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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应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赵 宁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 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扮演双重角色，因此，中层领导干部

应该潜心探索怎样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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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活动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领导”在中文词意里，是从“领”和“导”的本义

引申出来的。“领”原指脖颈，于衣之领，为衣之首端，

引申为“率领”，即领人，领策、领力。“导”原指疏通，

引申为教训启发，即自导、指导、教导。“领”和“导”的

组合，有身为表率而言是训诲的意思。在英语中，有

三个词汇与领导有关。一是/012，有领导、指导、统率

之意；二是/0123456，有领导、领导能力、领导关系之

意；三是718190708:，有管理、经营、处理之意。从汉

语和英语里都可以看出，领导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名词的领导是指领导者，动词的领导则是指领导活

动。一般而言，所谓领导，可以解释为率领、引导的意

思。领导既指领导者又指领导活动，在此，领导系指

领导活动。领导活动是指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

实现既定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

过程。这个过程要求领导者走在前面不断创新，以激

励群众实现目标。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既

是践行者，又是变革者，其能否创造性工作对一个单

位或部门至关重要。伴随时代的变迁，形势瞬息万

变，新事物，新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固有的观念和陈

旧的工作方法已不适应新形式的要求。所以领导者

的工作方式必须符合与时俱进的观点。江泽民同志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

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可

见，与时俱进与创新观念如出一辙，它们在与人类同

行中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开拓创新的领导能够通

过创造性的工作，使一个衰落、破败的单位或部门逐

渐变得富有生气和活力，充满希冀与曙光，与此相悖

的是，一个观念落后，方法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的领导会使一个好的单位或部门陷入窘况和危机。

不容置疑领导干部工作方式的优劣对驾驭全局，振

兴一个地区和单位实现其新跨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所以，领导干部在其领导活动中应该着力探索新

思路，新方法，思考如何创造性地实现工作目标。

中层领导干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一个系

统中处于中间层级的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是一个相

对庞大的队伍，他们遍及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由于

分布广，人数众多，他们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

这种双重身分决定其负有特殊使命，工作中既要执

行上方的指示和命令，又要上传下达，还要向部门职

工发布指令，更要身体力行与职工一道完成具体工

作任务。执行上级指令，既要不违背原则，坚决执行，

又要与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有所创新，有所

突破。这对中层干部的创造性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二、 创造性工作能力是领导者适应时代

发展变化和完成领导活动的必然要求。

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复杂变化的环境、

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系统的生存发展、领导工作效

能的提高以及具体问题的解决等，从多方面对领导

者提高改革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

（一）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随着现代社会活动日趋复杂，领导活动的难度

越来越大。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据专家测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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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知识在!"世纪是#$年增加!倍，%$世纪初是!$年增

加!倍，%$世纪&$年代后是每#年增加!倍，而%$世纪

末已经到了大约每’年增加!倍的惊人速度。

人口迅速增加，联合国在!"""年!$月!%日宣布

世界人口超过($亿大关。预计到%$%#年，世界人口将

达到)$亿。世界人口正在老龄化。

人口膨胀使土地资源、森林、淡水和能源面临严

重不足；电磁污染，成为在水、气、噪声之外的第四大

污染源。电磁辐射已成为危害当今人类健康的致病

根源之一。电磁波复合辐射可以引发各种疾病，如白

内障、小儿白血病、脑肿瘤、乳腺癌等。如此等等，不

一一列举。

前所未有的诸多新问题不断涌现，使传统的常

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变得软弱无力，这就要求领

导者必须具有改革创新的能力，能够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和解决复杂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环境的挑

战，领导者一定要重视自身领导能力的提高，尤其要

重视领导活动中创造能力的重要性。

随着各种事物、现象、规则的变化速度越来越

快，领导者面对的难题也就越来越多，这一切都对领

导者的创造性工作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知识经济在%$世纪末已初见端倪，也必将在%!
世纪得到空前发展。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造力将成

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知识经济对领导

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领导者先要增强自己的创

造意识和创新能力，领导者如果观念陈旧，缺乏创新

意识和能力，不能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

格局，就不可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必然会被时代

所淘汰。

（三）组织发展变革的需要

领导者是组织活动的规划者、组织指挥者、指导

协调者，在根本上决定着组织系统的运作发展方向。

传统管理科学的理论观点认为，领导活动和领导者

的职责是对现有规则的运用，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

但是在现代的领导活动中，传统的理论观点已经明

显落后，越来越不适应现代领导活动的要求，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不断改革创新的重要作用。

（四）提高领导效能的需要

按照美国学者弗兰奈和列文的分析，领导者行

使不同性质的权力，具有不同的基础。第一，强制权。

第二，奖励权。第三，法定权。第四，专长权。专长权

以领导者具有的某种专门知识、特殊技能为基础。当

下级认识到领导者具有某项值得敬佩的专长时，便

会主动服从上级的领导。第五，影响权。这种权力以

领导者的非强制性影响力为基础。领导者具备高尚

的品质和解决难题的超凡能力，赢得下级的敬佩，就

会产生强大的非权力性影响力，使下级心甘情愿地

服从领导。

在领导权力的结构中，专长权和影响权才是领

导者具有创造性工作能力的体现。当组织系统遇到

难题时，领导者能否利用自己的专长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能否使下属在抛开功利心理和权力畏惧心理

的情况下仍服从领导，则在于领导者能否具有高水

平的创造性工作能力和高尚的品德。

创造性的领导工作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开

创工作的新局面，在困境中抓住机遇，建立全新的管

理方式。领导者只有创造性地工作，才会得到下属的

认可，使自己的组织系统具有生气。富有创造性的领

导，会被下属认为“有办法”，很能干，并认定“跟着

他，没错”。这样才会增强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这也是领导者有效行使职权，充分发挥权力性影响

力的作用，取得优异领导绩效的重要保证。创造性的

领导活动在增强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的同时，必

然会巩固领导者的地位，使权力发挥出更大的效能。

三、 领导者应该充分发挥创造性工作能

力

领导者的创造性，是指其在工作实践中，能超脱

固有的观念、思维习惯及工作方式，有胆识，独辟蹊

径地探索出一套科学、高效并且具有前瞻性的领导

方略和管理方法。人类的创造改变了世界，而世界的

发展需要人们的不断更新和继续创造。譬如，科技需

要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我国的“)(’”计划已硕果累

累，中科院“创新工程”亦已启动。国际间科技创新竞

争也日趋激烈。美国有“新边疆”战略，法国有“尤里

卡”，日本有“科技立国”战略⋯⋯为了生存，人类在

进行着继续改革创新的行动。当前科技创新是未来

竞争的关键，这一点也已被人们所认同。但是，我们

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仅需

要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也更需要管理的创新。新世

纪的到来，*+,的加入，不仅使中国企业面临着激

烈的国际竞争，而且使以政府事务为代表的公共管

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领

导者，不论是一乡之长还是国家领导人，都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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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改革创新能力。

领导者与创新是天生的一对，难怪有学者认为

“领导就是创造”，“领导者的创造性活动最重要”。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莫尔提出现代领导必须具备!"
大素质，“敢于创新”的素质名列榜首。所谓敢于创

新，就是指领导者首先对新事物、新环境、新观念具

有敏锐的感受力，并且敢于凭着自己的感受力去摆

脱传统的束缚，冲破各种压力去创造更新。另一位美

国学者巴斯在概括领导者特性时，更加明确地提出：

“领导者应该在完成任务中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能精

力充沛地追求目标，在解决问题时要具有冒险性和

创造性，在推动组织发展时能具备首创精神。”人类

社会的发展史尤其是#"世纪的社会发展启示我们，

要想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创造更新，而创造更新的关

键则是领导者首先必须具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从

#!世纪的要求讲，有无创造素质和创新能力，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胜任的重要条件。过去

那种缺乏创见，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的“老实”官；不

懂领导活动的科学性与创造性，只会傻干，苦干的

“辛苦”官；不学无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

官，不仅在面临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挑战的企业中

没有市场，而且在政府事务的领导和管理中也必然

被淘汰。

领导者的创造性工作能力是在其创造性基础上

派生出的一种特有能力。它是现代领导能力结构中

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其他人类活动相同，领导活动过

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创造性工作能力反映着领

导活动的能动性。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领导者总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不断地推陈

出新。在实际工作中，领导业绩是创造效果的最佳体

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领导者能否大有作为和业

绩突出，主要取决于创造性工作能力的高低。如果说

战略决策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公关处理能力等是从

领导者实际工作运作角度提出的要求，而创新性能

力则是针对领导者自身内在素质而提出的要求。领

导者在战略决策、组织指挥、公关处理等各方面的领

导工作环节之中，都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因此，创

造性工作能力作为领导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更具

有独特的意义。

与其他领导能力相比，创造性工作能力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神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福

兰克$ 巴伦博士在对具有创造性工作能力的人细心

研究后发现，他们观察事物时具有独特的、细致的敏

锐性。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能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具有与别

人不同的意见，而这个不同点往往是很重要的。

第二、与大家一样观察事物，考察问题，但观察

问题的方法，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

第三、有独特的认识和意见，而且不拘泥于这种

认识和意见与别人的认识和意见是否相同。

第四、认真学习和积累各种知识，热心于此的同

时，能比较各种意见的好坏，以此来充实自己的创造

性工作能力。

第五、与其说他是天才，不如说他在体力上、精

神上充满了活力，从而朝气蓬勃。

第六、富有想象力。

第七、不认为自身能力是有限度的，使自己的思

考广泛地、有弹性地、像气球那样向外延伸。

第八、不拘泥于形式，其态度和想法都是自由自

在的。

第九、有意识地去过复杂多彩的生活，从不躲避

困难与害怕压力。

以上概括的特征，为领导者对自身创造性工作

能力的把握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只要主动地提高自

己的创造性素质，牢固树立改革创新的意识，就必然

会使自己的领导能力得到提高。

四、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善于学习，博采众长

学习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纵观世界，古往今来，

伟大的政治家，人们崇拜和景仰的领袖们为当今的

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长期不懈

地坚持学习和著述，撰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光辉巨著；列宁在知

天命的%"岁之际学成了一门外语；毛主席上知天文，

下懂地理，对诗词歌赋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富有精

深的文学底蕴；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情，创造性地发

挥了过人的睿智独创了“特色理论”；江泽民同志积

前人之大成，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知识渊博，文理

贯通，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当今领导干部应以伟人们为榜样，在浩如烟海

的知识领域里，在博学的基础上着力钻研政治理论

学、现代领导学、管理学及其相关学科，还须强化业

务学习，掌握信息技术，熟习外语，提倡文理并举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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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并蓄同时在实践中学。只有不断地通过系统的政

治、业务理论学习，才能在领导活动中更新观念，改

进方法。

（二）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探索是领导活动的过程，创新是其活动的结果。

倘若没有探索的过程就不可能有创新的结果。两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领导工作如果仍旧死水

一潭，机械重复就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气。领导干部

在工作实践中既要摆脱陈腐的思想观念和滞后的工

作方法的束缚，不断地探求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科

学有效的新方法。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标新立

异，破除常规，立于巨人之肩上创造性地开展领导工

作。只有创新才能赋予领导者生机与活力，只有创新

才能开创领导活动的新格局。

综上所述，领导者，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要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需要同时具备内因和外因这两大因

素。内因是对其本人的素质要求，领导干部要更新观

念吐故纳新，进一步充实自己，完善自我，提高创新

能力和自身综合素养。外因指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

展的，切勿刻舟求剑，要坚持与时俱进的观点，从本

地区、本单位的实情出发，吸纳新观念、新思想、新方

法，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

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

习，向书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使领导者

重新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去审视变化的事物，去探

求时代发展的新规律，从而创造性地开展好领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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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

〔’〕黄 强"领导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编现代领导必备素质手册"蓝天出版社"#$$(。

〔)〕赵玉峰"现代环境中的电磁污染"电子工业出版社"#$$’。

致谢：此文得到副院长景志明教授的指导，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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