会受到 组 织 先 前 绩 效 和 组 织 生 命 阶 段 的 影 响［３０］；Ｋｒｉｇｅｒ和Ｚｈｏｖｔｏｂｒｙｕｋｈ的 研 究 则 表

明，组织内部复杂性，例如组织规模、经营范围、业务知识密度等，也是战略领导力－产出关系的

重要调节因素：当组织内部复杂性增加时，协调成本增加，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激化，战略领导

力对组织的整体影响会变得更加困难［４１］。

２．外部环境因素。这类调节因素具体包括环境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和风险，以及社会

文化、行业连带、市场趋势和技术进步等［２５］［４４］。例如，Ｂｏａｌ和 Ｈｏｏｉｊｂｅｒｇ认为，为使战 略 领 导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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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需要把握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例如组织外部根本性的产业变革和技术创新［１０］。Ｅｌｅｎｋｏｖ
等的研究则表明，在组织文化之外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将对战略领导力的作用产生影响［２５］。Ｇｕ－
ｔｉｅｒｒｅｚ等进一步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对战略领导力的要求不同：要使战略领导力发挥作用，印度

的组织需要表达对于国家福利的关切，中国的组织需要强调共赢和自我批评，西方国家的组织则需

要实现人才管理和人际理解［５１］。
（三）组织层次战略领导力的过程内涵

根据已有研究，要实现战略领导力从个体层次的个体能力到组织层次的非人格化要素的演进，
主要有意义建构和授权两种机制。它们构成了组织层次战略领导力的过程内涵。一方面，伴随着组

织越来越成为开放系统这一事实，个体层次的战略领导力已经很难通过预先设置角色、直接控制下

属、利用既定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来实现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层次的战略领

导力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知识专长和信息控制，以及对于新的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开发。因此，个体层

次的战略领导力对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的作用，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过程：基于信息和解释机

制的意义建构，将是战略领导力从个体层次到组织层次 的关 键演 进 机制 之一［３２］。另一方面，在意

义建构的基础上，个体战略领导者要引入 某 种 形 式 的 参 与 或 合 作 机 制，而 授 权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种 典

型［１９］。授权创造了承诺，激活了潜能，也带来了信任，将使组织的其他成员与领导者合力实现组

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结果。

１．意义建构。面对不断变动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组织，战略领导者需要通过意义建构来应对

非连续的挑战［３４］，利用想象来评价和解释外部环境中的各种线索 并 思 考 应对之法，从而在组织中

建立整体的目标感和方向感，为组织成员和整个组织的角色注入新的活力［２８］。在意义建构过程中，
战略领导者应注重组织的目标、信仰、愿景、使命、价值观的建设和共享［４２］［４４］，这是因为，明确

组织的共享目标将为雇员提供具体的行动 方向［４２］，对组织信仰、愿景、使命、价值观的阐明将带

来强大的情感激励［４２］［４４］，两者共同作用，将 发 展 成 为 组 织 所 拥 有 的 不 可 替 代 的 激 励 和 协 调 机 制；
战略领导者应巧妙利用对话和故事［１６］［１９］，这是因为，对话能鼓励组织成员分享关于组织历史、组

织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组织的可能未来的知识，从而促进集体学习以及组织的程序和交互记忆的开

发和使用；基于组织历史的故事能支撑组织在过去的行动，并为组织成员将来的行为提供合法性；
战略领导者应在组织愿景中构建主人翁意识，这是因为，被强化的主人翁意识将使组织的其他成员

表现出非凡的主动性，是为他人赋能的一种有效途径［１９］［３４］。
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共享愿景的重要性［４］［４４］。愿景指向一个理想化的未 来

目标，包含了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和关键任务，能够在长期内激励组织成员前进。已有研究表明，与

愿景建设相关的努力，能够帮助领导者取信于人，促进下属追求组织的未来，从而贡献于愿景驱动

的变革型战略，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组织绩效［５２］。在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的实现过程中，愿景

应该超越单纯的利益追求，表现为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尊重，最终是为了寻求不同群体的共

同幸福［４２］。为此，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应站在超越利润最大 化的 更 高视 角来规划组 织愿景，并鼓励

各层次组织成员的参与，允许新的愿景要素的涌现［４４］。这样一来，愿景的形成和传播就成为一个

基于双向沟通的共享过程，这对愿景的内化和实施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２．授权。具体而言，授权包括构建鼓励创新、变革和风险承担的内部环境，实现组织内部的

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１９］［２８］［４４］。在组织内部建设开放的鼓励创新、变革和风险承担的环境，有助于

强化组织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责任感，进而提升其组织认同水平［１９］［２８］；信息共享意味着下属

将获得重要的组织资源，能够开展积极的、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成为组织的重大变革的共同创

造者［１９］；领导者和下属之间持续的双向沟通可以促进下属对领导者个体的战略领导 力的识别和学

习，促使更大范围的组织成员践行战略领导力［４４］。如果说个体层次 的 战 略领 导力 的实现 在很 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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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依赖于组织成员个体的领导力自觉，那么，在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结果的实现过程中，高层

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和授权行为则显得尤为重要［３８］。
作为传统意义上战略领导力的排头兵，面对现实世界对组织提出的战略领导力要求，组织的高

层管理者需要转变心理定势，将自己从战略领导力的唯一主体，转变为组织各层次战略领导力涌现

的促进者［３４］。这一角色认知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任何个体都已

经很难成为一 个 完 美 的 榜 样。因 此，组 织 的 高 层 管 理 者 应 致 力 于 建 设 强 调 授 权 和 公 平 的 组 织 环

境［３１］，从传统的资源分配者转变为制度和文化的推广者，以便在组织内部建立一种跨层级的信任

关系［３８］，强化各 层 次 组 织 成 员 的 承 诺，使 人 们 自 觉 做 出 与 组 织 战 略 和 组 织 文 化 相 符 的 种 种 决

策［３４］［４４］。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上界定了战略领导力，并以此为基础，概述和评析了战略领导力研

究的分析单元、作用结果、调节因素及组织层次战略领导力的过程内涵。不难发现，战略领导力研

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转变的趋势：在研究内容上，正在从侧重于以ＣＥＯ或高管团队成员

为研究对象的个体层次战略领导力研究，转向注重挖掘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的内涵的研究，尤其

关注战略领导力从个体层次向组织层次的演进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则正在从理论研究和以二手数

据为主的实证研究，转向深度的案例研究和多案例比较研究，以更充分地揭示战略领导力的内涵和

作用机制，并提升相关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具体地说，未来关于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有如下几个可

能的发展方向：
第一，关于推进战略领导力全员化的研究。战略领导力研究不应过分受限于高阶理论，而应更

加关注组织战略乃至战略领导者的涌现本质［５３］。为此，必须将研究焦点转向组织全体成员对组织

层次的战略领导力的贡献。通过研究焦点 的 转 移，有 望 发 现 更 多 与 组 织 长 期 影 响 力 密 切 相 关 的 因

素，这将有助于将战略领导力研究从高层管理者的人口学特征中解放出来。近期有实证研究表明，
战略领导力出现了从ＣＥＯ和高管团队溢出到组织的其他成员的趋势。例如，Ｍａ和Ｓｅｉｄｌ发现，相

较于那些在组织中任期较长的ＣＥＯ，刚上任的ＣＥＯ在构建战略领导者圈子时，更有可能将高管团

队以外的其他成员，如低层次的管理者甚至组织中的普通成员纳入其中。这样一来，组织的战略领

导者圈子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高管 团 队。两 者 之 间 的 不 完 全 重 叠，将 给 组 织 带 来 一 定 的 紧 张 状

态，最终可能导致高管团队的重新配置［５４］。因此，ＣＥＯ继任乃至各层次管理团队的重组，都有可能

成为一个组织逐步迈向战略领导力全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这值得未来做进一步的深度案例研究。
第二，关于战略领导力前因的研究。前因研究的缺乏是战略领导力的内涵界定模糊所带来的一

种必然结果。然而，若不能明确战略领导力的前因，战略领导力研究的实践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未

来对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上战略领导力前因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主

题。目前，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展开了初步探索。例如，Ｃａｌａｂｒò等认为，个体层次上战略领导力

的重要前因之一可能是必要的社会资本，这既包括涉及组织内部个体或群体之间关系的内部社会资

本，也包括涉及组织和外部各方之间关系的外部社会资本，它们的建立均可能促进个体层次上战略

领导力的形成，使战略领导者得以评估组织现有的人力资本，做出必要的改变，将任务要求和人力

资本准确匹配起来，最终通过雇员的活动完成特定的任务和目 标［５５］。Ｍｅｅｈａｎ和Ｊｏｎｋｅｒ指 出，组

织层次上的战略领导力结果的重要前因可能是个体层次的战略领导力，以及恰当的战略管理过程。
在个体层次的战略领导力上，他们突出了战略思维的重要性，认为战略领导者应检验组织的使命并

确保其聚焦，从而使之指导和驱动所有的战略决策；在战略管理过程上，他们强调了高绩效团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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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重要性，认为高绩效团队应被培 养 为 战 略 的 继 任 者，董 事 会 则 能 驱 动 整 个 组 织 的 战 略 思

维，两者合力能最终使个体层次的战略领导力进化为组织层次的战略领导力，带来组织对于其所在

环境的影响力［５６］。这些成果为有关战略领导力前因的研究昭示了 可 行 的 方向，也成为进一步深化

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研究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也很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案例研究，检验并继

续探索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的过程内涵。
第三，关于战略领导力作用结果的深化研究。在关于战略领导力作用结果的选择上，应更加关

注组织学习、组织创新等能为组织带来长期影响力的变量。相较于某一时间节点上的财务绩效，这

些变量能够带来可持续的高水平绩效，更符合战略领导力的 “广泛性”和 “持久性”特征。近来，
战略领导力相关研究的结果变量已经出现了从传统的组织绩效指标向其他一些可能有着长期影响的

衍生结果过渡的趋势，这一转变应该受到重视并被加以强化。该研究方向的合理性受到Ｂｕｒｇｅｌｍａｎ
等关于惠普公司自创立以来在八任ＣＥＯ手下的七次战略转型的研究的支持。在Ｂｕｒｇｅｌｍａｎ等看来，
在高度动荡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技术型公司，惠普不寻常的长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任ＣＥＯ们：
他们运用战略领导力发起了持续不断的组织变革，以全新的方式应对来自技术革命、消费者偏好、
竞争对手行动等多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促成了惠普的持续生存和发展［５７］。这充分表明，战

略领导力的作用不应被局限于短期，而应被扩展到长期。这无疑将是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极具生

命力的研究方向。
第四，关于战略领导力的文化嵌入机制的研究。战略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影响力。

战略领导力的形成过程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总是嵌入在特定的文化之中，这不仅是指独特的组织

文化，更是指组织文化所赖以同构的社会文化传统［２５］［４４］［５１］。因而，若要深入理解战略领导力的全

员化、形成过程和作用结果，就必须进一步探索战略领导力的文化嵌入机制。在这个研究方向上，
目前已有了初步研究成果。例如，Ｓｈａｏ发现，灵活性导向的组织文化有助于战略领导力发挥作用，
控制导向的组织文化则会抑制战略领导力的成效［５８］。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同步考虑组织文

化对社会文化传统的嵌入性问题，毕竟社会文化传统是影响组织层次上战略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重要

前提条件之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未来研究方向。
总之，以愿景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为 基础、致力于产生更加广泛和持久影响的战 略 领 导 力 研

究，不仅能与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其他主题区别开来，还能弥补侧重于探讨理性行为、竞争定位、资

源和能力的战略管理研究以及主要关注组织宏观分析和结构参数的组织理论的不足，能在更大程度

上深化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对 “领导力”这一概念的理解［３９］。

参考文献

［１］Ｂｅｒｇｈ，Ｄ．Ｄ．，Ｈ．Ａｇｕｉｎｉｓ，Ｃ．Ｈｅａｖｅｙ，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３）．
［２］Ｂｏｎａｒｄｉ，Ｊ．Ｐ．，Ｍ．Ａ．Ｈｉｔｔ，Ｄ．Ｖｅｒａ，ｅｔ　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８（５）．
［３］Ｃａｒｔｅｒ，Ｓ．Ｍ．，Ｃ．Ｒ．Ｇｒｅ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Ｖａｌｕｅｓ，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４）．

［４］Ｇｏｌｄｍａｎ，Ｅ．Ｆ．，Ａ．Ｃａｓｅ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２）．

［５］Ｈｏｓｍｅｒ，Ｌ．Ｔ．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９８２（２）．
［６］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Ｄ．Ｃ．，Ｐ．Ａ．Ｍａｓｏｎ．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Ｊ］．Ａ－

—５１１—

张　钢，等：从个体领导力到组织领导力———战略领导力研究的新趋向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２）．
［７］汪金爱，宗芳宇．国外高阶梯队理论研究新进展：揭开人口学背景黑箱［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１（８）．
［８］Ｒｅｇｅｒ，Ｒ．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ｏｐ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７（３）．

［９］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Ｓ．，Ｄ．Ｃ．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ｏｐ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Ｓｔ　Ｐａｕｌ：Ｗｅｓｔ，１９９６．

［１０］Ｂｏａｌ，Ｋ．Ｂ．，Ｒ．Ｈｏｏｉｊ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ｖｉｎｇ　ｏｎ［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０（４）．
［１１］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Ｓ．，Ｄ．Ｃ．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Ａ．Ａ．Ｃａｎｎｅｌｌａ　Ｊ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ｘｅｃｕ－
ｔｉｖｅｓ，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２］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Ｒ．Ｌ．，Ｊ．Ｇ．Ｈｕｎｔ，Ｒ．Ｊ．Ｈｏｕ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　Ｍｕｌｔｉ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Ｑｕｏｒｕｍ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２．

［１３］Ｍａｒｔｉｎ，Ｍ．Ｊ．，Ｋ．Ｅ．Ａｕｐｐｅｒｌｅ，Ｒ．Ｃｈｅ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　ｕｓａｇｅ　ｂ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６（１）．

［１４］Ｉｒｅｌａｎｄ，Ｒ．Ｄ．，Ｍ．Ａ．Ｈｉｔｔ．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１９９９（１）．

［１５］Ｒｏｗｅ，Ｗ．Ｇ．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２００１（１）．

［１６］Ｂｏａｌ，Ｋ．Ｂ．，Ｐ．Ｌ．Ｓｃｈｕｌｔｚ．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７（４）．

［１７］Ｓｔａｍｐ，Ｇ．，Ｂ．Ｂｕｒｒｉｄｇｅ，Ｐ．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０７（４）．
［１８］Ａｇｙａｐｏｎｇ，Ａ．，Ｒ．Ｂ．Ｂｏａｍａ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ｏｔ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

［１９］Ｎｕｔｔ，Ｐ．Ｃ．，Ｒ．Ｗ．Ｂａｃｋｏｆ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２）．

［２０］Ｈｏｕｓｅ，Ｒ．Ｊ．，Ｒ．Ｎ．Ａｄｉｔｙａ．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Ｑｕｏ　ｖａｄ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３）．

［２１］Ｍａｇｈｒｏｏｒｉ，Ｒ．，Ｅ．Ｒｏｌ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２）．

［２２］Ｈｉｔｔ，Ｍ．Ａ．，Ｒ．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２（１）．

［２３］Ｂｏａｌ，Ｋ．Ｂ．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Ｓａｇｅ，２００４．
［２４］Ｔｈｏｍａｓ，Ｔ．，Ｊ．Ｒ．Ｓｃｈｅｒｍｅｒｈｏｒｎ　Ｊｒ，Ｊ．Ｗ．Ｄｉｅｎｈａ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２００４（２）．

［２５］Ｅｌｅｎｋｏｖ，Ｄ．Ｓ．，Ｗ．Ｊｕｄｇｅ，Ｐ．Ｗ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７）．

［２６］Ｇｉｂｎｅｙ，Ｊ．，Ｓ．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Ａ．Ｍｕｒｉ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０９（１）．

［２７］Ｇｏｌｄｍａｎ，Ｅ．Ｆ．，Ａ．Ｒ．Ｓｃｏｔｔ，Ｊ．Ｍ．Ｆｏｌｌｍ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

［２８］Ｓｉｍｓｅｋ，Ｚ．，Ｃ．Ｈｅａｖｅｙ，Ｂ．Ｃ．Ｆｏｘ．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１）．

［２９］Ｐａｗａｒ，Ｂ．Ｓ．，Ｋ．Ｋ．Ｅａｓｔｍａｎ．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ｐ：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７（１）．

—６１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３０］Ｖｅｒａ，Ｄ．，Ｍ．Ｃｒｏｓｓ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２）．

［３１］Ａｚｂａｒｉ，Ｍ．Ｅ．，Ｍ．Ａｋｂａｒｉ，Ｍ．Ｈ．Ｃｈａｉｊａｎｉ．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ｎ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ｕｉｌａ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１５（４）．
［３２］Ｓｈ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Ｐ．，Ｓ．Ａ．Ｎａｃｈｍ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Ｓ１）．
［３３］Ｈｕｎｔ，Ｊ．Ｇ．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　Ｎｅｗ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Ｓａｇｅ，１９９１．
［３４］Ｃｒｏｓｓａｎ，Ｍ．，Ｄ．Ｖｅｒａ，Ｌ．Ｎａｎｊａ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５）．
［３５］Ｖｅｒｂｅｋｅ，Ａ．，Ｈ．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ｈｅｌｔｅｎ－
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２．

［３６］Ｈａｎｎａｎ，Ｍ．Ｔ．，Ｊ．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７（５）．
［３７］Ｍｅｙｅｒ，Ｊ．Ｗ．，Ｂ．Ｒｏｗ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Ｊ］．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７（２）．

［３８］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５）．

［３９］Ｍｉｌｌｅｒ，Ｄ．，Ｃ．Ｓａｒｄａｉ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２）．
［４０］Ｋｏｃｈ－Ｂａｙｒａｍ，Ｉ．Ｆ．，Ｇ．Ｗｅｒｎｉｃｋｅ．Ｄｒｉｌｌｅｄ　ｔｏ　ｏｂｅｙ？Ｅｘ－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Ｅ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１１）．

［４１］Ｋｒｉｇｅｒ，Ｍ．，Ｙ．Ｚｈｏｖｔｏｂｒｙｕｋｈ．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ａｒｓ，ｃｌａｎｓ，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

［４２］Ｍａｙｆｉｅｌｄ，Ｊ．，Ｍ．Ｍａｙｆｉｅｌｄ，Ｗ．Ｃ．Ｓｈａｒｂｒｏｕｇｈ　ＩＩ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ｏ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
［４３］Ｈａｎｄｙ，Ｃ．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Ｍ］．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４４］Ｐｉｔｅｌｉｓ，Ｃ．Ｎ．，Ｊ．Ｄ．Ｗａｇｎ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ｈａｒ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８（２）．

［４５］Ａｂｄｅｌｇａｗａｄ，Ｓ．Ｇ．，Ｓ．Ａ．Ｚａｈｒａ，Ｓ．Ｓｖｅｊｅｎｏｖａ，ｅｔ　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４）．
［４６］Ｙｕｋｌ，Ｇ．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２０１３．
［４７］Ｖｉｉｔａｌａ，Ｒ．，Ｓ．Ｋｕｌｔａｌａｈｔｉ，Ｈ．Ｋａｎｇａｓ．Ｄｏ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Ｒ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４）．

［４８］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Ｄ．Ｃ．Ｇｕｅｓｔ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Ｓ１）．

［４９］Ｐａｊｕｎｅｎ，Ｋ．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０６（３）．

［５０］Ｊａｎｓｅｎ，Ｊ．Ｊ．Ｐ．，Ｄ．Ｖｅｒａ，Ｍ．Ｃｒｏｓｓ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９（１）．

［５１］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Ｂ．，Ｓ．Ｍ．Ｓｐｅｎｃｅｒ，Ｇ．Ｚｈｕ．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Ｊ］．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

［５２］Ｓｌａｃｋ，Ｆ．Ｊ．，Ｊ．Ｎ．Ｏｒｉｆｅ，Ｆ．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７１１—

张　钢，等：从个体领导力到组织领导力———战略领导力研究的新趋向



２０１０（３）．
［５３］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Ｈ．，Ｂ．Ａｈｌｓｔｒａｎｄ，Ｊ．Ｌａｍｐｅｌ．战略历程：穿越战略管 理 旷 野 的 指 南［Ｍ］．北 京：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
［５４］Ｍａ，Ｓ．，Ｄ．Ｓｅｉｄｌ．Ｎｅｗ　ＣＥ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３）．

［５５］Ｃａｌａｂｒò，Ａ．，Ｍ．Ｔｏｒｃｈｉａ，Ｄ．Ｇ．Ｊｉｍｅｎｅｚ，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ｏａ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５６］Ｍｅｅｈａｎ，Ｗ．Ｆ．，Ｋ．Ｓ．Ｊｏｎｋｅｒ．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５７］Ｂｕｒｇｅｌｍａｎ，Ｒ．Ａ．，Ｗ．ＭｃＫｉｎｎｅｙ，Ｐ．Ｅ．Ｍｅｚａ．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Ｐａｃｋａｒｄ：Ｗｈ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Ｍａｔ－
ｔｅｒ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５８］Ｓｈａｏ，Ｚ．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Ｉ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４４）．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ＨＡＮＧ　Ｇａｎｇ，ＬＩ　Ｈｕｉ－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ｕ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ｕｐ　ｔｏ　ｎｏ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ｗｎｅｄ　ｂｙ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ｅｒｔ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责任编辑　王开明）

—８１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