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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实背景01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

方面。环境变革型领导作为一种新兴的领导理论，强调领导者在推动组

织环境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理论背景02

现有研究已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关于环境变革型领导如何影响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晰。

研究意义03

本研究旨在揭示环境变革型领导对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企

业培养具有环保意识的员工、推动组织环境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导。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环境变革型领导如何

影响员工的环境组织公民行为，以及

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受到企业社会责任

的调节。

研究问题

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环境变革型领导的

维度构成、环境变革型领导与环境组

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

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

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验证。

研究范围
本研究以国内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及其员工。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不

同规模的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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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与环境变
革型领导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是指企业在

经营活动中，不仅关注经济利

益，还积极履行对社会、环境

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内涵包括：

遵守法律法规、关注员工福利、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推动社

会公益事业等。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强调企业在

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关

注社会和环境效益，实现可持

续发展。

01 02 03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概念及内涵



环境变革型领导的定义与特点

030201

环境变革型领导是指那些能够敏

锐察觉环境变化，并引领组织进

行适应性变革的领导者。

环境变革型领导的特点包括：具

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思维、善于激

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够构

建良好的组织文化和氛围、关注

组织长远发展等。

环境变革型领导通过引导员工关

注环境问题，推动企业采取环保

措施和创新绿色技术，从而促进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为环境变革型领导

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具有企

业社会责任导向的企业更容易培养出

环境变革型领导者，因为他们更关注

社会和环境问题，更愿意主动采取行

动来推动变革。

环境变革型领导通过引领企业进行环

保创新和实践，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

社会责任导向。他们不仅关注企业的

经济利益，更注重企业的社会和环境

效益，通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

提升企业声誉和竞争力。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与环境变革型领导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导向为环境变革型领导提供了行动方

向和动力支持；而环境变革型领导则

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导

向，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与环境变革型领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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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与
维度



环境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员工在组织中自愿采取的、超出其职责范围的、旨在保护环境并促进组织环境绩效提升的

行为。

定义

这些行为是员工自发的、非强制性的，且具有积极的环境影响，能够提升组织的环境形象和竞争力。

特点

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界定



环保参与行为

指员工积极参与组织的环保活动，

如节能减排、资源回收等，以实

际行动支持组织的环保目标。

环保倡议行为

指员工主动提出环保建议或方案，

推动组织采取更加环保的措施和

政策。

环保监督行为

指员工对组织的环保措施和政策

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其得到有

效执行并符合环保法规要求。

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划分



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与评价

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员工的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等方面，激励员工更加积极地参与组织的

环保工作。

结果应用

可以采用问卷调查、行为观察等方法来测量员工的环境组织公民行为，评估其在环保方

面的表现。

测量方法

可以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如环保活动的参与频率、环保建议的提出数量、环保监督的

有效性等，以便对员工的环境组织公民行为进行量化评价。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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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分析与假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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