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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 
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领导科学  The  Science of Leadership 
课程性质：本学院选修 

学分课时：2 学分  34 课时 

主讲教师：车洪波教授  郑俊田教授  廉茵讲师 
所属院系：公共管理学院 
教学对象：本学院三年级以上本科生 
先修课程：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 
考核方式：分两个部分：平时、期末考核。平时的成绩占 30%，期末 70%。 

平时的成绩计算由两部分组成：平时练习（10%）、期中考试（20%） 
期末考核：形式为开卷笔试。题型由两部分组成：客观性题（约

40%）和主观性题（约 60%）。客观性题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

论的理解与掌握；主观性题主要考核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

能力。 
出勤要求：学生必须保证出勤不低于总课时的 80%。如缺勤要履行正常的

请假手续，否则视为旷课。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学生是否

可以参加考核、是否扣除缺勤的分数及分数的多少。 
 
一、课程简介：领导科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领导工作的性质、特点及一般规律

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涉及领

导的含义、本质、职能、权力、决策、素质、艺术、方法以

及领导的类型、体制、结构、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等内

容。本课程的内容侧重于对领导主体要素的分析并及时总结

国内外领导工作的新案例、新成果，反映当代领导工作的新

趋势、新特点、新问题。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分析领导工作

中的职能、权力、决策、协调、引导以及如何提高领导者自

身的素质，使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改进领导工作以达到领导

艺术的境界。 
 
二、教学内容： 

导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通过学习使学生懂得，领导科学产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决非偶然，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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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大生产、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活动的复杂多变的必然产物。它

的产生与相关学科的成熟分不开。领导科学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国蓬

勃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 
2、领导科学的学科性质 
领导科学具有综合性、应用性、主体性的特征。 
3、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为：领导及其领导活动中的一般规律、原理、原则、

根本方法等。领导科学的任务是为各级领导提供科学的领导原则、领导方法、

领导艺术，从而提高各级领导的素质和领导的水平，以胜任领导的工作。 
【基础知识】 

1、领导科学的产生 
（1）领导科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2）领导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 
（3）领导科学的发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2、领导科学的学科特点 
（1）综合性 
（2）应用性 
（3）主体性 
3、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1）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 
（2）领导科学的任务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科学产生的必然性  领导科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领导科学的学科特点 
（2）教学内容：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领导科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道

理，准确把握领导科学的学科特点 
【本课的学习方法】 

主要是讲授，配合视频的短片，了解时代的特点 
【教学总时数】2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 导论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行政领导学》 导论  朱立言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领导学》 第一章 邱霈恩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领导科学》  第一章  黄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领导科学》                   教学大纲 

1992 年 9 月版 
《新编领导科学》 第一章 万良春主编  中国物质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领导科学概论》 导论   孙钱章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部 

【作业与练习】 
1、 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思考题： 
第一、领导科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与条件是什么？ 
第二、当前在我国为什么要重视领导科学的学习？ 
第三、领导科学有哪些学科的特点？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第四、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 
第五、学习领导科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第一章  领导的含义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的含义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领导、领导者的含义，认清领导与管理者的联系

与区别，对领导工作的性质有初步的了解。认识领导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以及两种属性的关系。 
2．被领导的含义 
被领导与领导的区分、职责及两者关系的相对性，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原

则、意义以及对领导工作的意义。 
3．领导含义的演变 
由于社会活动的变化，领导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讲清变化的根

据及变化的几种类型。重点讲授领导由“指挥”到“被追随”、由“太阳型

领导”向“月亮型领导”转变的原因、各自的特征及其认识这一问题的现实

意义。 
4．领导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划分角度，领导可分为三种类型。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这三

种类型出现的必然性及在现实中的表现。 
【基础知识】 

1、领导 
（1）领导的含义 
（2）领导与管理者 
（3）领导的自然属性 
（4）领导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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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领导 
（1）被领导的含义 
（2）与领导的关系 
（3）如何处理与领导的关系 
3、领导的类型 
（1）分类的根据 
（2）三种分类 
（3）分类的实际意义 
4、领导含义的转变 
（1）“领导就是被追随” 
（2）“月亮型领导” 
（3）这种转变的意义以及对领导工作的启示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的含义及变化中的规律 
（2）教学内容：领导、被领导、领导含义的变化、领导的分类 

【本课的学习方法】 

通过中外的案例，让学生领会领导工作与一般管理工作的不同。 
【教学总时数】4 
【参考资料】 《领导科学》第一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行政领导学》第二章  朱立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领导科学》第二章  黄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作业与练习】 

1、 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思考题： 
第一、怎样理解领导工作的两重属性？ 
第二、为什么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相对的？ 
第三、领导含义的演变对实际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第四、领导如何才可以做到“被追随”？ 
 

第二章  领导的职能、权力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的职能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领导职能就是领导的职责和社会功能，它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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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质的具体体现。了解领导工作具有哪些基本的职能以及各个职能的具

体内容。 
2．领导的权力 
这是学生学习的重点部分。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领导权力构成的因素，

明白领导的权力取决于领导者的职责，即有什么职责便有什么权力的道理。

明白权力具有两重性和用权、掌权的原则。 
3．职、权、责的关系问题 
一定要认识到只有把三者统一起来，领导者才能真正做到“在其位，谋

其政，行其权，尽其责”的道理，而三者的分离则是导致领导工作瘫痪或失

败的重要原因。 
4、领导者的科学授权 
搞懂科学授权的原则、科学授权的模式和科学授权的障碍等。 

【基础知识】 
1、领导的职能 
（1）引导 
（2）指挥 
（3）组织 
（4）协调 
（5）监督 
（6）教育 
2、领导的权力 
（1）领导权力的构成 
（2）决策权 
（3）组织权 
（4）指挥权 
（5）人事权 
（6）奖惩权 
（7）控制权 
（8）监督权 
（9）其它权 
3、职、权、责的关系问题 
（1）职与权的分离 
（2）权与责的分离 
（3）职与责的分离 
（4）“揽权”与“越权” 
（5）“抗衡”与“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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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领导者的科学授权 
（1）科学授权的原则 
（2）科学授权的模式 
（3）科学授权的障碍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的各种职能、领导权力的构成，以及用权的原则 
（2）教学内容：领导的各种职能、权力，正确处理各种职能、权力的

原则，避免出现由于职、权、责的分离而引发的各类问题。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交替 
【教学总时数】4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 第二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新编领导科学》第四、六章 万良春  中国物质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作业与练习】 

1、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思考题： 
第一、领导的职能与领导的权力是什么关系？ 
第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确保领导的职、权、责的统一？ 
第三、为什么对领导来说，正确授权特别重要？ 
第四、在领导的多种权力中，你认为哪些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第三章  领导的决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决策的重要作用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决策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性，了解决策具有的战略

地位以及决策的一系列特点，了解常规决策和非常规决策的区别和作用。 
2．决策的条件 
科学的决策不是凭“想当然”做出的，是需要主观、客观条件的，是领

导者充分发挥主动性、自觉性并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够做到的。通过学习，使

学生了解现代社会中决策需要的诸多条件，懂得情报信息在当今社会中的特

殊意义。 
3．决策的程序、原则、体制 
了解决策的步骤、程序，懂得认真执行程序的意义；由于决策是领导工

作的生命线，所以，决策中有必须遵守的原则；决策是常规的、系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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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必须依赖良好的体制与机制，建立运转自如的相应的机构和组织是科

学决策的必要条件之一。  
4．决策的方法 
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决策中的“硬方法”、“软方法”和追踪决策等

方法。在当代要特别重视“软方法”和追踪决策的使用和重要意义。 
5．决策能力的培养 
决策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意识地培养、训练。决策能力

与创新能力、理论思维、民主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决策能力的培养也是领导

者全面提升自身素质的过程。 
【基础知识】 

1．决策的重要作用 
（1）领导决策的含义 
（2）具有战略性意义 
（3）突发条件下的决策（非常态决策） 
（4）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 
（5）现代决策的特点：系统化、综合化、程序化、定量化、多元化 
2．决策的条件 
（1）调查研究 
（2）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试验点 
（3）情报信息 
（4）情报的含义属性、情报的作用、收集整理、反馈传递 
（5）预测基础 
（6）预测的含义特征、地位作用、程序原则、手段方法 
3．决策的程序、原则、体制 
（1）决策的程序：提出问题、确定目标、确定价值准则、制定方案、

分析评估、选择方案、实验实证 
（2）决策的原则：情报准确的原则、科学预测的原则、确切性的原则、

对比选优的原则、依靠集体的原则、跟踪反馈的原则 
（3）决策的体制：情报机构、咨询机构、制定机构、监督机构 
4．决策的方法 
大体可分：“硬方法”、“软方法”、追踪决策等。 
（1）“硬方法”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学的方法，如数学模

型法和决策树法。 
（2）“软方法”包括：程序决策法、智力激励法、专家意见法、利用

“外脑”法等等。 
（3）追踪决策：回逆分析、非零起点、双重优化、心理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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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决策能力的培养 
（1）对决策的重视 
（2）创新能力的培养 
（3）理论思维的培养 
（4）民主作风的培养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的决策 
（2）教学内容：领导决策的重要性、条件、程序、体制、方法及能力

的培养。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讨论与案例分析等。 
【教学总时数】6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第三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新编领导科学》第五章 万良春  中国物质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领导科学概论》第九章  孙钱章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部 
《领导科学》第四章  黄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

版 
《领导科学专题与案例》 第四章  庄汉山 张慧  暨南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二版 
【作业与练习】 

1．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思考题： 
第一、有人说“决策是领导工作的生命线”，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

么？  
第二、情报工作在决策中有什么意义？如何保证情报的准确性？ 
第三、用什么体制可以尽量减少决策的失误？ 
第四、在实际决策中，“硬方法”与“软方法”如何互补以达到决策的

科学性？ 
第五、在实践中，决策能力的提高依赖于什么？ 
 

第四章  领导的素质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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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领导素质的含义、内容及其重要性。领导的素质

既取决于先天的条件，又与后天的努力不可分。领导的素质是领导“权力资

本”的重要构成，是领导做好工作的基础，它决定领导实践的成败。 
2．领导素质的基本内容 
领导素质具有时代性、综合性、层次性的特点。通过学习了解领导素质

的两大部分的组成：德与才，懂得一个称职的领导必须“德才兼备”的道理。

并对这两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德”这一部分，表现为政治品德与道

德品质；“才”这一部分，将分别讲授领导的能力、文化知识、心理素质等。

力求学生对领导的素质有较全面的理解。 
3．领导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指出领导素质提高的几条途径、措施与方法，使学生明了领导素质的提

高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基础知识】 

1．领导者素质的含义 
（1）素质的含义 
（2）领导者素质的特点 
☆ 领导者素质的时代性 
☆ 领导者素质的综合性 
☆ 领导者素质的层次性 
（3）领导者素质的意义 
☆ 领导者素质是实行正确领导的前提和保证 
☆ 领导者素质是影响整个组织情绪的精神力量 
☆ 领导者的素质是实现领导效能的基础 
☆ 领导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 
2．领导者素质的基本内容 
（1）政治思想素质 
☆ 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原则性 
☆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 
☆ 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 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改革创新的进取性 
（2）文化知识素质 
☆ 扎实的文化基础 
☆ 精通的专业知识 
☆ 比较广博的知识面 
☆ 丰富的社会生活实际知识 
（3）领导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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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全局的战略思考能力 
☆ 权衡利弊的决断能力 
☆ 多谋兼听的探讨能力 
☆ 团结大众的组织指挥能力 
☆ 通权达变的人际交往能力 
☆ 接受反馈、适时反映的应变能力 
☆ 交流思想的表达能力 
☆ 自学能力 
（4）道德品质素质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 
☆ 正直正派的良好作风 
☆ 民主谦逊的优秀品质 
☆ 大度容人的豁达胸襟 
☆ 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5）心理素质 
☆ 敏锐的认识能力 
☆ 卓越的思维能力 
☆ 坚忍不拔的意志 
☆ 健全崇高的人格 
3．领导者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1）加强学习 
（2）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教育和培训制度 
（3）实践锻炼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应具备的多方面的素质 
（2）教学内容：领导素质的意义、领导素质的内容及培养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交替 
【教学总时数】6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 第五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行政领导学》第六、七、十二章  朱立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领导学》第六章  邱霈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新编领导科学》  第十六章  万春良  中国物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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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版 
《成功领导者的习惯》  王鸿春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版 
《领导科学专题与案例》 第四章  庄汉山 张慧  暨南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二版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概论》   郭济   中共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领导者必备全书》  东方智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作业与练习】 

1、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思考题： 
第一、领导的素质是如何影响领导工作的？ 
第二、你如何认识领导素质中“德”与“才”的关系？ 
第三、为什么对领导来说，政治素质是最重要？ 
第四、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有哪些新的要求？ 
 

第五章  领导的方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基本的领导方法 
通过学习了解基本的领导方法，这即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一般号召

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了解两个基本领导方法的基础、贯彻它们的基本

途径及妨碍它们执行的主要障碍。 
2、具体的领导方法 
这里介绍三种领导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它们是：制订目

标的领导方法、发挥下属人员效能的方法和组织会议的领导方法。讲解使用

这些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基础知识】 

1．基本的领导方法 
（1）与具体领导方法的关系 
（2）基本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3）重视它的原因 
2．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11



                                      《领导科学》                   教学大纲 

（1）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2）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3）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主要障碍 
3、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1）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科学含义 
（2）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方法的正确运用 
4、具体的领导方法 
（1）制订目标的领导方法  
（2）发挥下属人员效能的方法 
（3）组织会议的领导方法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的领导方法与三种具体的领

导方法 
（2）教学内容：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怎样正确使用正确的方法，来实

现领导的目标，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交替 
【教学总时数】4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第六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领导科学》  第九章  黄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领导科学概论》  第四章  孙钱章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 
《成功领导者的习惯》  王鸿春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版 
《领导者必备全书》  东方智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行政领导学》 第七章 朱立言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领导学》   第四章  邱霈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中层领导手册》   张培驰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现代领导操作艺术》  史海清    远方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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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与练习】： 
1、 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思考题： 
第一、研究领导的工作方法有什么意义？ 
第二、在实际工作中怎样运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怎样处理基本的领导方法与具体的领导方法的关系？ 
第四、领导者为什么要重视会议？怎样可以召开一个成功的会议？ 
 

第六章  领导的艺术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艺术的含义 
通过学习，了解领导艺术的含义以及领导艺术存在的根据。 
2、领导艺术与领导经验、领导科学的关系 
通过学习，明白领导艺术与领导经验、领导科学的关系，既不把领导艺

术神秘化，也不轻视化。懂得领导艺术的得到是领导经验与领导科学相结合

的产物。 
3、领导艺术的特点 
通过学习，了解领导艺术具有的经验性、非模式化和实践性的特征。 
4、领导艺术的主要表现 
主要介绍这样几种领导艺术：领导用权的艺术、待人的艺术、理事的艺

术以及演讲的艺术等。 
5、提高领导艺术的途径 
只有勤于学习，多实践、多观察才能提高领导艺术。 

【基础知识】 
1．领导艺术的含义 
（1）领导艺术存在的根据 
（2）广义和狭义的领导艺术 
（3）领导经验、领导科学、领导艺术之间的关系 
2、领导艺术的特征 
（1）经验性、非模式化的特征 
（2）实践性的特征 
3、领导艺术的主要表现 
（1）用权的艺术 
（2）待人的艺术 
（3）理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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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演讲的艺术 
4、提高领导艺术的途径 
（1）勤于学习 
（2）多实践、多观察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交替 
【教学总时数】6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第七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行政领导学》第七、九、十、十二章  朱立言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领导学》 第十二章 邱霈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中层领导手册》   张培驰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现代领导操作艺术》  史海清    远方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 
《领导科学》 第十章  黄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新编领导科学》 第八章 万良春   国物质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领导科学概论》 第四章  孙钱章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

院 
《领导者素质分析与测评读本》 潘云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版 
《领导素质与领导技巧》  凡禹   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人才测评》  刘锦山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 5 月

版 
《领导者必备全书》东方智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版 
 
【作业与练习】 

1、 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思考题： 
第一、怎样理解领导艺术的内涵、特征？ 
第二、领导艺术为什么是不可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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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领导用人的艺术。 
第四、举例说明领导的理事艺术。 
第五、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演讲能力。 

 

第七章  领导的绩效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导的绩效 
通过学习，了解领导绩效的含义、特点。 
2、领导绩效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学习，明白领导绩效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性，它是启动领导工作的

动力，又是测试领导工作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估对正确评价领导的工作举足

轻重。 
3、领导绩效考评的内容和原则 
由于领导工作的全面性，领导绩效考评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介绍领导

绩效评估的几个原则，使学生对领导绩效考评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4、领导绩效的考评方法 
领导绩效的考评方法是很多的，这里介绍几种普遍使用并有成效的方

法。 
5．提高领导绩效的途径 
领导绩效的考评是为了推动领导的工作，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提高领

导绩效的主要途径。 
【基础知识】 

1．领导的绩效 
（1）领导绩效的含义 
（2）领导绩效的特点 
2、领导绩效的地位和作用 
（1）领导绩效是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2）领导绩效是衡量领导成功与否的综合尺度 
（3）领导绩效是考察领导者的重要标准 
（4）领导绩效的正确考评是领导工作发展的动力之一 
3、领导绩效考评的内容和原则 
（1）领导绩效考评的内容 
☆  考评的总的内容 
☆  考评的具体内容 
☆  考评的内容分类 
（2）领导绩效考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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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认真的原则 
☆  客观公正的原则 
☆  民主公开的原则 
☆  贡献为主的原则 
4、领导绩效的考评方法 
（1）群众评议法 
（2）定量分析法 
（3）目标考评法 
5．提高领导绩效的途径 
（1）提高领导者的个体素质 
（2）端正领导作风 
（4）搞好班子建设 
（5）认识、掌握、运用领导规律 

【本课研究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1）研究对象：领导的绩效及评估 
（2）教学内容：领导绩效的分类、测评的原则、方法、提高领导绩效

的途径。 
【本课的学习方法】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交替 
【教学总时数】4 
【参考资料】《领导科学》第九章 车洪波 郑俊田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领导科学概论》第十七章   孙钱章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 
《中国公共行政案例教程》  张德信主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

社 2004 年 8 月版 
《领导学》  第十三章  邱霈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领导科学》第十二章   黄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  刘旭涛著  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作业与练习】 

1、 阅读以上教材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思考题： 
第一、领导的绩效有几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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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评估领导绩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第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方法，可以保证对领导绩效的评估是客观准

确的？ 
第四、自己动手制定行政领导绩效的测评表，并解释其原则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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