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
: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 / 气/ 、年第四期

《领导活动的过程
、

要素与结构》评介

近几年来
,

由于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发展
,

人们加强了对各种管理活动和管理理论的研

究
,

同时对领导活动和领导科学也予以越来

越多的重视
,

并取得了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

的研究成果
。

由雍涛
、

陈祖华
、

李南熏主编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 9 8 7年 出版的《领导活 动 的

过程
、

要素与结构 》一书便是其中深具特点的

成果之一
。

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
:

鉴于在领导科学

的研究方面 已有的大多数论著尚属专题性质

的东西
,

缺乏应有的理论规范
,

缺乏结构的

产谨性和完备性
,

以致使人怀疑这门学科的

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

作者试图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时一般原理和领导工作的具体实践

结合起来
,

寻找二种理论规范
,

即从认识的

角度
,

对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作

一些初步探讨
。

基于这一宗旨
。

作者把领导

科学看作关于领导活动的过程— 结构的理论; 亦即关于领导活动的系统结构与系统演

花的理论
,

对领导活动的性质和特点
,

领导

过程的理论和实践
,

领导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

领导活动的组织与机构
,

领导方法的层次与

结构
,

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等主要内容
,

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

从而使全书的体系和

结构比较全面
、

严谨
,

对照 国内已公开出版

的某些领导科学方面的专著
,

读后有另辟蹊

径
,

开拓新领域之感
。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

特别是它的认识 论为理论基础
,

以系统论
、

信息论
、

控制论等横断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

及方法为中介
,

并吸取了现代伦理学
、

心理

学
、

社会学
,

行为科学
、

管理科学
、

决策科

学
、

人才学
、

未来学以及价值论等等学科的

优秀成果
,

使领导活动
、

过程
、

要素和结构

的基本理论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
,

把

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现代领导

科学的基本原理融为一体
,

强调了现代领导

科学 的综合性和应用性
,

把
它 看 作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现 代 某 些 社 会 科 学 和 自 然 科 学 在

领 导 和 管 理 方 面 的 具 体 运 用

。

本 书 的 特 点 还 充 分 表 现 在 作 者 所 倡 导 的

据 以 研 究 现 代 领 导 科 学 的 基 本 原 则 方 面

,

这

就 是 把 深 刻 总 结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经 验 和 领

导 方 法

,

有 分 析 地 吸 取 西 方 领 导 理 论 和 管 理

理 论 的 优 秀 成 果

, 、·

批 判 地
继
承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遗 产 这 三 个 方
面
合 理 地 结 合 起 来

。

作 者
泽

调 了 为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领 导 科 学

必 须 注 意 我 们 的 国 情 和 民 情 的 特 殊 性 的 重 要

意 义

。

其 实 质 就 是

:
结 合 吸 取 西 方 领 导 理 论

和 管 理 理 论 的 优 秀 成 果 并 运 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和 方 法 ;把 中国共产党长期 以来的领导经验
、

领 导 方 法 和 领 导 理 论 改 造

、

提 高 到 新 的
时 代

水 平

,

并 从 中 升 华 出 现 代 领 导 科 学

。

至 于 书 中 的 许 多 具 体 内 容

,

则 不 仅 颇

.

有

新
意

,

而 且 论 证 比 较 严 密

,

条 理 比 较 清 楚

,

有 一 定 启 发 性

。

例 如

,

对

“

社 会 认 识 模 糊 性

”

这 个 问 题 写 得 比 较 有 特 色

,

分 析 入 理
;

在 说

明 领 导 活 动 的 特 点 时 提 出 的
“

间 接 现 实 性

”

问

题 也 很 有 新 意

,

对 调 查 研 究 的 各 种 方 法 的 论

述

,

由 于 在 行 文 上 不 落 俗 套

,

又 有 比 较 典 型

的 例 证

,

能 给 人 以 鲜 明 的 印 象

,

等 等

。

因

井

,

从 总 体 上 看

,

本 书 是 目 前 国 内 有 关 领 导 科 学

方 面 的 一 本 比 较 好 的 学 习 和 参 考 用 书

。

(封 来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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