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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我们都知道，领导、领导力是一直存在我们的生活

中的，在所有行业和领域中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或因

素。只要有组织，就有领导。在该过程中我会问自己这

样几个问题：什么是领导力？什么是有效领导？我凭什

么领导别人？如何培养领导力？在我看来，研究领导力

究其根本是分析领导力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或变量如何影

响着员工、组织和组织绩效的底层的逻辑并通过分析领

导者的行为和特质来总结共性。然后，就是将这些理论

知识内化为自己的，即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来培养我

的领导力，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本文就是扎根于我对领导力深厚的兴趣，对领导力、

有效领导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领导者行为与特质、

如何培养领导力进行系统阐述。并基于此，用领导力这

一视角对“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成功缔造”这一案例进

行简单研究，浅析马明哲是如何发挥有效领导带领中国

平安走向成功的和带来的启示。

一、领导力内容概述

领导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到国家治理小到学

生干部组织活动，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领导的概念经

作者简介：

贺 日 冲，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族， 出 生 年 月：

2002.07.19，籍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单位：延边

大学，研究方向：领导力，最高学历：本科在读；

全 丽 燕， 性 别： 女， 民 族： 朝 鲜 族， 出 生 年 月：

2002.11.28，籍贯：吉林省延吉市，单位：延边大学，

研究方向：领导力，最高学历：本科在读。

历了较长的时间演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侧重

点、特定的前提背景下，研究者都会赋予领导新的内涵。

本文是以当代普遍承认的领导和领导力概念为基调展开

研究的。

1.领导的定义、意义和重要性

领导，其含义为率领和指导。在本课程中，“领”意

为带领，“导”意为指引，领导即为带领并指引。从词

性角度看，领导既可为名词也可为动词。名词的领导指

领导者，即执行领导职能的人，能够影响他人并拥有管

理职权，通过自身影响力带领团队实现组织目标；动词

的领导则描述了利用组织赋予的职权和个人能力去指挥、

引导或鼓励团队成员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在

本课程中，我们将深入探讨领导的概念及其作用。

领导力具备“五要素”，即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

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

而如何成为领导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要有忠诚

的追随者、需具备相应的能力（业务能力、决策能力、

权力、影响力、特质）、要有明确的目标。通过领导，我

们需要实现愿望、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维持秩序、感

知世界。同样领导的作用包括指挥作用、协调作用、激

励作用，其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团队和组织创造发展一

种组织文化或氛围，在该过程中领导者的激情或精神经

常会转化成组织的使命或者主要目标。

2.领导者特质

特质是“相对稳定和连贯的个体特征综合体，能够

使得个体在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情境中形成一贯的领导绩

效模式”，也就是说特质反映出一定范围的稳定的个体差

异。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出领导者特质主要包括人格、动

机、能力、价值观以及职业兴趣几大类。下方表 1 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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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领导者特质。

人格特质是个体先天拥有的，它影响着个体的典型

行为即最自然的行为。动机是引起、维持和指引个体从

事某种活动的内在动力。也是比较稳定的特质之一。能

力特质被当作一种技能，它决定着个体的最高行为。学

者们关注的领导者能力主要包括认知能力、社交能力以

及心理能力三大类。价值观、职业兴趣等体现了个体希

望从事某种活动的意愿。

二、领导理论研究综述

从 20 世纪初开始，领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

期，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切入点提出了不同的领导理论，

经历了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三

个阶段。

1.特质时期

这一时期的现代领导理论的萌芽阶段，始于 20 世

纪初，聚焦于领导者的特质研究，如个性、品质、能力

和经验等。研究者们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某些特

定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使他们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

组织。

传统特质理论认为领导特质与生俱来，由遗传决定。

具备某些天生的品质即为好的领导者。其理论核心某些

特定的个人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据此区分领导与非领导。

如欧仁德拉克洛瓦（1831 年）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展

示了理想化领导与信念。

现代特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特质是在实践中逐步形

成和积累起来的，是通过学习、培训获得的。

2.行为时期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领导理论研究进入行为时期，

关注领导者行为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者探

索不同情境下的领导行为，并寻求提升领导有效性的方

法。此时期诞生了勒温的三种领导类型和俄亥俄州的领

导行为研究，分别描述了民主、专制、放任型领导及基

于关系与任务导向的多种领导风格。

3.权变时期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领导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权变

时期。这个时期的领导理论强调领导的有效性取决于具

体情境因素，以及领导者与情境之间的互动。研究者们

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和风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

情境因素进行调整的。他们提出了许多权变理论，如费

德勒的权变模型、赫西和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理论、路

径—目标理论、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LMX）、变革型

和魅力型领导理论等，以解释领导者如何适应不同的情

境，并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权变观点的主要假设是领导

者的个性、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他自

己所处的情境。各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领导风格、

员工成熟度、目标设定、领导与下属关系以及变革和魅

力在领导中的作用，共同构成了权变时期领导理论的丰

富内涵。

三、基于领导力的视角分析马明哲如何缔造中国平

安保险公司

1.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简介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8 年诞生

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在各级政

府及监管部门、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平

安成长为国内金融牌照最齐全、业务范围最广泛、控股

关系最紧密的综合金融集团之一，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

的综合金融、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

中国平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2318.HK）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601318.SH）两地上市。资产规模位居全

球保险集团第一，品牌价值位居全球保险集团第一。

2.卓越的领导者-- 马明哲

平安的成功离不开来领导者的努力，而马明哲作为

平安的创始人，其传奇的商业故事和领导行为和在不同

情境下做出的反应都有研究意义和值得学习的地方，下

面结合具体的领导实践内容进行案例分析。

机会的识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

背景下，国内只有海外的保险公司品牌，马明哲敏锐地

捕捉到了保险市场的巨大潜力。他坚信中国需要一家具

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公司，为国家和人民提

供优质的保险服务。

目标的设定与动机：“坚持做最好的综合金融”这

是马明哲一直坚守的信念，他始终致力于将中国平安保

险公司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集团。并大胆创新，在

原寿险业务做好的前提下，前瞻性地提出了做综合金融，

朝金融控股这条路走下去的目标，并在 20 年间坚定地朝

着这个方向努力。

自信：马明哲对自己和企业充满信心，坚信中国平

安能够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无论是最开始带着 12 个人说

干就干的闯劲，还是在提出新策略时遭到的怀疑、批判

和职责，他始终未怀疑自己的选择。

选人与谈判能力：“去年的马明哲，领导不了今年

的平安。”这是马明哲经常说的一句话。他重视人才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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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养，注重选拔具有专业能力和团队精神的优秀人才。

他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此致力于打造一支专

业性强的团队。马明哲的理论是，“河水湍急，我们为

什么不请懂的人搭座桥，帮助我们过河？”而这些搭桥

的人就是外籍金融领域的专家，比如平安旗下陆金所的

CEO 计葵生是个美国人，之前在麦肯锡工作，马明哲见

到计葵生后，用了 100 分钟说服了他。2017 年，由计葵

生带领的公司陆金所，已经成立 6 年，估值超过 2000 亿

元。由此可见，他有高超的谈判能力，真正做到了“用

人唯贤”。

角色转换：马明哲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自

己的角色和定位。从创始人、总经理到董事长，他始终

明确自己的职责持久的投入精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总是称自己是“打工者”，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在这

个位子上迟早要离开，不能把个人的兴衰跟企业绑起来，

他马明哲只是一个‘打工的’。”

业务流程：马明哲注重优化企业业务流程，以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他引导团队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便

捷、高效的保险服务。

组织文化、团队意识：马明哲倡导以“客户至上、

团结协作、追求卓越”为核心价值观、“诚信为立司之

本”的企业文化。作为极具责任感的领导，他言出必行、

以身作则的行为规范，也辐射到企业的员工，这种文化

凝聚了员工的力量，推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他

高度重视团队建设，鼓励员工树立团队意识，共同为企

业发展努力。

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他

展现出果断和明智的决策能力。充分调研市场，准确把

握企业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眼光毒辣提出了“金融将来

时”。同时他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鼓励团队主动出

击，以创新的思维解决企业运营中的难题。

沟通、激励、态度：马明哲擅长沟通，能够有效地

与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他注重倾听

和反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善

于激励员工，通过设立目标、奖励优秀员工等方式，激

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马明哲积极乐观，对企业和

团队充满信心，作为一种魅力型的领导者他的积极态度

感染了员工，推动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学习的能力：事实上，马明哲在驾驭平安这艘巨轮

时，经常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他总是问自己“努力是

否足够？能力是否足够？心胸是否足够？常怀谦卑心，

才能时刻警示自己更加努力、更加刻苦，眼界和心胸更

加开阔。”因此，他认为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热情，成功没

有捷径，勤奋是最朴素最实用的办法。

综上，马明哲凭借卓越的领导力，成功地缔造了中

国平安保险公司。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平安保险逐渐发

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集团。

3.案例启示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看出在领导实践中，想要进

行有效的领导我们需要考虑机会、目标、自信、选人、

角色转换、业务流程、组织文化、决策、沟通、解决问

题、尊重、激励、态度、动机、团队意识、谈判这些能

力和因素，并汲取经验反思我们如何提高这些能力并运

用到实践中。

同样我们需清楚每个岗位都有它相应的责任与重要

性。“在其位谋其职”，受领导行为和企业文化的影响，每

个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有责任意识，这样才能有效地解

决领导者的管理问题（价值观、监督、引导、激励）。

最后，我们能从案例中看到马明哲遇到财务危机、

人才危机处变不惊的能力，并能在面对危机及时做出反

应和决策。这就让我们思考领导遇到困境时不要慌，冷

静下来思考怎样处理、怎样把损失降到最小？不必先问

责，事后再处理。问题出在哪里？要做怎样的决策？对

于严重的错误赏罚分明，要树立危机意识这一系类解决

思路。

总结

领导力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涉及到领导

者如何影响和激励团队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理论研究和

实践表明，领导者的行为和特质对于组织的绩效和员工

满意度有着重要影响。培养领导力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

通过发展个人技能、提升自我认知和加强团队管理等方

面来提高。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成功，与马明哲的领导力密不

可分。他的战略眼光、创新思维和卓越的执行力，使得

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行业中脱颖而出。他注重人才培养，

倡导企业文化，强调团队合作，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通过深入分析马明哲的领导风格和成功经验，我们

可以更好地理解领导力的本质和实践方法。对于其他组织

和个人而言，平安保险公司的案例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有

助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实现卓越的领导力和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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