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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领导者选择何种领导风格和具体做法，受其民族文化和时代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组织的德行领导 

包含遵守社会规范、正直廉洁、关心下属成长、仁厚诚挚四个因子，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的优 

秀文化中蕴含着德行领导的基础，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传承下来。这种社会文化根源也决定了企业组织 

的领导者同样需要实施德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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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企业的德行领导内涵 

企业领导者的德行领导是指领导者以高尚的个人品德 

和操守，影响和激励下属去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我们的 

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组织德行领导包含了遵守社会规范、 

正直廉洁、关心下属成长、仁厚诚挚等四个因子。 ⋯ 

其中，遵守社会规范因子反映了在当前社会 ，面对人 

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秩序的破坏 ，人们的环保意识、 

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增强，要求企业重视社会责任和关心社 

会公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我国， “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我国先人们 

所一直倡导的。现代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开展各项经 

营活动，一方面它为社会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 

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因而对于企业的领导者，人们不仅希望其遵纪守法，具有 

良好职业道德 ，还希望其具有社会责任感，不漠视 自己和 

所在企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应有正义感，具 

有社会公德心，热爱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 

正直廉洁因子体现了在企业组织中，员工同样希望领 

导者能够做到不以权谋私 ，办事公正，对下属一视同仁。 

同时，领导者作为企业的指挥者，对该组织和团队成员负 

有重要责任，员工也希望领导者能够以企业和员工利益为 

重。中国自古以来 ，人们都把廉洁作为 “为官”的一个基 

本要求。一般来说，领导者展现出的这种节俭奉公、遵守 

道义、正直公平、以大局为重的人格魅力 ，会使下属有一 

种归属感 ，往往能够激发下属深层次对领导者、对组织的 

承诺，并增强下属的工作动力。 

关心下属成长因子主要包含了关心下属成长，为下属 

的成长提供机会 、条件和建议，对下属宽容宽厚等内容。 

中国自古以来， “仁民”、 “惠民”理论是为政以德的重要 

内容。当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每个员工尽量努力提高 

自己，以免被急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企业中的员工不仅希 

望领导者具有同情心，关心下属的生活状况 ，对员工的困 

难、抱怨能够理解，而且也希望领导者能够尊重员工，帮助 

和支持员工成长，善于发掘其潜力。这种情感上的关怀和支 

持对员工的影响往往是真挚长久的。 

仁厚诚挚因子表明了企业领导者并不是高高在上、唯我 

独尊的指挥者，而是经常与员工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员工的 

需求和看法的领导者，他们更容易得到下属的敬重和爱戴。 

“仁”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一直是居于核心地位 ， 

在各种美德中属于第一层面。它是各种德行的源泉，对中国 

人的道德人格、心理、意识、性格，乃至于行为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也影响着人们对道德品质、道德行为的理解和判 

断。为人和善、有同情心、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为人 

厚道、待人诚恳仍然是当代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德行领导者的 

重要特征。 

基于企业德行领导的这四个维度，我们认为从社会文化 

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影响企业领导者实施德行领导的原因，既 

要考虑当前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作用。霍夫斯迪德 (Hofstede，1980)曾指出，员工激励、 

领导风格、组织结构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不同民族文化中 

“人们共同的心理编码 (Mental Programming)”的不同。这 

里， “人们共同的心理编码”反映了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性 

的特征，包括民族的思想情感、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等，而不是由少数的个体的特征所主导。当民族成员符 

合这些行为准则和共同标准时，他才能被社会主流所认可、 

接受。本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德行领导影响作用的分析， 

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70871053)； 

广东省高校文科基地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07JDTDXM6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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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二、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蕴含着德行领导的基础 

1．中国的领导思想中具有重德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以各种程式化的理论形态，以及非理论化的风俗习 

惯、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体现出 

来。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血缘、家庭、社会，可以说是典 

型的伦理型文化。至今，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仍然被提 

倡、学习和践行，如孝道、礼义、诚信、为公、爱国、勇 

敢、勤俭、慎独、律己等。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思想、道德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在古代社会，道德不仅体现在个体的品德修 

养、行为标准和规范上，而且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思想、经 

济等各个领域，其中，中国古代的领导思想中，就蕴含着浓 

厚的道德色彩。春秋时期 ，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就提出了包 

括官员道德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伦理要求。他指出，只有品德 

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领导者，领导者要通过 “自省”、 

“自戒”、 “自责”、 “克己”、 “修己”等来 “正身”，以行 

为的楷模来影响、感化和带动民众。在治理国家、社会方 

面，儒家思想主张 “为政以德”，领导者要 “以德行仁”，对 

百姓要施 “仁政”。儒家思想认为，为政者以德服人 ，对民 

众进行心理上、行为上的改造，才是根本性的改造。例如孔 

子曾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沦语·为 鼢)。意思是说，行政与法 

律手段只能使人们勉强克制自己不去犯罪，但人们不知什么 

是耻辱 ，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礼义道德引导 

和教育百姓，才能使他们懂得做坏事是可耻的，从而自觉地 

约束自己的行为。孟子也曾指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 

服也 (《 子·公孙丑— )。意思是说，施行仁政，以道德赢 

得民心，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拥护。 

为了实现 “以德为政”，在官员选拔上，往往强调 “德 

才兼备，以德为本”； “取士之道，以德行为先”。在儒家思 

想家看来，对于君主和各级官吏来说 ，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行 

为不仅关系到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而且还关系到对社会道 

德风气与习俗的影响作用。因而德比才更为重要 ，一个人的 

知识水平再高，能力再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也是不足 

以称道的。司马光在 偾 治通 勘 里曾指出： “唯才德皆备 

皆贤士也”，其中，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 ，才之帅也”；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 

于颠覆者多矣”。在他看来，德是灵魂 ，统帅着才能，决定 

着才能发挥的力度和方向；才从属于德，受德制约，领导者 

只有首先具备了德，才能保证才的正确发挥，收到正面的效 

果，否则会行错方向，造成消极影响，带来负面效应。有才 

之人又有德，就能作出有利于社稷和人们的好事；而有才者 

无德，反而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更容易作出有悖于伦理道 

德、危害社会的事情。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言，德与才相 

比，德更具有决定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多数的政治家、思 

想家均强调德为先。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重德 

传统和社会的价值取向。 

2．中国传统的领导伦理思想具有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对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 

社会 曾遭到严重批判。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遭遇了严重挫 

折，进步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之道时，也开始反思和批判中 

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将视野投向国 

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知识界也滋生了一种全盘否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在一些人看来，只有完全抛弃了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才能重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的伦 

理道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包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批判和否定。然而，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主 

张也因背离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土壤，最终都没有 

行得通。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也已证实，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现代 

化并不是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固然有其糟 

粕，但不乏一些优秀而积极的成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积极 

成分是现代伦理道德的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构建自 

己的伦理道德文化时，从来都需要从自己的传统伦理道德中 

吸取养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 

积淀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德性、智慧和力量。尤其是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被称为美德的部分，更是对我们的历史和 

现实生活产生了深刻、深远、积极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文 

化作为一种渊源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后起的新的伦理道德文 

化所必须对接和传袭的。毛泽东曾指出，封建主义的东西也 

不全是坏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 

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当前 ，中国传统优秀的领 

导和管理思想已经走出国门，在东南亚、东亚等一些国家受 

到重视，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家事务和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并 

取得了重大成就。 

3．当前中国社会仍重视以 “伦理道德”为主的内控规范 

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实证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凌文辁 、郑晓明、方俐洛 (2003) [3]对 

中、日、美三国的社会规范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国 

人的社会规范是以内控规范为主，外控规范为辅，而在内控 

规范中，以伦理道德为主，价值取向为次；尽管Et本人也是 

以内控规范为主，但其以价值取向为主，伦理道德为辅；美 

国人的社会规范则是外控为主，内控为辅。这种社会规范的 

差异主要是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所导致的。自古以来，中国 

人就主张 “内圣外王”、 “修己安人”等，即以圣人的标准 

要求 自己，才会成为王者而行其王道；自己先修练完善，才 

能去安抚别人，这些均体现了古时人们就特别重视以 “伦理 

道德”为主的内控规范。古人所倡导的各项德行规范，几千 

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德性追求。当前，中国人 

在管理中仍然强调管理者要起模范表率作用，以身作则，提 

倡魅力型的德行领导。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中，干部的选 

拔和评价首先强调品德因素。对组织、对国家尽 “忠”，对 

长辈行 “孝”，对他人施 “仁”；尽伦理义务 ，重道德的约 

束 ，做内在的反省与静心的冥思，以规范 自己的行为，这是 

中国人的管理文化。 

、  ⋯ ⋯ ⋯ ⋯ 匦亟 霜宙 



【文化论苑】 

因而中国当前伦理道德的构成，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伦 

理道德中的积极成分，另一方面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要求。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成为当前新的伦理文化的历史 

基础。在当前的这种伦理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必然 

受其影响，留下传统的烙印。企业组织作为当前社会的一个 

基本的社会单位，其成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在 
一 种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应 

的态度和行为，也有着相应的要求、期望，这些均会在企业 

的工作生活中，依据成员各自的角色特征体现出来。 

包括领导伦理道德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尽管曾经遭遇种种波折，但最终得以 

承续和发展。在这其中，传统伦理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现代价 

值，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同时教育也起着不 

可缺少的作用，它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方式。 

三、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1．作为知识的传统伦理道德可以被传授、接受 

包括传统伦理思想在内的人类文化能够通过教育得以传 

递的前提条件是因为它首先也是一种知识，知识既可以被传 

授，也可以被接受。无论把伦理道德理解为某种政权之下的 

人们的行为标准，还足社会 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准则，对于个 

体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可以习得的知识。作为知识的道 

德，它不仅包含着人们要遵守的规范的内容，还包括规范的 

意义和根据。即作为知识的道德，不但告诉人们应该怎样 

做，还告诉人们为什么做。一个受过道德教育的个体，不仅 

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而且是为了特定的理由才这么做， 

并且他们坚信这特定的理由是正确的 (威尔逊，2003)。 [43 

当然 人类的道德并不仅仅是知识，除知识之外，它更多的 

还以个体、群体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个体、群体行为所 

嘎现出来的道德往往也会以社会学习的形式为他人所习得、 

接受和传播。 

2．教育使伦理道德得到承接和弘扬 

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强调人的德性可以通过教育来获 

得，即教育可以使人具有德性，教育可以塑造人们的思想、 

行为，从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得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在近 

代社会，随着新思想、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地 

位开始遭到撼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全社会 

范围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教 

育，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看成封建道德，予以否定。特别 

是从】956年之后，随着左倾思潮的涌动和抬头，中国传统文 

化开始遭到破坏，尤其是在十年 “文革”期间，遭到了全丽 

的攻击、批判、扫荡，社会文化、道德、法制、纪律遭到空 

前的破坏。但是尽管遭遇到了种种挫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国恢复道德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拨乱反正中，根 

据社会的需要被重新吸纳，也很快得以恢复生机。传统伦理 

道德中的合理成分被吸收、弘扬，成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 

重要成分 

四、道德规范的非强制约束作用 

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伦理文化的新时期伦理道德通过学 

饺、家庭和社会教育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传播。各种类型 

的教育将道德规范渗透到全社会范围内，对人们的思想、行 

为进行约束、规范。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要想得到社会的 

认可、获得社会的荣誉，就必须遵守道德规范，不接受这些 

规范和准则，就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甚至不能生活。因为从 

哲学上来讲，道德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作为 “义务”的道 

德；二是作为 “抱负”的道德 (亨利·柏格森，1932)。 [ ] 

所谓义务，是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源 

于社会对个体施加的 “压力”。社会之所以对个体施压去做 

某事或不去做某事，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这是一个 

与由细胞构成的有相同性质而非相同形体的有机组织。个 

体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机体。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社会 

离不开种种规则。这些必要的规则，类似于自然界中的必然 

性。简单地说，道德是根据社会有序发展的需要而设计出来 

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正因为这样 ，它才表现为一 

种非人为的、专断的压力，这是一种出于社会需要而非个体 

自由选择的压力。除了这种作为义务的道德之外，还有一种 

作为抱负的道德 ，这种道德不是出于社会所必须施加的压 

力，而是出于英雄人物的抱负；不是由一系列要个体服从的 

禁令和要求构成，而是用英雄人物的忠诚、自我牺牲、仁 

爱、隐忍等能够感召人们的德性构成。它超越了只关心个人 

和团队的狭隘利益，而把自己投向全人类，甚至自然界，这 

是一种最高的、人类的、动态的道德。对于一定社会中的个 

体来说，义务的道德是必须遵守的，而对于作为抱负的道 

德，则需要个体道德水平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 

道德的这两种成分的观点说明了在一定的社会中，为了 

维持社会的秩序，人们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将不 

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对于有抱负、有追求的人们来说，遵 

守道德还需超越基本的道德规范，有更高的道德追求。这种 

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企业组织领导者的德行领导提供了 

理论基础。企业组织的领导者作为社会的成员，要得到组织 

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必须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作 

为企业组织活动的指挥者，还必须基于 自己的角色要求，有 

更高层次的德性追求。 

德行领导是华人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一种领导现象。中 

国企业的德行领导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 

也决定了作为盈利性质的企业组织的领导者需要实施德行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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