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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领导观念 

第一节  领导观念概述 

一、领导观念的基本内涵 

所谓领导观念，是专指领导者对领导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本质认识或反映。 

领导观念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其形成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既带有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印记，又具体地受到人们主观心理特征的影响。所以，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领导观念，

并体现为不同的领导活动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从根本上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是推动领导观念更新的原动力。 

二、现代领导观念的基本特征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备坚定的、

鲜明的政治立场； 

2.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要摒弃或改变旧观念，又要树立新观念； 

3.既要有中国的民族特色，立足本国与当前，又要面向世界与未来，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任务的需要。 

三、领导观念的重要作用 

第一，领导观念指导领导者的思维活动，制约领导思维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第二，领导观念决定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影响领导活动的成败。 

有什么样的领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 



2 咨询电话：400-678-3456 环球网校学员专用 

第二节  现代领导的基本观念 

 

一、政治观念 

（一）政治观念的基本内涵 

1.含义 

政治观念是指领导者对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等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

等方面的制度、政策、活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或意识。 

领导者对政治现象和政治本质的意识和看法。 

我国最大的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表现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 

2.具体表现 

首先反映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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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映在坚持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

一，树立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另外，政治观念还表现为政

治文明意识。 

（二）领导者树立政治观念的必要性 

1.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观念 

2.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需要正确的政治观念 

3.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需要树立清醒的政治观念 

4.坚持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需要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 

5.做好对外工作，有效抵制和平演变，需要坚定的政治观念 

（三）领导者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的基本要求 

1.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奋斗。 

2.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统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全局。 

4.坚持严肃的政治纪律，保持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 

第四，坚持严肃的政治纪律，保持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 

严肃的政治纪律，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敏锐的政治

鉴别力，就是善于从政治的高度划清一系列重大界限，包括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真假改革的界限、

对外开放与崇洋媚外的界限、从实际出发与地方保护主义的界限等等。政治敏感性是指在错综复杂的

政治现象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提高区分善恶美丑的能力，做到反应迅速而不迟钝，头脑清醒而不

糊涂，立场坚定而不动摇。 

二、人本观念 

（一）人本观念的基本内涵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的思想 

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是处理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反映在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理念上就是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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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者树立人本观念的必要性 

1.坚持以人为本是由领导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2.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对领导者的本质要求 

（三）领导者树立人本观念的基本要求 

1.强化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2.坚定先人后事的立场 

3.坚持依靠关键人才的原则 

4.树立人尽其才的观念 

5.鼓励人才竞争的意识 

6.倡导人文关怀 

三、权力观念 

（一）权力观念的基本内涵 

权力观念，就是领导者对权力的来源、性质、内容及行使等方面的系统认识或根本看法、态度，

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两种权力观：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另一种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权力

观。 

（二）领导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的基本要求 

1.对权力内容的正确认识 

2.对权力来源和性质的正确认识 

3.对权力行使原则的正确认识 

4.对权责关系的正确认识 

5.对用权监督的正确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