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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丑闻和商业不道德行为的频发，使领导者的责任和道德行为受到广泛关注。责

任型领导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打破了传统的领导  − 员工二元关系，在应对全球社

会、经济和环境等重大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责任型领导被世界各级组织和学界广泛呼吁，是对传统领导理论的

新发展和新超越。

　　  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

析，采用 CiteSpace 5.8.R3c 和 VOSviewer1.6.18 对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196 篇相关

文献数据构建知识图谱，通过引文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内容分析，对责任型领导的相关研

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责任型领导的前因有个体、情景、组织、社会和超国家因素，但前因研

究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较少。随着责任型领导概念的不断发展，近期的研究更关注

责任型领导的后果。在组织内部，主要关注责任型领导对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作用结果。

在个体层面，责任型领导可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绿色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行为，降

低缺勤和不道德行为等消极行为；在组织层面，责任型领导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组织绩效、道德

氛围等呈正相关。在组织外部，责任型领导能够提升组织的社会绩效和社会资本。在作用机

制方面，责任型领导通过心理和知识两种路径产生影响，心理路径包括较高水平的信任、对组

织的心理所有权和对组织的承诺，知识路径包括选择、创新和知识共享。

　　  目前对不同情景下责任型领导的异同、责任型领导的多重作用结果和前因的实证研究较

少，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责任型领导的研究进行梳理，厘清了责任型领

导的发展现状、前因、后果和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情景因素、内在机制、多层互

动、动态变化和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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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这场抗疫行

动中，中国的抗疫方案展现出中国政府优秀的危机

处理能力和责任担当意识。赢得这场战斗不仅仅是

通过研制疫苗或新的治疗方法，更为关键的是说服

公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遵循科学建议，阻止病毒

的传播 [1]。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呼吁研究

责任型领导 [2]。世界卫生组织将 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 (GPMB) 发布的《A World in Disorder》
报告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应对 COVID-19 的清单，该报

告表明，责任型领导和良好的公民意识是应对 COV-
ID-19 的关键决定因素。责任型领导在组织应对危

机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被证实 [3]，在后疫情时代，远

程办公的组织领导有效性 [4] 和员工的心理健康 [5] 都

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发现，在远程工作环境中

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持，与员工建立牢固的、值得信任

的关系，是远程办公组织领导有效性的核心 [6]；COV-
ID-19 大流行造成的企业经营困难，员工被迫休假或

离职等情况的增加，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领导者

与员工建立友谊，帮助他们成为可以信任的人，可以

让员工获得更高水平的个人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

少员工的抑郁症状 [4]。责任型领导不仅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后疫情时代应

对组织管理、组织发展和员工发展的重要问题上也

发挥重要的作用，领导者的同理心、建立信任关系的

能力、积极情感和道德认知水平等方面尤为重要，而

这些与责任型领导的内涵不谋而和。因此，责任型

领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迫切需要全面系统

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引文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

和内容分析，对责任型领导的相关研究进行客观、综

合的梳理，为该领域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责任型领导的概念

责任型领导是伦理学、领导力和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的交汇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5]。责任型领

导有别于传统领导  − 员工二元关系领导模式，它强

调对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如商业伙伴、客

户和政府等 [7]。从时间维度上看，责任型领导的概念

经历了从关系视角到过程视角再到行为视角的变迁。

基于关系型领导理论，责任型领导不再局限于领导  −
员工二元关系以及领导角色，而是处于整个组织的

动态关系中 [8]。关系视角下的责任型领导经历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MAAK et al.[9] 基于关系视角首次

对责任型领导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责任型领导是

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的可持续的信任关系；

第二阶段，MAAK et al.[10] 引入伦理学观点，认为这种

可持续的信任关系是合乎伦理的，利益相关者在同

一个目标下形成高水平的动机和承诺，形成企业、环

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关系视角没有提及如

何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或者伦理关系。为了弥补关系

视角的缺陷，VOEGTLIN [11] 提出了过程视角，认为责

任型领导是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和平等对话的

方式互相协调、化解冲突，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的过程。过程视角清晰阐述了责任型领导如何与利

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关系，却没有阐述责任型领导的

具体行为特征。行为视角对责任型领导的具体行为

做了细致的阐述，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STAHL et
al.[12] 认为责任型领导起源于两种责任行为，即行善

行为做好事和避害行为避免伤害，做好事行为包括

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等，避免伤

害行为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确保产品安全等。

其二，MAAK et al.[13] 将责任型领导的行为划分为工

具型行为和整合型行为，工具型行为比较狭隘，范围

局限于少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目的是实现

组织盈利；整合型行为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目标

是提升企业的社会价值。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责

任型领导的目标从与有限的股东利益相关扩大到为

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创造价值 [14]。基于以上的不

同视角可以发现，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和定义的共同

点是强调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责任，通过与利

益相关者的互动建立信任，解决冲突和平衡各方利

益，打破了传统的领导  − 员工的二元关系，建立起领

导  − 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关系。

 1.2  责任型领导的测量

时阳等 [15] 按照单维、三维和四维对责任型领导

进行划分和测量。单维测量将责任型领导视为连续

的变量 [11]。三维测量的内容维度目前并不统一，有 3
种代表性的观点。DOH et al.[16] 认为责任型领导包括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道德决策和高质量的利益相关

者关系 3 个维度；LYNHAM et al.[17] 认为道德、效率和

耐力构成责任型领导的主要维度；DOH et al.[18] 提出

了新的三维观点，即利益相关者文化、资源管理实践

和管理支持。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陆扬华 [19] 通过

对中国情景下责任型领导的探索，开发了四维责任

型领导测量问卷，分别为诚信道德、开放沟通、关怀

指导和积极公民行为。

 1.3  责任型领导前因研究

影响责任型领导的前因有个体、情景、组织、社

会和超国家等因素 [12]。个体因素包含个人的特质、

价值观和态度 [20]，STAHL et al.[12] 对组织研究中的 4 个

个体层面因素是责任型领导的前因进行论证，这 4 个

因素分别为同理心、认知道德发展、马基雅维利主

义和道德哲学；VOEGTLIN et al.[20] 用 3 个实验验证了

同理心、积极情感和普世价值观对责任型领导的促

进作用。情景因素包括社会共识、企业文化和道德

氛围等，组织因素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行为准则

和奖励 /制裁等，社会因素包括民族文化、法律体系、

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行业竞争等，超国家因素包括

非政府组织、媒体、全球治理和联合国全球契约

等。

 1.4  责任型领导后果研究

在员工层面，责任型领导可以提高员工的留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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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离职率 [18]，增加工作满意度 [11]，提高员工的承诺 [20]

和幸福感 [21]，抑制非伦理行为 [22]，提高企业对员工的

吸引力，增强员工心理安全感，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

意识 [18]。在组织层面，责任型领导有助于提升企业

声誉和形象 [18]。也有学者对责任型领导进行跨层次

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VOEGTLIN et al.[20] 认为责任

型领导对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组织变量有积极

的影响，如宏观层面的合法性、利益相关者信任关系

和社会资本，中观层面的道德文化和绩效，微观层面

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等。 JAVED et al.[5] 通

过 4 个实证研究确定责任型领导是宏观 (如企业关系

社会资本 )、中观 (如企业社会绩效 ) 和微观 (如员工

社区公民行为 ) 的驱动因素，而领导者的真实性正向

调节责任型领导与上述多层次结果的关系。

 1.5  研究评述

已有研究从责任型领导的概念、测量、前因和后

果等不同层面进行探讨，也有学者对已有的责任型

领导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时阳等 [15] 对责任型领导的

前因、后果和相关理论进行综述；HAQUE et al.[21] 通

过对关于责任型领导、出勤率、组织承诺和员工离

职意向的研究进行梳理，借鉴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

责任型领导与出勤率之间的概念框架，认为责任型

领导与员工出勤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组织承

诺和离职意向起中介作用；MARQUES et al.[23] 运用文

献计量的方法，对 2006 年至 2016 年发表的 64 篇关于

责任型领导的文章进行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归纳出 6
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分别涉及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发

展、后果、利益相关者理论、变革型领导以及企业社

会责任。目前，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相关研究尚存在

以下局限：①已有的综述研究大多出现在 2016 年以

前 [24]，没有包含近年的新进展；②最新的研究仅针对

某一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如责任型领导与出勤

率 [21]；③已有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的研究仅包含

国际上的期刊数据 [23]，并没有把握中国目前的研究

动态。事实上，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应用文献

计量方法定量分析战略管理 [25]、组织行为 [26] 和创新

创业 [27] 等研究领域的演变。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责任

型领导进行定量分析，既可以补充和验证学者们基

于定性综述归纳的结果，也可以定量地展示该领域

研究的演变；同时可以借助可视化工具，如 CiteSpace，
对研究领域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以更直观的方式

展现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前沿和发展动态，呈现一个

客观、直观的总体研究面貌。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

中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成果进行客观分析，以期

为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关键思想、概念和理论方法提

供系统的框架和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计量分

析、内容分析和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等多种方式对

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挖掘。

 2.2  数据来源

采用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责

任型领导的研究文献，搜索的主题、题名和关键词为

责任型领导，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共检索到 115 篇文献。国际期刊方面，

从 Web of Science 的 SSCI 数据库检索 Topic、Title、Ab-
stract 和 Keywords 中包含“ responsible leader*”的文献

1 791 篇，因为英文变化较多，所以用通配符“*”确保

查全率，这样搜索的结果也包括领导者和领导力等。

为提高分析的有效性，本研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

逐篇阅读筛选，排除检索结果中新闻、评论、征稿信

息等非研究性文献以及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

得到以责任型领导为主题的中国期刊研究论文 63 篇、

国际期刊研究论文 133 篇，以这 196 篇文献作为构建

知识图谱、引文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内容分析

的数据源。

 2.3  分析策略

对 196 篇文献进行发文量、地区、期刊、作者、

关键词、共现特征和引文等客观的统计分析，掌握目

前国际和国内责任型领导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进行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提出文献之间的联系和研究

发展脉络；采用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对比国内外研究

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通过以上 3 种分析方

法，深入分析责任型领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未

来研究提出建议。

 3  数据分析

 3.1  年度分布

图 1 为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年度分布折

线图。从图 1 可以看出，国际期刊中首篇关于责任型

领导的论文出现在 2006 年，自 2009 年开始，特别是

2017 年以后，发文量增长较快，责任型领导的研究逐

渐受到重视，发文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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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Literature at Domestic and Foreign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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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之后出现了回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拐点，

经过数据分析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2011 年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刊发责任型领导研究特刊。

国内期刊中，首篇关于责任型领导的文章出现在

2009 年，自 2015 年开始，发文量增长较快；与国际期

刊类似，在 2017 年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拐点，经数据分

析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2017 年《中国人力

资源开发》杂志也刊发了责任型领导研究的专刊。

2020 年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杂 志 以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China and Beyond: A Respons-
ible Research Approach”为主题进行征稿，旨在为中国

责任型领导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做出贡献，预计在

2022 年 12 月出版特刊 [28]，这或将引发国际和国内关

于责任型领导研究的新一轮热潮。由此可见，责任

型领导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研究领

域。

 3.2  国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3.2.1  国家 (地区 ) 分布

图 2 给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责任型领导研究的

第一作者国家 (地区 ) 分布情况，图中节点的大小表

示国家 (地区 ) 发文总量，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和

粗细表示国家 (地区 ) 之间的合作及合作强度。本研

究统计的 133 篇文章共来自 36 个国家 (地区 )，美国发

文量最多，总计 36 篇，中国机构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

文量为 16 篇，英国和瑞士分别为 13 篇和 12 篇，以上

4 个国家发表的文章占国际期刊总发文量的 57.89%。

整体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以中国、英国、瑞士、法

国、西班牙为主要力量的分布。

 3.2.2  期刊分布

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48 种期刊上，

期刊平均载文量为 2.77 篇，发表超过两篇 (含两篇 )
的 期 刊 共 有 18 种 。 发 表 篇 数 较 多 的 期 刊 分 别 为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7 篇 )、Leadership & Organiza-
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8 篇 )、Corporate Social Respon-
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8 篇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8 篇 )，占总发文量的 45.86%，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管理、商业和环境等，呈现出多

领域融合和交叉发展的趋势。由于对商业和道德问

题的关注，有 27.82% 的文章 (37 篇 ) 发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期刊上，表明该期刊在责任型领导的

研究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产作者 MAAK、

PLESS、VOEGTLIN、WALDMAN 和 MISKA 在该期刊

发表论文共计 13 篇。同时本研究也将发表责任型领

导研究文章较多的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与近

期发表领导力的文献计量文章中关于领导力研究的

重要期刊 [26] 做了对比，发现目前主流管理学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和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关于领导力的研究

主要关注内部组织行为的微观层面，责任型领导的

研究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在经济全球化和疫情常态

化的背景下，领导者需要处理多元化和多面性的任

务，领导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越来越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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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中作者的国家 (地区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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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领导处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中心，在应对全球社

会、经济和环境等重大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本研究呼吁未来组织行为学领域关注责任型领导的

相关研究。

 3.2.3  作者共被引分析

图 3 给出通过 CiteSpace 软件生成的国际期刊中

责任型领导研究的第一作者共被引图谱，字的大小

代 表 作 者 的 发 文 量 。 MAAK 的 总 发 文 量 最 多 ， 为

10 篇；其次是 PLESS，总发文量 8 篇。目前，被广泛认

可的责任型领导的概念是由 MAAK et al.[10] 在 2006 年

首次提出的。此外，VOEGTLIN、WALDMAN 和 MISKA
等也是比较活跃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责任型

领导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3.2.4  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计量方法中引文分析可以挖掘研究领域的

重要文献，高被引文献代表着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29]，

经典文献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图 4 给出国际期

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高被引图谱，国际期刊中

责任型领导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 10 篇文献均出现

在 2012 年之前，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 BROWN et al.[30]

的文章，被引频次达 1 333 次，是关于道德与领导力

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文献。YUKL[31] 以总被引 344 次

排在第二位，他的文章通过对领导力研究的梳理，将

已有的领导力研究分为 4 个元类别，并认为责任型领

导是未来领导力的一个研究方向，应给予更广泛的

关注。MAAK et al.[10] 的文章排在第三位，他们从利

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给出责任型领导的概念、

特质和扮演的角色。随后 MAAK[32] 基于社会资本理

论证实，责任型领导可以通过构建持久互利的关系

网增强社会资本，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WALD-
MAN et al.[33] 从代理人视角和利益相关者视角对责任

型领导进行探讨，从代理人视角的研究表明，基于有

限经济学观点，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决定应该被视

为一种投资决定，应该像任何其他投资机会一样，以

理性的、经过计算的方式进行评估；从利益相关者视

角的研究表明，责任型领导要同时关注内部和外部

利益相关者群体。其他高被引文献探讨了责任型领

导的培养 [34]，从经济和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责任型

领导的成长方针 [20]、责任型领导的最佳实践，以及从

传统经济学、机会寻求、整合者和理想主义者 4 个方

向探讨责任型领导及实际应用 [35]、责任型领导的社

会认同和动机 [36] 等。

文献的总被引频次受到发文时间的影响，新发表

的获得广泛关注的文献可能因为发表时间过短而没

有呈现出总被引频次的优势，为了更精确地呈现责

任型领导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本研究计算了所有文

章从出版至今的年均被引量，补充了总被引量没有

出现在前 10 位但年均被引量出现在前 10 位的 5 篇文

献，即图 4 中以红色虚线圈出的文献，它们均出现在

2019 年以后，主要研究责任型领导对财务绩效与企

业声誉 [37]、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 [38] 的调节作用以及

对员工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 [39]，同时对责任型领导

的 前 因 和 后 果 进 行 实 证 检 验 [40]， 而 WALDMAN  et
al.[41] 用“战略家”和“整合者”两个术语重新定义责

任型领导。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同于早期受到关

注的理论性文章，近期受到关注的文章大多为定量

实证研究，更关注责任型领导的结果，可以认为，早

期关于责任型领导定义的争论是制约责任型领导研

 

图  3  国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中的作者共被引图谱

Figure 3  Author Co-citation Map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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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42]。目前学界对责任型领导

的概念已基本形成统一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较多的实证研究。

 3.2.5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关键内容的提炼，通过对关键

词的词频和共现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把握当前责任

型领导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表 1 给出国际期刊责任

型领导研究文献中出现 5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并按照

关键词的频次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关键词频次相同

时，按照中心度进行排序。其中， corporate social re-
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 management (管理 )、 per-
spective (视角 )、 performance (绩效 ) 和 ethical leadership
(道德型领导 ) 出现频次最高，为 20 次及以上，表明国

际期刊中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更多地提及企业社

会责任和道德型领导，后文会对责任型领导与二者

的关系进行详细的阐述。同时本研究将责任型领导

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与杨朦晰等 [26] 关于领导力

研究的文献中计量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对比，对仅出

现在责任型领导文献中的关键词用“ (D)”在表中标

注。从差异关键词可以看出，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

导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更关注 framework (框架 ) 的研

究 [16]，同时责任型领导拓宽了传统领导的二元关系，

将 stakeholder theory (利益相关者理论 )[43] 纳入到领导

力范畴，更加关注 business (商业 )[20] 和 firm (公司 )[37]

的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43]，责任

型领导的 education (教育 )[34] 也是责任型领导研究关

注的重点内容，同时责任型领导与 financial perform-
ance (财务绩效 )[37] 的关系也得到证实。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 是国

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提及最多的关键词，同时

performance (绩效 )、 behavior (行为 ) 和 ethics (道德 ) 等
关键词也排名靠前， business (商业 ) 和 stakeholder the-
ory (利益相关者理论 ) 是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

独特的高频关键词。它们共同反映了对责任型领导

的概念理解：责任型领导不再局限于领导和员工的

微观层面，而是将企业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

合 [20]，是将企业责任和绩效与企业和领导者的行为

联系起来的一种途径 [36]；当 CEO 强调利益相关者的

价值、为高管提供更好的决策标准时，员工会认为他

们是有远见的领导者，这与员工的额外努力正相关，

而这进一步又与公司绩效相关 [33]。前文讨论了责任

型领导概念的发展，有效性、伦理性和可持续是责任

型领导的独特内涵 [44]，研究表明，领导者通过对社会

责任和商业伦理的关注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很多研究将 ethical leadership (道德型领导 )、 trans-
formational leadership (变革型领导 )、 authentic leadership
(真实型领导 )、 servant leadership (服务型领导 ) 与责任

型领导进行对比，将组织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和宏观

层面的问题纳入考虑范畴是责任型领导与这些领导

最本质的区别 [24]。全球的社会变化 (如恐怖主义 )、环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注：节点大小表示文献被引频次；节点的颜色表示发表年度；颜色从紫色向绿色和黄色过渡，代表论文发表年份从

2006 年至 2021 年过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引用关系；节点的标签用第一作者和发表年份共同表示，如果同一位作者当

年发表两篇或以上的文章，则在年份后增加 a、b 或 c 进行区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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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化 (如气候变暖 )、经济变化 (如金融危机 ) 等也

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责任要求 [40]，如联合国全球契约、

欧洲发展基金会关于“以全球负责和可持续的方式

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呼吁，以及中国国务院于

2007 年发布的“关于中央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指导意见”。责任型领导比传统的领导更能适应这

些挑战 [24]，许多企业对于原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

业经营理念进行反思，寻求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并

实践各种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以努力实现社会、环境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 [45]。这些使对责任型

领导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financial performance (财务绩效 ) 是责任型领导研

究中重要的结果变量，WANG et al.[46] 通过对 85 家中

国知名的大公司、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年时间内

的财务绩效与这些公司 85 位 CEO 的行为进行配对

分析，结果表明责任型领导与组织的股本回报率绩

效呈正相关； JAVED et al.[37]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

正向影响财务绩效，责任型领导在这个正向影响关

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这与 WANG et al.[46] 的研究是

不一致的，作者进一步做出了解释，具有强烈利益相

关者价值观的领导者，通常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过度

强调，这会对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过度强调

企业社会责任会让企业承担高昂的成本，并损害组

织的盈利能力。因此，责任型领导与财务结果之间

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实证追踪，探讨责任型

领导对不同财务结果 (如销售、业务成本等 ) 的影响

是否一致。

员工是组织内部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认同 /认同感 )、work (工作 )、 commitment
(承诺 )、 engagement (卷入 )、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满意

度 ) 这些关键词体现了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层面的作

用机制和作用结果。HAQUE et al.[38] 基于社会认同理

论和心理契约理论，研究责任型领导对组织承诺的

积极影响，这一关系被员工的离职意愿部分中介。

责任型领导对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度也具有积极影

响 [11]。

 3.2.6  研究类型

进一步对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文献按照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文 献 综 述 (literature  review)、 案 例 研 究

(case study)、定量实证研究 (quantitative empirical study)
4 种类型进行分类，每篇文献只能属于一种类型。理

论研究的文献界定了责任型领导的概念、角色以及

与其他领导理论之间的关系；文献综述类的文献主

要通过定性方式对不同视角下的责任型领导的概念、

前因后果、基础理论等进行梳理；案例研究的文献主

要从已有的责任型领导的原型入手，分析责任型领

导的驱动因素、领导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36]，

或解决股东回报之外的利益相关者需求 [47]；定量实

证研究的文献结合问卷调查、实验等方法，对责任型

领导与员工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48] 和离职行为 ) 和企

业社会资本 [37] 之间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图 5 给出国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类型分

表  1  国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D) 32 0.09 business (商业) (D) 11 0.07

management (管理) 22 0.06 stakeholder theory (利益相关者理论) (D) 11 0.02

perspective (视角) 20 0.18 firm (公司) (D) 9 0.06

performance (绩效) 20 0.12 impact (影响) 8 0.19

ethical leadership (道德型领导) 20 0.02 work (工作) 6 0

behavior (行为) 14 0.27 commitment (承诺) (D) 5 0.09

identity/identification (认同/认同感) (D) 14 0.04 authentic leadership (真实型领导) 5 0.08

organization (组织) 14 0.02 financial performance (财务绩效) (D) 5 0.08

antecedent (前因) 14 0.02 servant leadership (服务型领导) 5 0.03

value (价值) 14 0.01 education (教育) (D) 5 0.03

ethics (道德) 12 0.21 engagement (卷入) (D) 5 0.03

model (模型) 12 0.19 responsible leadership (责任型领导) (D) 5 0.02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变革型领导) 12 0.18 framework (框架) (D) 5 0.02

perception (感知) 12 0.10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满意度) 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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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百分比堆积图，国际期刊中早期关于责任型领

导的研究以理论和综述研究为主，逐步向定量实证

研究类型转变，开始探讨责任型领导与绿色行为 [39]、

组织公民行为 [48] 和离职倾向等之间的关系。

 3.3  国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3.3.1  期刊分布

国内责任型领导研究成果分布在 35 种期刊中，

期刊平均载文量 1.8 篇，发表两篇及以上文章的期刊

有 3 种，分别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7 篇 )、《领导科

学》 (3 篇 ) 和《上海管理科学》 (2 篇 )。国内的责任型

领导研究发表期刊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

学科分布比较单一。

 3.3.2  作者共被引分析

国内共有 89 位学者发表过责任型领导的文章，

最高发文量为 3 篇，分别是彭坚、刘时、曾文鹏和夏

玲。与国际期刊作者相比，国内期刊作者在责任型

领导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少，也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

合作态势。

 3.3.3  高被引文献分析

图 6 给出国内责任型领导研究高被引图谱，由于

中国知网不提供引文数据，所以节点与节点之间的

连线无法显示。经统计，国内总被引频次 TOP10 和

年均被引频次 TOP10 文献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大多

出现在近 5 年，说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

内学者的重视，产出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

在国内期刊中，高被引文献和高年均被引文献主

要集中在责任型领导的作用和结构维度两个方面。

关于责任型领导的作用，主要探讨对员工和企业两

个层面的影响。对员工的影响方面，邢璐等 [49]2017
年发表的文章以被引频次 44 次居第一位，该文基于

社会学习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探讨责任型领导影

响员工绿色行为的双路径模型，一方面，责任型领导

通过认知路径对员工绿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利益

相关者价值观起中介作用；另一方面，责任型领导有

助于增加员工的积极体验，进而促进员工的绿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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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类型分布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Types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注：颜色从紫色向绿色和黄色过渡，代表论文发表年份从 2010 年至 2020 年过渡。                                                                            
 

图  6  国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的高被引图谱

Figure 6  High Citation Map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hinese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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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此后，出现了道德反思在责任型领导与员工绿

色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50]、责任型领导与团队绿色

行为 [51]、企业环境绩效和生态创新 [52] 等更多方面的

探讨。责任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双刃剑效应也

受到关注，郭亿馨等 [53] 发现，责任型领导通过责任意

识促进组织公民行为，同时也会产生员工依赖，抑制

组织公民行为；文鹏等 [54] 也证实责任型领导对组织

公民行为具有双面影响，责任型领导通过社会学习

和社会交换促进组织公民行为，这种高质量的领导  −
成员交换关系也会带来工作压力和情绪耗竭，对组

织公民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责任型领导对员工揭发

意愿产生积极作用，对非伦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 [55]，

对员工绩效 [56] 和员工创新行为 [57] 研究的关注度也很

高。

对企业的作用方面，责任型领导对企业社会资本

的影响最受关注。宋继文等 [44] 在 MAAK[32] 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中国情景下责任型领导与

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责任型领导通过履行企

业责任，积累社会资本，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随后，

董峰等 [58] 收集 43 家上市公司 CEO 的微博数据，进一

步探讨责任型领导、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强度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在责任型

领导对企业创新强度的积极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此

外，责任型领导可以促进组织产生伦理道德文化 [24]，

与组织价值观存在协同机制。刘艳 [59] 对阿里巴巴组

织价值观进行案例研究，认为在组织的起步、发展、

成熟和可持续阶段存在制度协同、战略协同、环境

协同和演进协同  。
责任型领导的结构维度和测量也是当前研究中

关注的重要问题。时阳等 [15] 和文鹏等 [24] 发表的综述

文章出现在被引排名前十的文献中，从概念、测量、

理论基础以及前因和后果等方面对责任型领导的研

究进行回顾，并强调责任型领导本土化研究的重要

性。结构维度研究方面，郭亿馨等 [60] 基于中国情景

构建了责任型领导的利益平衡和自我提升二维模

型。

 3.3.4  关键词共现分析

表 2 给出国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中出现

2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并按照关键词的频次从高到低

进行排序，关键词频次相同时按照中心度进行排序。

其中，领导力、责任感知、领导者、道德认同等出现

频次较高，表明国内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更多地

提及责任和道德，这与责任型领导的内涵一致。通

过与领导力研究文献对比 [26]，发现国内关于责任型

领导研究的关键词与领导力研究关键词的重合度并

不高，仅有领导者和领导力两个关键词是一致的，这

与国际期刊中的研究存在一些差别。

高频关键词呈现了国内责任型领导研究中重要

的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作用结果。前文已经分析

企业社会资本和员工绿色行为与责任型领导的关系，

在此不再赘述。责任感知是被提及最多的中介变量，

在责任型领导与非伦理行为 [55]、助人行为 [61]、创新行

为 [57] 等对员工的作用中起中介作用；积极情绪也是

责任型领导研究中重要的中介变量，如高被引文献

分析中积极情绪与员工绿色行为的关系 [49]，以及积

极情绪在责任型领导与创新行为 [62] 和工作  − 生活平

衡 [63]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也被证实；组织认同在责任

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中起

中介作用；长期导向调节责任型领导对创新和非伦

理行为的作用。戴万亮等 [64] 构建了责任型领导与创

新的跨层次模型，关怀型氛围在两者的关系中起中

介作用，长期导向正向调节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在高被引文献《责任型领导对员工揭发意愿与非伦

理行为的影响》中，责任感知起中介作用，长期导向

正向调节该中介效应 [55]。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创新 [64]

以及员工的工作  − 生活平衡 [63] 的影响中具有涓滴效

应，权力距离负向调节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正向预测作用 [62]。

 3.3.5  研究类型

图 7 给出国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类型分

布的百分比堆积图，2011 年无相关研究发表。由图 7

表  2  国内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hinese Journals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领导力 7 0.03 社会资本 3 0.01

责任感知 7 0.02 涓滴效应 2 0.02

领导者 4 0.01 扎根理论 2 0.02

道德认同 4 0.01 权力距离 2 0.01

长期导向 3 0.03 绿色行为 2 0.01

积极情绪 3 0.01 全球责任 2 0.01

组织认同 3 0.01 社会责任 2 0.01

综述 实证 理论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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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类型分布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Types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in Chinese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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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国内责任型领导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 [24]

和案例 [44] 出发，逐渐向定量实证研究类型转变，实证

研究逐渐占据主流，开始探讨责任型领导与绿色行

为 [49]、组织公民行为 [53]、员工绩效 [56]、创新行为 [57] 等

之间的关系。

 4  国内外期刊责任型领导研究对比分析

 4.1  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的方法，采集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中责任型领导研究文献的数据，

并对其从发文量、期刊分布、作者共被引、引文、关

键词共现和研究类型等角度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

(1) 在发文量方面，关于责任型领导研究的文献

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都

在不断增加，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数量明

显高于国内。从发文时间看，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

导研究早于国内，国外首篇文献发表在 2006 年，国内

最早的文献发表在 2009 年。从发文趋势看，国内外

责任型领导发文量均出现突然增多，随后降低的拐

点，这与国内外期刊关于责任型领导专题文献征文

活动有关，国内期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国际期

刊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均对责任型领导研究进行

专题征文，并在征文刊载当年引起责任型领导研究

的发文量出现较快增长、第二年发文量回落的拐点

现象。

(2) 在期刊分布方面，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

究引起管理、商业和环境等领域的关注，呈现出多领

域融合和交叉发展的趋势；而国内期刊发表的文献

则是以管理领域为主导，在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上

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与国际期刊相比，国内

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国际期刊刊均载

文量 2.7 篇，国内期刊刊均载文量 1.8 篇，国内目前还

没有形成稳定的期刊群。

(3) 从作者共被引分析结果看，国际期刊形成了

以 MAAK 和 PLESS 等学者为引导性研究的高产作者，

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作者合作群；国内高产作者在

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上均低于国际高产作者的水平，

作者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合作网络群体。因此，国

内学者在责任型领导领域的研究力度、研究水平和

研究交流合作程度等方面与国际学者还有明显的差

距。

(4) 从高被引文献分析结果看，根据总被引量和

年均被引量两个维度筛选了排在前 10 位的文献。分

析发现，国际期刊中总被引量排在前 10 位的文献均

出现在 2012 年以前，总被引频次前 10 位与年均被引

频次前 10 位的重叠度为 50%，年均被引频次较高的

5 篇高潜文献分别发表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责任型

领导领域的最新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国内

总被引频次前 10 位的文献大多出现在近 5 年，且与

年均被引频次前 10 位的重叠度为 80%，这与国内责

任型领导研究起步较晚有一定关系，也说明国内对

于责任型领导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重视，也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

(5)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部分，本研究首先将高频

关键词与之前领导力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对比分

析，发现国际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与领导力研究高频关键词的重合度为 64%，国内期刊

责任型领导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与领导力研究高频关

键词的重合度为 14%。引起国内外期刊责任型领导

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与领导力研究高频关键词的重合

度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责任型领导的概念是由

国外学者提出的，是从之前的研究中不断演化发展

出来的。而国内学者没有提出责任型领导的研究过

程，借鉴国外学者经验直接开展责任型领导的研究，

中间没有演化发展的过程，所以国内外形成了较大

的差异。国际期刊中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
业社会责任 )、 management (管理 )、 perspective (视角 )、
performance (绩效 )、 ethical leadership (道德型领导 ) 共
现频次最高，均超过 20 次，反映了责任型领导文献主

要关注前因和后果的研究。国内研究责任感知、领

导力、领导者、道德认同等出现频次较高，表明国内

关于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更多关注责任型领导概念本

身。

(6) 从研究类型看，本研究将责任型领导的研究

论文按照理论研究 (theoretical)、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
view)、案例研究 (case study)、定量实证研究 (quantitat-
ive empirical study) 4 种类型进行分类，早期关于责任

型领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近

期的成果主要偏重于定量实证研究，国内外趋势基

本保持一致。观察随着时间的变化 4 种研究类型占

比的变化，从时间维度看，整体呈现出从理论研究和

案例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转变，且国内的转变较为滞

后。从 4 种研究类型所占比例看，国内期刊的案例研

究最少 (1 篇 )，定量实证研究最多 (48 篇 )；国际期刊

的综述性文章最少 (4 篇 )，案例研究相对较多 (12 篇 )。
目前国内关于责任型领导的案例研究还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未来可以更多地关注案例研究。

 4.2  主题分析

本研究使用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对比 2006 年至

2021 年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发展脉络。关键词

共现时区图通过从左到右排列垂直条来表示每个时

间片，以显示关键词的演变 [29]，节点的大小和节点字

号的大小都与共现频率成正比。图 8 给出共现频率

高的相关节点，这些共现频率高的节点代表了这一

时期责任型领导研究的主题，最近出现的一些高频

关键词对于发现该领域潜在的研究前沿具有重要意

义。

由图 8 可知，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分为 4 个时间段。

第 1 个时间段为 2006 年至 2009 年，在这一时期，企业

社会责任、领导力、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道德是最突

出的关键词，反映了责任型领导是伦理学、领导力和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交汇点，强调对组织内外部的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此同时，关系智力作为责任

型领导的前因变量也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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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时间段为 2010 年至 2013 年，在这一时期，

可持续发展、商业道德和责任是国外学者重点关注

的话题，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也成为这一时

期的主题。与此同时，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与国际

研究起步阶段 (2006 年至 2009 年 ) 相似，领导力和企

业社会责任是重点关注的概念，道德作为责任型领

导的重要基础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第 3 个时间段为 2014 年至 2017 年，在这一时期，

国际期刊中的研究开始采用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等

研究范式，同时复杂领导理论、文化背景和责任型领

导的培养等是重要的研究话题。MAAK et al.[13] 基于

复杂领导理论将责任型领导风格划分为工具型和综

合型，工具型责任型领导关注股东利益、强大的利益

相关者和战略上有利的企业社会责任，而综合型责

任型领导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对社会有利的

社会责任，以提升组织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为最终目标。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和强有力的

体制安排下，工具型责任型领导可能是有效的。相

比之下，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越复杂越需要平衡利

益冲突，社会挑战越深刻，综合型责任型领导就越重

要。文化背景因素在这一时期也被关注， WITT et
al.[45] 通过对 3 个亚洲社会 (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 )
和 2 个西方社会 (德国和美国 ) 的社会责任导向的构

建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高层管理人员对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持有不同的信念，这对他们

理解责任型领导和呈现出的领导行为有相应的影响；

同时，研究发现这些差异与制度因素的联系比与文

化变量的联系更紧密。培养全球责任型领导者以实

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商学院在培养责任型

领导所需的变革也是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问题 [65]。

国内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质性研究，同时也关注到

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郭亿馨等 [60] 基于扎根理论，

将责任型领导划分为利益平衡和自我提升两个维度，

为中国组织情景下责任型领导量表的开发提供了理

论基础。社会资本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这一时期的

重要理论依据，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两篇综述论文 [15,24]

均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责任型领导的重要理论视角；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责任型领导的广度对企业创新强

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

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 [58]。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

效、绿色行为和助人行为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

点。

在最后一个时间段 (2018 年至 2021 年 )，随着责任

型领导概念的不断发展，近期的研究更关注责任型

领导的后果。在个体层面，责任型领导与员工的离

职意向呈负相关 [38]，与员工组织承诺 [38] 和不道德行

为 [66] 呈负相关。在组织层面，责任型领导与企业声

誉、企业可持续发展 [67]、组织绩效 [42]、环境 [68]、社会

绩效 [37]、道德氛围 [8] 等呈正相关。在组织外部，责任

型领导者能够提升组织对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 [38]。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认同、组织公民行

为 [53]、绿色行为 [50] 和创新行为 [57] 等员工行为层面，

缺乏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企业声誉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的研究。

2006-2009 2010-2013 2018-20212014-2017

 

图  8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Figure 8  Keywords Co-occurrence Time-zon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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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未来研究展望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把握责任型领导的研究现

状和国内外发展趋势，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

图谱可视化的方法对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中关

于责任型领导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将结果用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呈现，结合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对文献进

行主题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责任型领导研

究框架，见图 9。根据这一框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

望。

 5.1  关注情景因素

在数字化情景和跨文化情景等常规情景下，进一

步探讨责任型领导的作用，如责任型领导对新型工

作方式的影响；也有研究表明，责任型领导与国际外

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和工作中的情感幸福呈正相关，

进而导致更好的外派表现 [69]。未来可以从更广泛的

利益相关者视角，进一步探讨责任型领导对提高外

派适应、文化适应和回任适应的作用。新冠肺炎疫

情使不少组织处在不确定或危机情景中，在这种状

态下，信息的模糊性、不断变化的环境动态和响应的

紧迫性会影响领导者有效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从而

影响其决策制定。危机情景下，责任型领导对个体、

团队和组织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中国背景下，员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更有可

能跟随和信任责任型领导 [49]，因此，探索适合中国情

景的责任型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在概念研究上，从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出发，探索中国情景下责

任型领导的概念非常重要；在测量方面，责任型领导

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也因为对概念的理

解不同出现了较多的测量责任型领导的方式。目前

已经存在的量表多是基于某一国家情景开发的，对

于多种文化背景的适用程度还没有得到验证。国际

期刊中已有研究呼吁建立统一的责任型领导的测量

量表，以促进责任型领导的研究。此外，国内对于责

任型领导测量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情景，未来可以

从跨文化的角度考虑对责任型领导的测量有效性进

行研究。

 5.2  关注内在机制

已有的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责任型领

导对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组织外部的作用机制，但

关于责任型领导如何影响组织的过程和结果的作用

机制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已有研究基于利

益相关者视角，认为责任型领导及其组织通过心理

和知识两种路径展示和投射责任型领导的行为及行

为影响的结果，这两种途径构成了推进和传播特定

信号和信息以及最终行动和结果的过程机制。其中，

心理路径包括较高水平的信任、对组织的心理所有

权和对组织的承诺，知识路径包括选择、创新和知识

共享 [7]。未来可以对责任型领导在组织内多个层次

的影响结果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以及这些路

径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5.3  关注多层互动

目前关于领导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内部组织行为

的微观层面，如个体层面或者组织层面。随着全球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人们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

杂，领导力研究需要考虑到个人行为以及他们所在

的组织和社会的嵌入性。责任型领导在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有很多的结果变量，如组织公民意识、国

家形象、环境绩效和文化适应等，未来可以对不同层

面的机制和效果进行研究。前期研究将责任型领导

分为不同的角色，如传统经济学家、机会寻求者、战

略家、整合者和理想主义者 [41]，未来可以探讨这些角

色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以及跨层影响。领导

者所在的部门可以限制或促成责任型领导的行为，

例如，与在社会责任部门工作的领导者相比，在生产

设施部门工作的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频率较

低，未来可以对这些差异进行探索。与此同时，责任

型领导与双碳战略和共同富裕等社会重大问题之间

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前因 责任型领导

常规情景

危机情景

组织内
•
•
•

个体
团队
组织

……

组织外
•
•
•

客户
供应商
社区

……

 

图  9  未来研究方向框架

Figure 9  Framework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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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关注动态变化

责任型领导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前有关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大多为静态研究，

未能把握责任型领导的动态变化。随着企业的发展，

责任型领导在关注问题和决策偏好等方面可能会出

现变化，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动态变化。

 5.5  关注交叉融合

责任型领导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在全球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变化下，已经引起学界和商界的广泛

关注。国际上责任型领导的研究受到管理、商业、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等领域的关注，呈现出多领域融

合和交叉发展的趋势；中国学者研究的核心主要集

中在管理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合作较少。综合

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理解责任型领导的出

现和发展 [56]。因此，未来可以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也可以引入脑科学和大数据

分析等方法，促进责任型领导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6  结论

 6.1  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外期刊发表的

责任型领导的文献进行分析，梳理责任型领导的相

关研究，从发文量、地区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关

键词共现和引文等角度进行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研究

的对比分析，同时通过主题分析从时间的角度描绘

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动态演进。研究结果表明，①责

任型领导的发展以伦理学、领导力和社会责任为基

础。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分为 5 类，分别是责任

型领导的概念、前因、作用机制、后果和测量，其中

前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欠缺。③近年来，随着

责任型领导概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研究责任型领导的作用，主要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有合法性、利益

相关者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中观层面包括企业的

道德文化和财务绩效，微观层面主要是对员工的影

响，如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等。④

责任型领导主要通过心理和知识两种路径产生影响，

心理路径包括较高水平的信任、对组织的心理所有

权和对组织的承诺，知识路径包括选择、创新和知识

共享。⑤综合对比国内与国外期刊中责任型领导的

研究发现，中国学者更加关注责任型领导的作用，偏

向于定量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较少，责任

型领导的概念、有影响力的量表均是基于西方情景，

未来中国学者可以进一步关注中国情景的独特性，

为责任型领导的跨文化研究贡献中国力量。

 6.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责任型领导已经受到广

泛的关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受到学术界 [2] 和

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对于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环

境 变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本 研 究 使 用 可 视 化 工 具

CiteSpace 检测高被引文献、研究热点和主要主题，分

析国内外责任型领导研究的差异以及相关研究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研究结果将增加人们对责

任型领导的了解，对管理者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提升他们的责任型领导意识和能力，在一个充满

变化的时代，更好地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

进企业与所在社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

发展。

 6.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数据源上，国际期

刊的数据仅将 Web of Science 上的文献纳入统计，其

他的数据库，如 Scopus 和 BSC 等数据库的文献未能

纳入；国内数据仅考虑了期刊数据，未来也可以将关

于责任型领导的硕博毕业论文和会议论文等纳入分

析的范畴。在分析方法上，CiteSpace 仅能对文献的

关键词、作者、机构和国家 (地区 ) 等进行分析，摘要

部分没有被考虑进去，未来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的方

法，对主题粒度和词粒度进行更微观的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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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y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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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exposure of corporate scandals and business unethical behaviors has brought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behaviors of leader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which considers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takehold-
ers and breaks the traditional leader-employee dichot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dressing major glob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has  been  widely  called  for  by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s  at  all  levels
across the world and is considered as a new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Through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w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tendency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esearch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journals, and used CiteSpace 5.8.R3c and VOSviewer 1.6.18 to construct a know-
ledge graph of 196 relevant literature data in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databases. The citation
analysi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used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followed by perspectives on future studies in the area.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antecedent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vary from individual, situational, organizational,
social and supranational factors, yet related research has largely remained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with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As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continues to evolve, recent research has focused mor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respons-
ible leadership. Within organization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influence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t both individual and organiza-
tional level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responsible leadership can promote positive behaviors such as innovative behavior, green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mong employees  and  reduce  negative  behaviors  such  as  absenteeism and
unethical behavior.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r-
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ethical climate.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enhances the social perform-
ance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t has an impact through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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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and knowledge paths, where the psychological path includes higher levels of trust,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the knowledge path includes choic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ole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antecedents, so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focus on con-
textual factors, intrinsic mechanisms, multi-level interactions, dynamic 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chanism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re  thorough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followed  by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re-
search directions accordingly.
Keywords：responsible leadership；stakeholders；bibliometrics；citation analysis；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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