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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迄今關於領導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企業組織、教育機構等正式組織，且多以領導者已取得合法性權威為前提。然而領

導之實際施為並不僅侷限於正式組織單一領域，且各領域之領導者獲取領導權力之過程或背景也可能各不相同，個人的財

富、政治經歷、才能、品德，甚至情境條件，都會影響領導地位之取得。 　　本研究以彰化縣花壇鄉火葬場抗爭自救會為

個案，深度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收集資料，本著紮根理論由下往上的精神，探討領導人出現的社會過程；並以現有領導理

論所歸納之領導型態，與自救會領導人之領導型態對比。 　　領導者產生之背景脈絡方面，本研究從政治、經濟、與社會

三個層面觀察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單單擁有政治、經濟、或社會資源中的任何一項，並無法支援其出線成為領導人，必

須三項條件均需具備配合。研究也發現本個案中之抗爭自救會領導者，其政治、經濟、社會資源間，確實存在互相轉換及

交互增長的現象。本研究也發現，在地方基層的社會抗爭運動組織中，該由誰來擔任領導人的問題，存在著過度決定的現

象，也就是各層面的施為者，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利害，但不同的目的和利害，最後卻出現相同的主張。 　　領導者

之領導型態方面，本研究以文獻所列之魅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等領導型態與研究對象對比，發現這些領導

型態，均不適用在本研究個案，不能解釋個案的領導現象與領導績效。本研究個案領導者之領導型態可以歸納為：鞏固抗

爭民眾之勢力，團結其意念，堅持抗爭立場，以保障抗爭之成功。

關鍵詞 : 領導 ; 領導型態 ; 抗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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