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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情境下共享领导的涌现与应用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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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共享领导作为一种团队成员交互影响以达成团队目标的过程，其作用和价值已经得到广

泛认同，但至今缺乏对共享领导形成因素和应用演化的梳理。［方法／过程］本文从共享领导的概念发展历程出发，

归纳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情境。在此基础上，从应用的角度揭示共享领导在组织中的应用特征。［结果／结论］共

享领导涌现的组织情境包括组织因素和团队因素，其中组织因素包括内部组织结构、任务特征和组织支持氛围；团

队因素包括团队特征、共享愿景和垂直领导风格。并且共享领导在组织中的应用呈现出从公共组织“共同治理”到

盈利组织“借脑生财”的演化特征。最后提出共享领导涌现的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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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高了管理的复杂度和集成性，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单

个领导者很难满足来自快速决策和知识管理等多方面的要求。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有效激活个体、达成团

队目的、获取竞争优势是组织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Ｐｅａｒｃｅ＆Ｓｉｍ（２０００）提出的共享领导为这一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１］。

作为一种基于过程思路的领导理论，已有大量研究从结果变量的角度分析了共享领导的有效性，其中包

括决策质量、团队绩效（Ｃ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ｈｉｔ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３］、员工创造力（Ｋｒａｔｚ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４］、

自我效能感、工作承诺等。少数研究也提到共享领导受到团队成员特征（Ｋｕｋ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ｌｉｇ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５－６］、领导和成员之间的交换关系（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７］等的影响，但共享领导究竟是如何产生

的，当前仍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一种行为的产生是行为主体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

结果，那么共享领导作为一种团队过程，从组织情境视角分析其组织因素和团队因素，对于探索共享领导的

涌现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当前共享领导通常被认为较多的存在于盈利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事实证明共享领导同样可以运

用在教育、医疗等公共组织中。基于此，本文在对共享领导涌现因素探索的基础上，梳理和归纳共享领导不

同组织下的应用，以期明确共享领导产生和发展的演化脉络。

１　共享领导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共享领导的萌芽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管理学家福莱特（ＭａｒｙＰ．Ｆｏｌｌｅｔｔ）于１９２４年在其著

作《创造性的经验》中提到“情境规律”，指出在解决群体利益冲突时，用“共享的权利”代替“统治的权利”，

用共同行动代替强制，变服从命令为服从“情境规律”。这一思想虽与后来的共享领导具有极大相似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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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更多强调权力的共享。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领导替代理论（克尔，杰迈尔，１９７８）提出当组织管理制度明

确、员工任务清晰、个体有自主意识且善于自我激励时，就会出现员工对领导者的替代现象，传统单一领导者

的效能会被削弱。随着理论的发展，学者对共享领导的关注开始从“共享什么”逐渐转变为“什么条件下共

享”，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８］指出“共享”并不存在于个体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总之，早期理论的发展

为共享领导提供了先验理论支撑，但对于共享领导的本质并没有明确解释。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共享”思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科学合理的界定“共享领导”的内涵

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共享领导”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而是在群体水平上呈现出来的一种变革型领导（Ａｖｉｌｉ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９］。之后的研究认可这一观点，并揭示

了“共享领导”是在高度发达的团队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质是推动组织变革，强调“领导是由团队整体来履行

的，而不只是由一名被任命的领导者来履行”（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７；Ｇｒａｄ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Ｐｅｒｒ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１０－１２］。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相对于变革型领导，“共享领导”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成立，虽

然二者形成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组织变革，但是共享领导更加强调团队情境下的形成和效用。２００３年

Ｐｅａｒｃｅ＆Ｃｏｎｇｅ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共享领导是一种由团队整体共享和参与团队领导的过程，并提出

了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共享领导的定义［１３］，将其界定为“一个团队中个体间的交互的、动态的影响过程，通过

团队成员彼此引导来达成团队目标、领导职责广泛分布于团队成员之间，而不是集中在某个领导手上”。可

见，共享领导具有三个特点：１）多中心性。共享领导强调领导核心不再局限于单个被任命的领导，领导力来

源于整个团队而非个人。２）合作性。共享领导模糊了领导者边界，不再强调领导和下属二元关系的存在，

而是重视团队成员间的横向沟通与联系。３）情境性。共享领导的形成与团队所处的组织环境、团队自身的

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特定的组织环境和团队因素下，才能促使团队成员有效履行其领导角色。

２　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情境

共享领导的“多中心性”与“合作性”强调了“共享领导”本质，“情境性”关注的是共享领导的涌现。徐

国虎、田萌（２０１８）［１４］认为组织管理决策着眼于组织内部因素的考量。Ｃｒｏｗｔ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５］也指出，在

一个给定的时间内，组织文化、成员背景（例如工作经历、工作目标和年龄）、组织规模、凝聚力和动机等，会

影响组织成员的共享行为。共享领导作为一种组织管理行为，其涌现的组织情境将会涉及组织内部结构与

氛围和团队本身特征两方面的因素。

２．１　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因素

组织因素涉及很多方面，但综观以往研究，内部组织结构、任务特征和组织支持氛围是激发共享领导涌

现的主要要素。

２．１．１　内部组织结构

根据领导权力的集中程度，可以将团队管理结构分为集权化和分权化。Ｍａｙｏ（２００３）［１６］指出，当领导行

为只在一个或少数几个行动者之间转移的时候，这个网络就是集权化网络，而当网络中的所有成员都平等地

参与实施领导行为时，这个团队则具有最高水平的共享领导，随着团队成员将大量影响力加在其他成员身

上，共享领导密度越强。所以，当组织呈现出“高分权，低密度”和“高分权，高密度”的组织结构时，团队内部

领导力分布均衡，团队成员低水平的参与团队影响过程，并且团队成员倾向于不充当领导角色。在这样的背

景下，要保证团队运行良好，很难依靠单一被任命的领导发挥所有领导职能，此时共享领导可以保证团队成

员以平等的方式对其他每位成员产生影响力，组织绩效达到最高水平。Ｓｗｅｅ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１７］肯定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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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点，认为当一个组织的内部结构呈现扁平化时，更容易为团队成员搭建一个有助于沟通的平台，个体之

间平等地对其他成员提供帮助、施予影响，从而影响共享领导形成的潜在氛围。

２．１．２　任务特征

正如共享领导早期发展中提到“共享领导更可能在员工任务清晰时产生”，可见组织任务本身的特征对

于共享领导的涌现也存在影响作用，概括来说影响共享领导涌现的任务特征包括任务复杂性、任务互依性、

任务创造性和多样性。

随着组织内任务复杂度的提高，单一领导者要具备完成工作的所有技能和知识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具

备不同领域专业知识的团队成员协同完成工作，此时共享领导凸显出重要性（Ｃ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ｅｅｒ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１８－１９］。团队任务越复杂，依靠共享变革型领导、共享授权型领导等共享传统型领导越难以实现团队

效能的最优化（Ｄ．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ｌｉ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２１］，于是迫切需要共享领导的产生以加强个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此外，在完成团队目标中成员之间任务的相关联程度越高，团队表现比个体总和的表现更出

色（Ｌａｔａ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２２］。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３］发现，在团队需要大量协调时，共享领导的存在能够

加强员工创造力，并促进团队绩效（Ｂｌｉｇｈ，２００６）［２１］。同样，在完成具有创造性的任务和多样性的任务时，员

工感知到较大的工作挑战，心理安全感低，不利于整个团队任务目标的完成，实施共享领导能加强团队成员

的合作，增加团队绩效和团队学习行为（Ｌｅｍｏｉｎｅ，Ｋｏｓｅｏｇｌｕ＆Ｂｌｕｍ，２０１５；Ｌｉｕ，２０１４）［２４－２５］。

２．１．３　组织支持氛围

组织支持是指员工认为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福利的程度（Ｂｉｓｈｏｐ，Ｓｃｏｔｔ＆Ｂｕｒ

ｒｏｕｇｈｓ，２０００）［２６］。员工发展和参与共享领导行为部分取决于个体感知被团队成员支持的水平，当团队成员

之间彼此承诺、互相关注幸福感，并能公平对待时，员工更愿意与团队协作制定决策、共同分担工作责任、为

了实现团队目标彼此交流指导（ｃ．ｆ．，Ｂｉｓｈｏ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７］。Ｃ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７）［２］也提出支持和建言是促进共

享领导的两个重要因素，当个体感觉他们在团队成员中有建言的机会和权力时，更愿意支持并主动参与发展

共享领导行为（Ｈｏｃｈ＆Ｄｕｌｅｂｏｈｎ，２０１３）［２８］。团队成员通过鼓励和认可个体成就与团队贡献之间的关系来

相互支持（Ｍａｒ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２９］，这有利于创建一个让团队成员感到他们的输入是有价值和被欣赏的环境。

通过积极参与一个团队并感到并支持，团队成员更有可能合作工作，培养对于团队成果的共同责任感（Ｋｉｒｋ

ｍａｎ＆Ｒｏｓｅｎ，１９９９）［３０］。组织支持与和谐的团队文化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部社会网络（Ｂａｒｒｙ，

１９９１）［３１］，推动共享领导行为的形成。

２．２　共享领导涌现的团队因素

共享领导作为一种团队成员共同承担领导力以达到团队目标的过程，团队特征、团队成员的共享愿景、

管理者垂直领导风格也是驱使共享领导涌现的要素。

２．２．１　团队特征

已有研究发现团队特征与共享领导的涌现存在直接效应，其中，团队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团队凝聚力、

团队职能多样性和价值观多样性、团队共同性、团队沟通模式、团队权力距离的稳定性、团队任期；团队成员

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团队成员共同特征、团队成员人格特质、团队成员自我领导行为。

Ｓｅｒｂ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６）［３２］发现在凝聚力较强的团队中，团队成员为达成团队目标相互协作，为共享领

导的形成奠定团队基础。在探讨团队多样性中发现，当团队实施高度合作的冲突管理实践时，具有职能多样

性的团队更倾向于实施共享领导，而ＨＳＵ，Ｌｉ＆Ｓｕｎ（２０１７）［３３］从角色认知视角出发，提出团队的价值观多样

性不利于共享领导的形成。此外，团队共同性越高，成员之间的冲突越少，团队领导职能更有可能在不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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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流动。Ｄｒｅｓ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３４］也指出与面对面的团队相比，虚拟团队增加了工作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降低了团队权力距离，采用共享领导对于实现组织高绩效具有重要意义；而团队权力距离的稳定性则对

共享领导的涌现存在消极作用，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４）［２０］在其研究中发现团队权力距离的稳定性与共享领导的产

生之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负向关系。与团队权力距离的稳定性相似，团队任期越长，越不利于共享领导

行为的实施（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３］。

ＤｅＲ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３５］从领导情境理论出发，提出共享领导的形成是团队成员既认可自己的领导角色，

同时肯定其他团队成员领导的过程。这些团队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特征，如高水平的核心自我评价（Ｋｕｋ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５］，员工正直（Ｂｌｉ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１］，团队内部信任 （Ｍ．Ａ．Ｄｒｅｓ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３６］，以及

团队集体主义（Ｈ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３７］等。Ｈｏｃｈ＆Ｄｕｌｅｂｏｈｎ（２０１７）［３８］的研究也揭示了外向性、尽责性、亲和

性、经验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较高的团队更有可能呈现出共享领导。此外，团队成员的自我领导行为被认为

是共享领导出现的重要前提，自我领导能够增加团队信任、提升团队效能和组织承诺，这些都均转化为更高

水平的共享领导（Ｂｌｉ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１］。

２．２．２　共享愿景

团队成员共享愿景（或共同目标）是指团队成员对团队的主要目标有相似的理解，当个体采取行动实现

团队目标时，员工更有可能感受到被激励、授权（Ｋｉｒｋｍａｎ＆Ｒｏｓｅｎ，１９９９；Ｌｉｄｅｎ，Ｗａｙｎｅ＆Ｓｐａｒｒｏｗｅ，２０００）
［３０，３９］，并提高团队成员分担团队领导责任的意愿（Ａｖｏｌｉ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９］，主动采取行动支持其他团队成员的

活动。基于此，Ｗｏｏｄ（２００５）［４０］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共享领导形成的四个因素，即共同完成任务、相互技能开

发、员工间分权化互动、情感支持。其中“共同完成任务”是共享领导形成的初步前提，团队成员共同制定目

标，分享组织使命愿景，参与问题诊断与解决，分享组织的重要信息，履行团队义务等；同时，团队成员向其他

成员学习工作技能，并帮助其他成员学习工作技能；彼此相互鼓励、用耐心和真诚与其他成员共同工作，所有

成员不分职位高低参与到工作决策中，共同完成所有工作决定。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同样指出共享愿景与共享领导之间存在相关性（刘博逸，２００９）［４１］。为达成共同的团

队目标，需要从绩效期望、团队学习、相互协作、权责共享四个团队过程来实现。“绩效期望”体现了组织变

革和管理的关键目标，即通过“绩效期望”管理，可以更好地处理员工贡献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地激

发员工个体和团队整体的主观能动性，以产生创造性成果；“团队学习”是增强团队成员能力、提高技术、促

进知识更新的重要手段，其决定着团队竞争力的强弱和团队绩效的高低；相互协作”反映了团队的基本特征

和团队运行的根本要求，通过相互协作可以将“不完美的个人”整合成“完美的团队”，形成强大的团队战斗

力；最后通过建立权责共享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一个个体的潜能，实现团队价值的最大化。

２．２．３　垂直领导风格

尽管垂直领导强调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团队领导行为，而共享领导关注的是水平影响的领导行为（罗

正学等，２００９）［４２］，但已有研究发现垂直领导有利于共享领导的涌现。

Ｃｈ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４３］提出在具有高度主动性人格的团队中，单一领导者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谦卑型领

导将鼓励成员主动分享部分领导职权，促进团队内部共享领导的发展。除谦卑型领导外，在当前组织管理复

杂度增加的情境下，为高效能达成绩效，授权型领导（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Ｚｉｅｇｅｒｔ，２０１６；Ｗｏｏｄ，２００５）［４４，４０］、仆人式领导

（Ｌ．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ｉｕ＆Ｍａ，２０１７）［４５］、变革型领导（Ｈｏｃｈ，２０１３）［２８］等传统垂直领导都将促使共享领导形

成。领导和成员交换关系与共享领导涌现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的关注点，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Ｌ．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４５］发现团队内部领导和成员交换差异的存在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领导和成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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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和成员之间交流较少，权力距离增加，不利于团队内部共享领导的形成。

此外，Ｐｅａｒｃｅ＆Ｓｉｍｓ（２００２）［４６］提出个体追求自我在交换中所给与所得之间的公平，并从事使自我期望

的回报最大化的行为。当团队中存在一种鼓励自主行为、鼓励思考机遇和鼓励自我发展等行为的氛围时，垂

直领导强调开发下属的自我领导技能，并鼓励团队成员挑战现状、提供愿景、表达理想，搭建起灵活沟通的组

织平台。在此基础上，个体为满足绩效期望，主动参与团队决策制定过程，为达成团队成员共同目标而相互

支持，成为共享领导出现的重要驱动因素。Ａｖｏｌ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４７］在个体层面领导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团

队共享领导的多因素模型，提出“智力激发、被动例外管理、鼓舞领导、个性化关怀、主动例外管理”五个因

素。具体来说，团队内的垂直领导激发下属创新，鼓励下属提出新理论，用新方法独立思考并解决组织中的

问题，并在下属工作没有达到既定标准或出现问题时进行干预。同时在组织内创造一种支持性氛围，关注员

工的个别需求，指导员工通过自我挑战获得成长，为实现组织的长远发展目标，利用信念和愿景激励员工努

力工作。

综上，通过梳理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因素和团队因素，得到图１。

图１　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因素和团队因素

３　共享领导应用的演化：从公共组织到盈利组织

共享领导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在组织中，解决管理存在的问题。由于不同组织面临的组织情境不同，

所以共享领导在不同组织下的应用特征呈现差异性。综观共享领导应用的研究，发现共享领导的效用从公

共组织的“共同治理”演化成盈利组织的“借脑生财”。

３．１　公共组织的共享领导：共同治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共享领导理念首先在公共组织广泛运用。彭忠益（２０１０）［４８］指出：公共组织的共享机

制主要是针对知识体系重构、信息共享、能力互补、共同愿景来设计运行的。在形式上表现为“放权”，即领

导下放了部分权力给员工，从而使员工参与决策，共同管理组织事务，凸显了共享领导“共同治理”的特征。

即表现出以下特点：１）组织具有分散的结构；２）组织成员享有自主性，彼此相互合作、管理指导、共同决策；

３）组织成员应为服务对象提供一种满意的环境；４）组织成员在组织内具有共同愿景。此外，罗向菲

（２０１０）［４９］认为随着“善治”口号的提出，政府管理模式必须调整其目标、职能和行为方式，共享领导就是一
７５



２０１９年 西 部 经 济 管 理 论 坛 第６期

种全新的、打破传统领导局限的领导模式。李百齐、王勇（２０１０）［５０］也认为作为涵盖参与型领导、公平型领

导、愿景型领导的“共享领导”，是一种认可和支持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领导模式，尤其是在公共决策、追求

平等、公平的公共服务方面，这对于解决政府管理中政府掌舵角色存在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为解决国外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时缺乏动力，导致素质教育没有充分发挥其潜能的问题，Ｌｅｅｃｈ，Ｆｕｌｔ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５１］以一个城市的所有公立中学作为样本探寻内在原因，研究发现根本原因是学校秉承交易型

领导，使校长的领导行为和教师决策之间缺乏一致性，致使素质教育目标不明确，造成教学的应试化以及评

价的价值取向偏移。为改善这一管理现状，建议学校应该建立支持合作和共享治理的文化，即校长需要与教

师共享愿景领导、共享课程领导、共享教学领导、共享评价领导。共同治理不仅适用于学校的管理，学校图书

馆管理也需要引入共享领导。图书馆组织发展研究大师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ｇｅ（１９９８）［５２］针对图书馆领域中传统的官

僚组织结构很难实现共享愿景和团队学习的现象，也明确提出了应通过采用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实现“共

同治理”，以便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医院在变革中也充分引入了体现“共同治理”的领导风格。２１世纪初，医院管理面临着发展挑战，如组

织资源和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中，阻碍了领导能力的传承；医疗工作人员不能迅速应对患者的需求，工作

积极性差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５３］的研究揭示了共享领导在医疗领域的有效性，指出共享领导能有效提

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和服务质量，促进“伙伴关系和成员与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发展。

共享领导在解决公共组织的问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想要在公共组织中建设一种最大限度激发团

队成员发挥领导才能的文化是不容易实现的，这也就需要共享领导与层级领导紧密配合（Ｓｐｉｌｌａｎｅ，２００６；

Ｌｅｉｔｈ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ｎｄａｈｌ，２００８）［５４，５５，５６］，保证组织内部良好的沟通，以及责任与权力的关联。同时，营

造一种共享、信任、团队、开放的组织环境对于共享领导的开发至关重要。

３．２　盈利组织的共享领导：借脑生财

共享领导在公共组织中的实践是围绕着“共同治理”的特征展开研究，但随着盈利性组织越来越多重视

团队中共享领导力塑造，其目的不仅关注“共同治理”，更强调“借脑生财”。

国外对共享领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盈利组织的高管团队。Ｂｒｏｗｎ＆Ｇｉｏｉａ（２００２）［５７］对一家从事电子商

务企业高管团队的追踪研究，发现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的复杂性是其面临的主要情境，组织在设定愿景、培

养员工承诺和认同、促进组织学习等活动中，共享领导的实施可以保证电子商务团队同时满足情境和管理的

需要。Ｏ’Ｔｏｏｌｅ，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５８］研究也指出，实行共享领导的高管团队通常产生于企业对等合并、

共同创业者、共享社会实践等情况。共享领导还会受到组织系统、结构、政策，以及组织情感导向和协调机制

等关键因素的作用。Ｃａｔｅｒ＆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１０）［５９］则提出了影响高管团队共享领导构建的八个要素，分别是长

期导向、密切沟通和共同理解、拒绝改变、继任计划、释放控制失败、关系混乱、决策时间增加和决策质量要求

提高，这一结论对于高管团队共享领导的开发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共享领导在国内应用研究不局限于盈利组织的高管团队，更多探讨共享领导的应用对个体行为和团队

氛围的积极影响。如共享领导能够随着情境的变化更替领导角色，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能力和价值，促使组

织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并能营造出和谐民主的团队氛围（巩红，２０１７）［６０］，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员工融入组

织发展，培育新生代员工建言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不断提高组织的创新水平（赵宏超

等，２０１８；袁朋伟等，２０１８）［６１－６２］。此外，林筠等（２０１４）［６３］在对国内企业研发团队共享领导实施状况的研究

中得到：１）国内制造业的共享领导水平整体高于ＩＴ业；２）制造业中的共享领导水平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背景下没有显著差异；３）非国有ＩＴ业与国有ＩＴ业相比，竞争环境更为激烈，寻求生存的紧迫性更强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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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营造一种共享领导氛围来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可见，共享领导在不同组织类型中的效用是不同的，其应用经历了从包括政府、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公

共组织的“共同治理”特征演化为盈利组织“借脑生财”的过程。

４　结论与研究展望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共享领导涌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共享领导这一概念最初被认为是变革型

领导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开始作为独立的概念存在。在对其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以

往研究，从组织因素和团队因素两方面归纳了共享领导涌现的组织情境，其中组织因素包括内部组织结构、

任务特征、组织支持氛围，团队因素包括团队特征、共享愿景、管理者垂直领导风格。同时还梳理了共享领导

在组织背景下的应用演化。针对现有研究情况，本文认为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共享领导涌现的各要素的效用分析。现有研究大多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影响共享领导涌现的诸

多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共享领导的涌现？当前要素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各

要素与共享领导的涌现之间是否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未来研究有必要从实证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检验并

深入探讨。

第二，跨水平交互作用下探讨共享领导的涌现。综观现有研究，对共享领导涌现的探讨主要聚焦在团队

特征和组织因素，没有考虑到二者的交互作用与共享领导涌现之间的关系。根据三元交互决定论（班杜拉，

１９７１），主体因素、环境因素、行为三者是相互作用、互相决定的理论实体。那么，突破以往研究只考虑单一

水平的局限，从团队特征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探求影响共享领导涌现的因素，对于共享领导涌现的未来

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中国文化背景下共享领导涌现和应用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虽然研究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中国的管理者和下属之间层级关系较为突出，那么，在中国文化情境下，

共享领导的涌现因素和西方研究是否有所不同？不同文化情境下共享领导在组织中的应用有何差异？这些

问题的探讨对于共享领导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实践有着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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