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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专题 领导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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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处于主导地

位，领导者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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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慑人心魄的魅
力，久久地、深深地征服着人们，他
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走。就是在这
些领导人去世之后，一提到他们，人
们的心中仍然激起无限的思念和敬仰
之情。这些领导就是以自身的素质在
人们的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等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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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邓小平

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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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者素质的含义

（一）领导者素质的含义

“素质”原是生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它的本来含义主要是指人的感觉器

官和神经系统的先天特点。



6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素质这个概念被广泛用于管理

学、体育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

它的内涵不断扩大，诸如人的品德、

学识、能力、情操、风度等等，都

可以用它予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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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素质，是指领导者共同的

本质特征，是指领导者在个人生理

基础上，通过学习教育和实践逐步

形成的，在其领导工作中经常起作

用的那些最基本特征及其所达到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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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素质同心理学中的素质概念

有联系又有区别。领导者素质包括

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同时又有更广

泛的内容，如政治思想素质、道德

品质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

力素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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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理素质，是领导者素质形

成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一定的

社会条件下的后天实践，是领导者

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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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素质不排除先天素质的作

用，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是说

性格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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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在西方出版的《百万富

翁的智慧》对美国1300名百万富翁

作调查，在谈到为什么成功时，几

乎没有一个人把成功归功于才华，

他们说：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

自我约束力，善于与人相处、勤奋

和有贤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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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也说过，他的成功在于

1%的天赋加上99%的努力。可见

素质更多地是后天获得和锤炼而形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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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领导素质的形成是先天的原因

所致，还是后天的原因决定？是有

争论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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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备受推

崇，军界的评价是“几近完美”，他

在非洲打败了“沙漠之狐”的隆美尔

而声名远震，他的童年呢？——是

不幸的！

不幸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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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者素质的特点

1、时代性

2、综合性

3、层次性

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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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著的《将器》一文中有精辟

的见解：“将之器，其用大小不

同，若洞察其奸，何其祸，为之众

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

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

而能斗，此千夫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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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恒恒，中情烈烈，知人勤劳，

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迎贤进

能，日慎一日，诚心宽大，闲于理

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治于天

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

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为

室家，此天下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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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者素质的意义

1、是实行正确领导的前提和保证

2、是实现领导效能的基础

3、直接关系到领导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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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许多事例都说明，一个领

导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领导的成败。

古代的楚汉相争，刘邦以弱胜强，

关键因素之一是他善于用人，能集

合使用各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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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自己说的：“夫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

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

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

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所以为我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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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者素质的基本内容

（一）政治思想素质

1、坚持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原则性

尼克松 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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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坚定性

3、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为人民

服务的自觉性

4、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

改革创新的进取性

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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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知识素质

1、扎实的文化基础

2、精通的专业知识

3、比较广博的知识面

4、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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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能力素质

1、通观全局的战略思考能力

2、权衡利弊的决断能力

3、多谋兼听的探讨能力

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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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结大众的组织指挥能力

5、通权达变的人际交往能力

6、接受反馈、适时反映的应变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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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流思想的表达能力

8、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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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

中央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提

高执政能力的新的任务，这包括5
个方面。

第一、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
力。

第二、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
力。



28

第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
力。

第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第五、逐步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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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品质素质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

操

2、正直正派的良好作风

3、民主谦逊的优秀品质

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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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度容人的豁达胸襟

5、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回报一夜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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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理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领导者的重要性

表现在：

首先，心理素质是领导者其他素质

形成和提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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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心理素质决定着领导者的行

为方式，制约着领导能力的发挥。

再次，在当代，心理素质愈来愈受

到重视，对领导成效的影响呈增长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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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代，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
心理素质呢？

1、成熟的心理态度

在2006年人大会议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

在重庆团的讨论会上，说，我国将改进干部
人才考核机制，对一些省部级领导或重要岗
位领导的考核评价中，将进行心理素质的考
核，对其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否有开阔的心胸
和较强的能力，都将有严格的要求。

珍珠 巴切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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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敏锐的认识能力

3、卓越的思维能力

4、坚忍不拔的意志

5、健全崇高的人格

测试

机智

林肯

陵园



35

三、领导者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一）加强学习

1、加强学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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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学习是党培养提高干部的

重要方法

3、主要是加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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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教育和

培训制度

1、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教育和培

训制度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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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教育和培

训制度的内容和要求

第一，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的

系统理论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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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

定，如：省（部）级以上的后备干

部，应送中央党校进行为期一年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内政治生

活基本准则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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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部）级以下的青年领导干

部，也建立起了相应的系统理论培

训制度；地（市）以上党校要开办

青年干部培训班，承担这项系统理

论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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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面提高领导素质的岗位培

训和任职资格培训制度。

第三，不断提高素质的定期轮训制

度。

第四，在职学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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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教育和培训制

度的要求：

首先，提高教育和培训质量，增强

教育和培训自身的吸引力，以保证

制度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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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完善培训与使用相结合的机

制，从外部形成坚持制度的动力。

再次，提高领导者学习的自觉性和

迫切性，形成坚持制度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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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锻炼

1、实践锻炼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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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实践锻炼中培养提高干部素

质的制度

一是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制度。

二是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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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各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中培养、教育和发现人才的制度。

四是把经过实践考验证明合格的优

秀中青年干部及时提拔到领导岗位

上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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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高校应届毕业生下基层锻炼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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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领导的素质：

先天生理、政治思想、文化知识、

能力、道德品质、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