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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领导艺术的重要性与提高途径 

程 志 
(南京工业大学 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在行政管理中，行政领导者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决定着国家职能的实现程度和依法实施 

行政管理的水平。但是行政领导者想要做出出色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领导艺术，即 

决策的艺术、用人的艺术、授权的艺术、把握时间的艺术等等。研究行政领导艺术对提高行政领 

导者的工作效率，促进行政系统的和谐运转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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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领导就是行政领导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 

目的行使行政职权、处理行政事物的活动过程。 

其活动主体是依法被授予一定行政职权的领导 

者，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和组织内参与活动的成 

员，其活动内容是决策、指挥、控制、监督和协调等 

活动⋯。行政领导艺术是行政领导者在领导活 

动中为达到一定的领导 目标而灵活运用各种领导 

理论、方法而形成的各种策略、方式、方法和技巧。 

行政领导艺术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行政领导者的智慧、学识、才能、胆识和经验的 

综合反映，是行政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在方法上 

的体现，它贯穿于整个行政领导过程和行政领导 

活动的各个方面。好 的行政领导艺术是一个部 

门、一个企业良好运转的必要保障。加强对行政 

领导艺术的认识以及进一步了解如何提高行政领 

导艺术对于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中国来说 

意义深远。 

一

、行政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 

要想使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和机构作为一个 

和谐整体而有序的运行，使组织的各个阶段的任 

务以及总体目标能够准时、高质量的完成，就必须 

有一个能力强、素质高的强势领导者进行统一的 

领导和指挥。这个“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就是 

领导者必须要掌握良好的领导艺术。行政领导艺 

术是整个领导科学的组成部分，属于领导科学的 

方法论范畴，是科学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的产 

物，是行政领导者所使用的艺术。行政领导广义 

的理解具体涉及到五个因素：行政领导者、被领导 

者、作用的对象、活动过程(一个概念性的过程， 

即行政领导这个行为的全部过程)、技术和手段。 

这里讲的行政领导是狭义的行政领导，主要是指 

行政领导者。行政领导艺术是行政领导者的艺 

术，根据行政领导者的基本职能，行政领导艺术可 

以分为四个方面的艺术。 

首先是决策的艺术。这里主要讲的是行政组 

织方面的决策，即行政决策。所谓行政决策就是 

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利和职责范围内，按照 
一 定的程序和方法所做出的决定 J。决策直接 

关系到行政管理活动的成败，是整个行政管理活 

动的核心和关键。决策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 

门艺术，好的决策艺术是行政领导艺术成功的起 

点。在平常的行政领导活动中，对于一般的行政 

领导活动，决策艺术要求行政领导者只需按照部 

门或机构的科学程序及原则进行决策，但在特殊 

的时刻或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事情时，就要求行 

政领导者发挥 自己的特殊才能，召集相关责任人 

或者专家进行反复的商讨以做出科学的决策。决 

策艺术对行政领导者的要求比较高，必须有较强 

的创新力、洞察力、判断力和想象力。 

其次是用人的艺术。行政领导者作用发挥的 

大小，工作成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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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用人艺术。用人是领导的基本职能之 
一

，也是实现领导决策的组织保证。用什么样的 

人以及如何用人，往往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 

行政领导的用人艺术实际上就是领导者在日常的 

领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用人技巧，它包括人才 

的选拔、知人善任、人才的激励等等方面。所谓 

“为政之要 ，唯在得人”，这充分说明了用人艺术 

的重要性 。 

再次是授权的艺术。一个好的领导者知道怎 

么运用自己的权力去调动每个下级成员的工作积 

极性。授权的艺术指的是行政领导依据法定的权 

力授予下级人员 自主处理相关事情的权力，并要 

求其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而提高行政绩效。运用 

好授权的艺术就好像是行政领导者学会了“分身 

术”一样，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授 

权、如何放权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 

最后是其他艺术。其他艺术中具体应该包括 

行政领导者如何去实现其指挥、监督、协调和管理 

的职能以及怎样把握时间的艺术。管理的具体过 

程就是决策、指挥、监督、协调及控制等职能活动。 

决策制定了，就应该进行指挥、监督、协调及控制 

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行政管理和行政领导的主要 

任务。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领导者 

来说是有限的。把握时间的艺术就要求行政领导 

者既要把本职工作的时间安排好，也要对本组织 

以外的各类事情的时问进行科学的合理的统筹规 

划，并逐渐形成一种 自觉地珍惜时间、善于把握高 

效时间的意识。 

二、行政领导艺术的重要性以及行政 

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运用好行政领导艺术对企业和行政组织的作 

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之所以称之为一门科学、一 

门艺术，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对我们 日 

常的管理和领导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汉高祖刘邦 

在建立汉王朝之后，在一次晚宴上说道：“夫运筹 

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 国 

家，抚百姓，给馈响，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 

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 

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刘邦之所以能得 

天下，是因为他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法宝——善于 

用人，敢于用人。 

科学的行政领导艺术是行政领导者科学决策 

的必要保证。科学决策是各项战略实施的第一 

步。决策正确，方向把握得准，政府和企业才不至 

于在发展的浪潮中迷失方向。在行政组织里面掌 

握一门科学的领导艺术，可以为行政领导者进行 

行政管理提供一套有效可行的决策办法，特别是 

在遇见非常规性的事件时，领导艺术(决策艺术) 

作用巨大；行政管理的最重要两项任务就是决策 

和用人。决策方案的实施和决策目标的实现又依 

赖于人才，因此，行政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讲究用 

人艺术，选好有才能的人才，对于保证行政领导实 

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要使决策付诸实 

施，必须对组织群体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充分发 

挥每个组织成员的聪明才智，将其安排到最合适 

位置上，使职得其人 ，人尽其才，这就要求领导者 

要做到知人善任。”L4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政治 

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l_5 用人的 

艺术用得好则领导者的工作就容易展开，反之，领 

导者的工作就很难顺利达成。特别是当今这个人 

才和知识竞争的社会，用人的艺术用得好，是提高 

竞争力的关键之举。邓小平曾说 ：“现在我们国 

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 

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 

的人才。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 

功。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6 知识 

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对行政领导艺术提出了巨大 

的挑战。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以后的社会一定是 
一

个知识和信息竞争的社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 

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同以 

往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行政领 

导方法和手段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也不 

适应行政部门的管理要求，它要求我们在行政领 

导过程中更加重视知识和信息的作用，把先进的 

管理经验和方法融人行政领导之中去，认真的总 

结和收集各方面的行政信息，使得做任何决策和 

行动都有充足的情报信息。 

尽管行政领导艺术对行政管理如此重要，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还是忽视了它的重 

要性，行政管理活动中也还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 

题。首先，整个行政管理的体制改革仍然跟不上 

经济体制的改革，体制改革有待于深入。这是由 

于我国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历史原因所导致 

的；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观念有待改变，尤其 

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 

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等；再次，现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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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方式也还有待改进，逐渐改变“人治”， 

树立“法治”非常重要，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 

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另外，我国的行政 

管理程序还有待完善。目前，在现有的行政程序 

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 

政程序的参与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 

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最后也是行政管理中最突 

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人员的素质问题，这个问 

题聚焦于官员的腐败问题上。导致腐败的结构性 

根源是行政人员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的特征以及社 

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权力的手段性、独立性、 
一 元性、时效性、膨胀性等特征使腐败有了可趁之 

机，而社会经济改革、体制改革的过渡性也产生了 
一 些混乱)，腐败的根本根源在于行政人员 自身 

的“自律性”不强。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这些 

问题或多或少的都与行政领导有关，有效发挥行 

政领导艺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巨大的帮助。 

三、提高行政领导艺术的方法和途径 

行政领导艺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一门 

科学，是行政领导在一定的知识、经验、智慧和才 

能的基础上，在进行行政领导过程中通过履行行 

政职能时形成的，并非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行政 

领导者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结合时代发展 

的要求，总结和提炼科学的领导方法。在提升行 

政领导艺术的过程之中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领 

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传统领导艺术的继承和 

发展的关系、行政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西 

方领导艺术的借鉴和创新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 

立场，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加强行政领导者自身的 

作风建设。这里将从多个方面阐述提升行政领导 

艺术的途径。 

正确认识我国古代和国外的行政领导艺术。 

领导的艺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多年的积 

淀、多种管理知识的交汇，在历史的淬炼和验证下 

不断形成的。然而，过去再高效的领导艺术对于 

现今来说都可能有着不适应的地方，国外再先进 

的管理知识也可能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挥不了作 

用。因此，正确对待过去和国外的行政领导艺术 

显得尤为重要。有些管理人员过度的迷信于过去 

和西方的领导方法，将它们奉为行为处事的宝典， 

遇事就照搬照抄 ，失去了办事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总是因循守旧，毫无创新点，更多的时候甚至把事 

情办砸。正确认识我国古代和国外的行政领导艺 

术时应该采取适时扬弃的方法，在坚持以人为本 

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对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法要在坚持 

立场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的方法要坚决摈弃。 

打造有理性的决策艺术。所谓“理性”，就是 

“试图使行政人员以最有效率、最经济、最有效能 

的方式做出理陛的决策” 。西蒙提出了“有限 

理性决策”，认为在不能选出最佳方案时只要满 

足“比较满意”的原则，因为实际上人们因为其认 

知能力、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时间等都是有限的， 

所以选出最佳的方案有时不可行。我们这里讲的 

打造“有理性的决策艺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 

在进行行政决策的时候行政领导者要充分考虑决 

策对象“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角色，在不能达到 

最佳效果的时候只要实现相对满意的结果就行； 

其次，这个“有理性”要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 

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 目标，以为广 

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为根本目的，切实做到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树立 

“以人为本”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加强领 

导者自身的作风建设，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最后，“有理性的决策”还包括决策时的团体性和 

渐进性原则。领导者一个人的时间、认知能力、精 

力等都是有限的，故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集思广 

益。另外，每一项决策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事 

物是运动变化的，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 

也是不断进步的，因此，决策艺术也应该不断的发 

展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渐进的要求也有利于决策 

的不断完善，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纠正其不合理 

性，使决策的修改有了缓冲的余地。 

注重“人”的艺术。这里讲的“人”的艺术主 

要指的是三个方面的艺术。首先是用人的艺术。 

近年来，我党十分重视人才问题，把人才问题作为 

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来抓，做出了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人 

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的原则。用人艺术是 

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领导者如果 

能把用人艺术运用 自如，充分协调组织内部的成 

员关系，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就能为顺利的实现行 

政活动目标提供有力的保证。具体来说“用人艺 

术”主要体现在：人才观念的更新。用人是有风 

险的，如果因为有风险就不敢用人害怕用人，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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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会影响领导者的用人的艺术，使得有才能的人 

被埋没。敢于冒风险，敢于启用人才是一个领导 

者应必备的领导品质。其次，“人”的艺术体现在 

领导者个人素质的提升上。领导者的个人素质、 

个人能力在行政领导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提高领 

导人的素质要求领导者不断学习和巩固理论知 

识，不断提高 自己的理论水平；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知识水平 ，做到“术业有专攻”；要敢于实践， 

敢于突破和创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实践是理论、知识的来源地。只有在实践中不断 

突破 自己，敢 于不断创新，才会 有提高。最后 

“人”的艺术还包括人际关系的艺术。“领导者的 

人际关系艺术，特指在领导活动中通过人际交往 ， 

联系协调，沟通情感，营造良好的领导群体及其与 

之相关的内外环境的能力的艺术”_8j。现代社会 

就是一张 “网”，～张 由人 际关 系编制而成 的 

“网”，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人际关系网，只是每个 

人的人际关系网有大小而已。处理好内部的和外 

部的人际关系要求领导者在人际关系中，把握交 

往对方的工作角色、心理特点、需要倾向和行为指 

向等。 

掌握“授权的艺术”。权力是指社会生活中 

存在的一种制度化的支配性社会关系。这种支配 

性社会关系是有限制性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享 

有相同的权力，作为领导者有着其他一般人所没 

有的权力 。但并不是说一个领导者掌握的权 

力就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这要考虑到一个 

“度”的原则，所谓“度”是指一定事物保持 自己质 

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是发展过程中质和量的统 
一

。 领导者权力大小的“度”应该和他的职位高 

低相一致。一个领导者若是授权艺术用得好，就 

像是有了“分身术”，在处理各项行政事务时就会 

游刃有余。但是授权艺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那么简 

单。首先，授权要适宜。因事授权的原则要求授 

权应与职责相联系，放多少权就应该承受多少责 

任，同时也要有必要的监督和控制相配合。授权 

的关键点在于“适宜”二字，具体内涵包括：如何 

授权，授多少权 ，授哪些权，如何平衡权责等；其 

次，授权应该考虑适当的方式，针对工作的具体情 

况和下属的工作能力等不同因素，要分别采用不 

同的授权方式：比如对长期进行授权的下级你可 

以采用充分授权的方式，将大部分权力授予他，自 

己只保存部分的例外权力，这样不仅使下级感到 

备受信任，也有利于领导者自己把主要的精力转 

移到其他重要事项上面去；而对于那些首次授权 

或跨部门授权则应该采取制约性授权的方式，以 

防止出现重大偏差。最后，还要依法授权。依法 

授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授权并不能随 

随便便展开，它必须依照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法律 

进行，以保证其授权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另外还 

有公开授权、不充分授权、弹性授权等授权方式。 

行政领导艺术的重要作用在于优化行政管理 

活动，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更好的为广大的 

人民群众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提高行政领导艺 

术的同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为根本要求，从人民群众当前最迫切的 

根本需要出发，解决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难题。 

做好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加强行政领导的自 

律意识，切实提高行政领导的基本素质和各项能 

力，务必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杜绝腐败。当前解 

决腐败问题的办法是：设立专门的法律，形成立法 

监督；设立专门的机构，包括惩罚机构、监督机构 

和教育机构；社会监督，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和人民 

群众监督。这些手段都是外部性的手段，最有效 

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行政人员 自身进行 自我监督， 

这要求行政人员有较好的行政伦理道德，它的完 

善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综上所述，行政领导艺术的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它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简单单就 

能提高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需要不断 

的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练习。行政领导艺术是一 

门科学，是领导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行 

政管理的始终，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掌握一门良好的领导艺术不仅对于企业 

影响深远，而且对于各国的行政机构、行政部门也 

产生着不可代替的作用。面对当今社会如此庞大 

的行政组织机构，如此繁多的行政人员，如此复杂 

的行政事务，行政领导艺术的运用是提高行政效 

率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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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ive requirement change management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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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administration，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 are the centers，who determ ine the implement degree of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level of early ou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legally．But it largely depends on the administrative lead— 

ership ar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 to make great achievements，namely：the art of decision，employment，empowerm ent， 

and time，etc．To research 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art has tremendous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administra— 

tive leader and promoting the harm onious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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