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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实证研究

景  晶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广州 510631

1摘要 2高校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的建设、馆员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 Bass的多元因素领导量表

(MLQ ) ,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近 200所高校的 500名馆员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影响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

的因素。运用 SPSS17. 0对问卷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分析等,得出结论: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

导风格其变革型领导行为高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馆员感知的在领导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学校地域等方面图书

馆馆长领导风格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历、任职年限上领导风格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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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Research on LibraryD irectors Leadership Style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Librarians Apper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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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stract2 L ibrary d irecto rs have play a positive ro le in librar ies construction and librarians developm ent. In o rder to exp lo re the fac-

tors o f library d irecto rs leadership style in un iversities, the au thor have investigated five hundred librar ians from two hundred univers ities

o f different reg 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The questionnaire of th is study w as com pleted in the base ofMLQ of Bass, the samp le co llected

date w ere computed and been ana lyzed by SPSS, T-test and one-w ay ANOVN. The find ings w ere: The ir transfo rm ational leadersh ip of

the library d irecto rs. leadership sty le pe rce ived by librarians is mo re than transactiona l leadersh ip behav io r. The library d irecto rs lead-

ersh ip sty le are no t effected by the gender, the age, the un iversities reg ions and types, sign ifican t relationsh ips ex isted am ong leadership

sty le relative to the education backg round and the year of leadership experience.

1Keywords2 library d irecto rs leadersh ip sty le quantita 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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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风格、领导行为研究是目前领导学研究中的

重点,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领导风格、领导行

为与领导绩效、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团队绩效、组织

氛围存在着积极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研究领导风格的

前因变量,即哪些因素影响了领导风格的不同,如个人

特质、文化差异、性别差异,领导风格的后因变量,即哪

些因素又受到领导风格的影响,如员工满意度、领导绩

效、组织承诺、组织氛围等是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的。也正因为如此,大量对企业领导、中小学校长领导

风格研究层出不穷, 但对图书馆馆长这一领域研究却

非常少。高校图书馆在高校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高校图书馆馆长的领导方法、思路、风格也深刻地影响

着其所在图书馆的发展,本研究关注以馆员感知的馆

长领导风格在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学校类型、

学校地域等方面的差异。

  领导风格一般指习惯化的领导方式所表现出的种

种特点,习惯化的领导方式是在长期的个人经历、领导

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并在领导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

起作用,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
¹
。较著名的领导风格

理论有 /领导方格理论 0、/卢因的 3种领导风格理论 0

等。 /领导方格理论 0将领导行为划分 /关心人 0和 /关

心结果 0两个维度,产生了 5种典型的领导风格: 乡村

俱乐部型管理、团队型管理、贫乏型管理、任务型管理

和中庸之道型管理。 /卢因的 3种领导风格 0是专断型

领导、民主型领导和自由放任型领导。 20世纪 80年

代,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发生着剧变。企业组织、公共组织随着新环境的

变化而快速发展,原有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领导风

格不断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组织不得不改变组织结

构,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领导组

  ¹  M BA智库百科: ht tp: / /w ik.i m balib. com /w i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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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变革,采用何种领导风格以适应组织变革是领导学

研究的新时代难题,新型领导理论便由此而生,它的重

要研究成果即是提出了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交

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理论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伯恩

斯 ( Jam esM acG regor Burns)在 1978年 5领导学 6一书中

提出。交易型领导强调的是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交换关

系,行为方式是有条件奖赏和例外管理;变革型领导对

下属诉诸价值,发掘超越个人眼前利益的高层需求,行

为方式是理想化的影响、动机激发,智力上的激发和个

人化的关心。在本文研究中, 笔者应用最新领导风格

理论成果, 把高校图书馆馆长的领导风格划分为变革

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探讨影响馆长领导风格显著差

异的因素。

1 研究设计

1.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背景资料。

包括被调查者基本资料和被评价者的背景资料。被调

查者基本资料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

年限、与被评价领导共事的年限 5个方面。被评价者

基本资料包括被评价馆长的性别、年龄、学历、担任领

导职务年限、所在高校类型和所在学校地域 6个方面;

第二部分,领导风格量表。本研究编制的量表以最为

常用的 Bass编制的多元因素领导问卷 (MLQ )为基础,

只选取变革型领导方式量表和交易型领导方式量表,

改进后的领导风格量表包括 6个维度: 变革型领导 4

个维度 ) ) ) 魅力领导、愿景激励、个别关怀和智力激

发。交易型领导风格 2个维度 ) ) ) 权变报酬和例外管

理。每个维度均有 4- 6个题目对该维度进行变量反

应。如问卷中随机排列的 6个问题: /跟他一起工作非

常愉快 0、/他描绘出未来的美好情景,乐观地看待未

来 0、/他坚信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0、/他在工作

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不凡的才能 0、/他的为人处事使

我很尊敬他 0、/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感染着我努力

工作 0,反映的是变革型领导中魅力领导这一维度。而

/他能够对那些看起来被忽略的个体给予特别的关

注 0、/他能主动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个人及家庭的

情况 0等这些题目是对变革型领导风格中个别关怀维

度的反应。笔者在借鉴原始问卷的同时,对题目表达

方式进行部分改动, 使之更加符合中文语言习惯和高

校图书馆工作实际。这样的修改主要集中描述交易型

领导风格中的权变报酬这一维度。如 /他会明确告诉

我完成任务后的奖酬 0, /奖酬 0一词更符合企业的实

际,与高校图书馆的事业单位体制、馆员薪酬体系是不

符合的。修改为 /他会明确告诉我完成任务后的奖

励 0,而这种奖励更多是精神上的奖励和荣誉。

  本问卷是态度量表,宜采用李克特式量表 5点记

分法,各维度题目随机排列。为保证问卷调查过程的

真实,防止随意作答和虚假作答,在问卷中设计了 2道

测谎题 ) /我从来不讲假话 0、/我从来不讲别人家的

闲话 0,通过测谎题可以剔除随意作答的问卷。为了进

一步了解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笔者使用 Cron-

bach A系数系数来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检验结果

是:变革型领导风格因子 Cronbach A系数 0. 835,交易

型领导风格因子 Cronbach A系数 0. 704, 领导风格量

表整体 C ronbach A系数 0. 841。C ronbach A系数越高,

表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越佳。一般学者认为信度系数

在 0. 5- 0. 6已足够,当以基础研究为目的时,信度系

数最好在 0. 8以上。本问卷的信度系数都超过了 0. 6,

表明问卷设计符合测量要求,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

效度。

1. 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高校图书馆 500名馆员为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因笔者的同学和同事大部分都在全

国不同地方高校图书馆工作,采用以点带面,由一位或

者两位负责本地区的问卷发放。问卷发放采用电子邮

件、邮寄和现场发放,涉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

近 200所。被评价的馆长均为全面负责高校图书馆工

作的正职领导。发放问卷 500份, 其中电子问卷 350

份,纸质问卷 150份。收回问卷 473份,有效问卷 445

份,有效回收率 89%。被调查对象女性 368人,占总人

数 73. 6% ,女性馆员多于男性馆员。在年龄结构上, 31

- 40岁馆员最多,表明高校图书馆队伍已经逐步年轻

化。在学历结构上, 本科学历最多,博士学历最少,与

高校整体学历层次相比,图书馆学历层次依然较低,本

调查统计数据与高校图书馆基本情况是相符合的。

1. 3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17. 0作为统计分析工具,采用描

述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用 0. 05的显著性

标准来验证假设。在分析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馆员感知

的领导风格的影响上,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等。

2 数据统计分析

2. 1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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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基本状况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变革型领导风格 2. 02 4. 92 3. 588 6 0. 5182 2

交易型领导风格 1. 75 4. 76 3. 055 6 0. 5433 0

  从表 1中看到,变革型领导平均分 3. 588 6, 交易

型领导平均分 3. 055 6,变革型领导得分高于交易型领

导, 表明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更倾向采取变革

型领导风格,他们较普遍采取愿景激励、智力激发和个

别关怀等方法领导馆员工作。

2. 2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性别

上的差异

  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的方法,探讨馆员感知

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性别上的差异。在 T检

验前,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齐性,表明两

组数据分布一致,适合比较。 T检验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性别上的差异

变量
男性 女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444 7 0. 493 20 3. 475 6 0. 485 22 1. 223 0. 257

交易型领导风格 2. 782 5 . 3785 6 3. 241 0 0. 359 42 8. 258 0. 004

  从表 2中看到,男性图书馆馆长与女性馆长在变

革型领导风格上在 0. 05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交

易型领导风格方面在 0. 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

明馆员感知的女性馆长比男性馆长更倾向采取交易型

领导风格。

2. 3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年龄

上的差异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年龄上的

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ANOVA )。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

风格在年龄上的差异

变量
40岁以下 41- 50岁 51岁以上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455 2 0. 359 12 3. 461 2 0. 524 12 3. 552 3 0. 571 40 0. 540 0. 576

交易型领导风格 3. 025 6 0. 584 79 3. 084 5 0. 533 29 3. 129 5 0. 521 40 1. 085 0. 304

  从表 3中看到,馆员感知的不同年龄阶段的高校

图书馆馆长在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风格在

0. 05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

2. 4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历

的差异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历上的

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ANOVA )。统计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历上的差异

变量
本科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035 1 0. 275 41 3. 412 2 0. 587 42 3. 715 9 0. 490 20 3. 415 6 0. 467 41 4. 010 0. 005

交易型领导风格 2. 925 8 0. 396 58 3. 018 9 0. 508 40 3. 241 5 0. 619 50 2. 882 4 0. 401 78 3. 854 0. 011

  从表 4中看到,馆员感知的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

图书馆馆长在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在

0. 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馆长们的学历背景能

够显著影响到他们的领导风格。

2. 5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担任

领导职务年限上的差异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领导任职

年限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统计结

果如表 5所示:

表 5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担任领导任职年限上的差异

变量
2年以下 3- 4年 5- 6年 7- 8年 9年以上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211 8 0. 308 22 3. 358 0 0. 490 35 3. 700 6 0. 415 36 3. 562 6 0. 545 67 3. 532 6 0. 573 57 3. 906 . 005

交易型领导风格 3. 031 5 0. 452 56 3. 001 2 0. 517 45 3. 127 0. 725 61 3. 024 1 0. 478 21 3. 254 6 0. 415 82 3. 457 0. 008

  从表 5中看到,馆员感知的担任领导职务年限不

同的高校图书馆馆长在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

风格在 0. 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馆员感知的高校

图书馆馆长任职时间在 5- 6年这一群体, 变革型领导

风格得分均高于其他任职年限群体。

2. 6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校

类型上的差异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校类型

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统计结果如

表 6所示:

表 6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领导风格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

变量
普通本科院校 普通高职 (专 )院校 独立学院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356 4 0. 475 20 3. 254 1 0. 577 46 3. 245 0 0. 584 12 1. 536 0. 280

交易型领导风格 3. 154 0 0. 543 60 3. 084 2 0. 541 02 3. 131 5 0. 521 60 0. 358 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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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6中看到,馆员感知的在不同学校类型任职

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其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

风格在 0. 05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 7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校

地域上的差异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校地域

上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统计结果

如表 7所示:

表 7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在学校地域上的差异

变量
东部高校 西部高校 南部高校 北部高校 中部高校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F P

变革型领导风格 3. 235 0 0. 385 41 3. 150 2 0. 506 87 3. 200 1 0. 546 52 3. 251 4 0. 662 54 3. 300 1 0. 596 21 1. 622 0. 192

交易型领导风格 3. 100 5 0. 425 60 2. 985 6 0. 652 10 3. 021 5 0. 652 14 3. 154 2 0. 524 19 3. 055 1 0. 689 22 0. 063 0. 956

  从表 7中看到,馆员感知的在不同学校地区任职

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其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

风格在 0. 05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 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领导风格其变革型领导行为高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馆

员感知的在领导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学校地域等方

面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历、任

职年限上领导风格存在显著差异。

3. 1 关于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

  本研究结果表明,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

导风格其变革型领导行为高于交易型领导行为。这个

研究结果跟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董利宣、

丁芬认为超凡魅力型领导行为对图书馆馆长绩效来讲

最有效力, 其次是支持型领导行为以及参与型领导行

为也极具参考价值。但指导型领导行为有效力较低,

而放任型领导行为缺乏有效领导力。有效领导力越

强,馆长的绩效就会越大
[ 6]
。超凡魅力型领导与支持

型领导其领导风格和本文提到的变革型领导风格是基

本相同的。王文芝认为图书馆馆长必须具有人格魅力

和博爱的胸怀,作为一个馆长,要能谅解别人和具有忍

耐精神,宽以待人,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意

见,能够团结和使用各种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要敢

于为下属承担责任, 想办法帮助下属成功。要有创新

精神,敢于打破传统,鼓励下属积极开拓创新
[7]
。大量

的研究表明, 高校图书馆馆长的领导风格呈现出大致

相同的风格, 即变革型领导风格行为高于交易型领导

风格行为。变革型领导风格多让人想到愿景、价值、激

励、联想、关怀和魅力。交易型领导多让人想到奖罚、

报酬、例外、交易和契约。高校图书馆一般情况是馆员

素质较高,工作环境、组织氛围较好, 馆员高层次精神

需求比物质需求更重要,从这个情况出发, 高校图书馆

馆长领导风格倾向变革型领导行为, 将更符合工作实

际,也更能获得馆员满意,提高工作绩效。因此, 高校

图书馆馆长应加强和提高变革型领导风格行为,改善

对馆员的愿景激励、智力激发和个别关怀, 在工作中给

予下属充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展示馆长的领导魅力

和非凡才能,达到双赢。在科技知识迅猛发展的 21世

纪,无论是信息化、组织多样化变革的社会大环境,还

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小环境, 都要求图书馆馆长多采

用变革型领导风格, 魅力型领导在未来将成为领导风

格的主流。时代呼唤的先进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模式将

是规范化、制度化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和谐统一

和有机结合,强调人文文化的科学管理。

3. 2 馆员感知的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风格的影响

因素

  笔者以领导性别、年龄、学历、任职年限、学校类型

和学校地域六因素作为馆员感知的领导风格的假设影

响因子,研究发现只有在学历和任职年限两个因素上

馆员感知的领导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研究结论一

是驳斥了性别、年龄歧视,高校图书馆馆长的性别和年

龄差异不成为阻碍领导发展的因素。这也就特别鼓励

了女性图书馆馆长要勇于突破自我,克服刻板印象,对

工作对生活都要充满热情,信心饱满,展现女性图书馆

馆长的领导魅力。

  # 馆员感知的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领导风格有显著差异,突出表现在具有硕士学历的馆

长群体在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得分中均

高于其他学历层次群体。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在领导

学历层次方面,并非学历越高越好,硕士学历可能是领

导学历的最佳选择。具有硕士学历的领导群体既有丰

富的理论知识,掌握科学知识的前沿,并有充足的精力

和活力积极实践到工作中,比本科学历群体有更多的

理论知识,比博士学历群体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激情。

由此可见,高校图书馆馆长既不能唯学历论,认为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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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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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好而忽视具体工作; 同时对于本科及以下学历

的馆长也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如学历进修、在岗培训等

形式提高自身学历, 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改进领导

行为。

  # 馆员感知的不同任职年限的高校图书馆馆长

领导风格存在显著差异。显著表现在馆员感知任职时

间在 5- 6年的馆长群体在变革型领导风格得分明显

高于其他领导群体。由此推断,任职时间在 5- 6年是

高校图书馆馆长领导职业生涯的成熟期和黄金期。这

个阶段的馆长既有丰富的领导管理经验,经过前期的

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 又避免了领导工作的疲劳期。

他们对工作既有新想法又敢于实践, 既不盲目激进又

热情洋溢。这个研究结论符合大多数研究者对领导成

长规律、领导职业生涯周期的认识结果,也符合我国领

导干部任用同一岗位连任不超过两届 8年的政策。这

个研究结论提醒高校图书馆馆长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

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既对工作中的困难有清晰的认识,

又坚定理想、勇敢挑战、鼓足干劲,用自己的智慧和才

能延长任职时间,使领导的黄金期不流失、不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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