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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幽默型领导是将幽默与管理相结合的新型领导风格，可以帮助组织有效应对环境变化与外部压力。通过

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幽默型领导的概念内涵、结构与测量及实证研究进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回顾与

述评。未来研究可从基于领导者个性或工作情境因素探寻前因、拓展幽默型领导的研究层次、融合多种

研究方法以及加强本土化研究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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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orous leadership is a new leadership style that combines humor and management, which can 
help organizations effectively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external pressures. This pa-
per reviews and reviews the concept, structure,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humorous leadership by combing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based on leader personality or 
work situation factor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level of humorous leadership, integrating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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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组织中重要的管理角色，领导者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承担着巨大的管理责任，除了对组织的

可持续性负责之外，领导者还需要负责激励团队成员。但是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前企业领导人所认

为的命令式领导风格已经不再合适。并且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职场中的心理健康问

题，对幽默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 
幽默被认为是成功领导者的重要能力之一，传递了领导者的一种积极情绪和交往态度。对于领导者

而言，幽默也是一种领导力，恰如其分地运用，不仅能表现自己的良好风度，还能有效地激励组织成员，

使之在欢快的氛围中完成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2]。由于社会学习、情绪感染及领导拥有权力，领导

幽默会向下传递影响下属幽默使用、促进团队内人际互动中有趣沟通行为采纳或组织幽默氛围营造[1]。
谷歌、微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校园式管理方式的成功表明，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充

满乐趣的工作环境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必备要素[2]。工作场所乐趣的营造离不开领导的驱动，领导

自身的幽默行为在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受到官本位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领导代表着尊严与贵重，领导的幽默行

为被认为与严肃的工作环境不符，因此国内对领导的幽默行为的关注和研究还比较少[3]。然而，伴随着

社会观念的转变与员工精神需求的增加，企业对领导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新时

代的发展需求下，有必要系统地剖析幽默型领导(leader humor)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者们围绕幽默型领导这一构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涉及概念界定、维

度划分、量表开发及影响机制的探索虽然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幽默型领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仍存在

一些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地方，例如：第一，幽默型领导的概念尚未取得共识；第二，幽默型领导的测量

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第三，幽默型领导的前因尚处于空白状态；第四，幽默型领导的影响机制研究相对

较为零散，多数仍停留在变量层面的探讨，对不同的理论视角缺乏系统的整合[3]。鉴于此，本研究通过

系统梳理幽默型领导的理论文献，从幽默型领导的概念、测量、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

理，试图全面呈现幽默型领导的研究现状，归纳总结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未来

的研究方向，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对幽默型领导研究的关注,并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启示。 

2. 幽默型领导的概念内涵及其发展 

幽默型领导源于幽默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应用于组织管理领域。回顾文献发现，幽默型领导的发展历程

可划分为“领导幽默(leader humor)”和“幽默型领导(humorous leadership)”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非

更替式存在而是并存式发展。领导幽默的相关研究视幽默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质，认为领导者可运用

这种人格特质，激发员工积极情绪，使员工更敬业[3]。Cooper [4]等则认为，领导幽默是领导者运用幽默

这一可行而又独特的人际关系资源，激发出下属更大的意愿参与到直接或者间接帮助领导者的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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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导幽默的研究不断发展，陈国海等在总结领导幽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幽默领导(humor in lea-
dership)的构念，认为幽默领导是一种新型的从属于组织管理的领导方式，即领导者运用幽默的方式对组

织和员工进行管理，使工作环境变得轻松自在，增强团队凝聚力。此后，Pundt [5] (2015)在其发表的《幽

默型领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幽默型领导(humorous leadership)的构念。在此基础上，Pundt
和 Herrmann [5]认为，幽默型领导是领导者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活动，使用引起下属积极认知或情感反应

的交际策略，从而让下属感到愉快的领导方式，其核心在于领导者有意激发下属的积极认知，并与其建

立和谐积极的人际关系。至此，幽默型领导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独立领导风格得以确认。 
(一) 幽默 
幽默是幽默型领导的核心，要准确把握幽默型领导的概念，首先要理解幽默。幽默在中国有悠久的

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500 年，最早称之为“滑稽”(Yue, 2010)。1923 年林语堂在《北京晨报》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将“humor”翻译成“幽默”，并提倡在中国社会使用幽默(Yue, 2010)。Cooper [4] (2005)指
出幽默是一个人与他人分享、有意逗笑他人的任何事件，并且他人认为这是一种故意行为。Martin [6]等
(2003)依据聚焦自我还是与他人关系，是积极还是消极，将幽默分成四种风格：1) 自强型幽默

(self-enhancing humor)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积极幽默，涉及面对压力事件和逆境保持幽默的人生观。它与幽

默应对紧密相关，可作为一种减少负面情绪和有效处理不利情况的机制。2) 亲和型幽默(affiliative humor)
是一种良性、非敌对的幽默，指说有趣的故事、讲笑话、开善意的玩笑来逗乐他人。它有助于增进社会

交往，减少人际关系紧张。3) 嘲讽型幽默(aggressive humor)包括讽刺、戏弄、嘲笑和贬低他人，取笑他

人的错误。它对他人存有潜在负面影响，可能使得疏远和伤害他人，损害人际关系。4) 自贬型幽默

(self-defeating humor)是指过分贬低和取笑自己来取悦他人。它可能降低人际关系紧张，但损害自己的形

象和情感，影响与他人未来的互动，有害于自己及他人。 
(二) 领导幽默的概念 
关于领导幽默，缺少一个统一、公认的标准定义。在幽默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从行为观、特质观的

视角对领导幽默进行界定和梳理。 
1) 行为观下领导幽默。行为观认为幽默是领导者人际沟通、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故意行为表现。领导

幽默使用是管理者有意采取轻率、诙谐和令人欢笑的言谈举止的程度。该行为目的是发展令人愉悦的人

际关系、缓解紧张状况、引起听众注意或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7] (Ployhart 等，2006)。领导幽默是一种

不连续的社交行为，领导者故意创造有趣的言语或非言语活动使特定下属或整个团队成员发笑(Pundt 和

Venz，2017)。Cooper [4]等(2018)定义领导幽默为领导者展现的一种行为，该行为指向一个下属，意在使

该员工发笑，并且该员工知觉到这是一种故意行为。 
尽管以上领导幽默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均强调领导者幽默使用是故意的，具有积极作用。 
2) 特质观下领导幽默。特质观认为幽默是领导者个人的一种人格特质，命名为领导者幽默或领导者

幽默感。不同幽默感的领导者在幽默创造、理解、欣赏、应对和对待幽默的态度等方面存有差异。 
行为观强调领导者幽默及不同风格幽默的使用，特质观强调领导者在幽默使用、欣赏、应对及对待

幽默态度上的个体差异。 
目前，关于幽默型领导的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将有关幽默型领导内涵的相

关研究归纳起来，可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特质观。这一观点关注的焦点在于个体间存在的特质差异，

体现了领导者在组织内部社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习惯行为(微笑的频率、娱乐下属的倾向)、态度(遇到困

难时，以积极的幽默态度面对)和能力(创造、理解和记忆幽默的能力)等个体差异[8] (Decker & Rotondo, 
2001; Goswami, Nair, Beehr, & Grossenbacher, 2016; Mao et al., 2017)。第二，行为观。这一观点认为幽默

型领导是诱发下属积极认知或情感反应的一种沟通方式，包括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形式。这一定义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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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在于领导娱乐下属时表现出的交流行为或方式，包括讲笑话、分享特定形式的幽默素材等。Cooper, 
Kong 和 Crossley (2018) [4]则将幽默型领导定义为领导者运用幽默的方式管理下属。根据上述幽默型领导

的两种划分方式，本研究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presentative definitions of humorous leadership 
表 1. 幽默型领导的代表性定义 

视角 作者 代表性定义 

特质观 Yam [8]等(2018) 领导者在社交过程中利用一些行为和态度

去娱乐他人的特质倾向。 

行为观 
Pundt 和 Herrmann [7] (2015) 领导者有意通过分享有趣的事情等方式来

娱乐某位特定的下属或团队。 

Cooper [4]等(2018) 领导者运用幽默的方式管理下属。 

来源：文献整理。 

 
对于幽默的维度划分，Martin, Puhlik-Doris, Larsen, Gray 和 Weir (2003) [6]提出了一个 2 × 2 的幽默风

格模型，即根据幽默运用的对象及性质划分了亲和型、攻击型、自强型和自嘲型四个维度。亲和型幽默

是指幽默的发出者在对待他人时运用积极的幽默，如开玩笑、分享有趣的事情等。这种类型的幽默能够

给人们带来愉悦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6] (Martin et al., 2003)。攻击型

幽默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运用消极的幽默，包括讽刺、嘲笑、揶揄等，人们在运用这一类型的幽默时不

考虑他人的感受，甚至希望以此来操控他人。通过运用攻击型幽默，幽默的发出者强调自身的权威与优

越感，破坏了人际交往关系。自强型幽默是指对待自身的积极幽默，是一种应对机制，是在面对压力或

困境的时保持幽默乐观的态度。自嘲型幽默是对待自身的消极幽默，是幽默的发出者希望通过取笑自己

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在组织中，下属感知到的幽默型领导行为更多的是在二者之间的交往中实现的，即

领导在对待他人时所运用的幽默[8]。第五个维度自贬型幽默是领导者以自我为幽默对象，但是作用很可

能是消极成分居多。领导者试图通过自贬来与员工拉近距离，可是很容易被部分员工曲解，容易损害领

导形象，或者影响今后与员工的关系发展。 

3. 幽默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 

(一) 幽默型领导的结构 
幽默型领导的结构维度经历了从单维到多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单维、二维和多维的结构框架。 
1) 单维结构 
Pundt 依据 Avolio [8]等对领导幽默的操作化定义提出了幽默型领导的单维结构，即领导者在压力情

境下的幽默运用。 
2) 二维结构 
Goswami 等依据 Decker 和 Rotondo 对领导幽默的操作化定义提出的二维结构，即领导者的幽默感和

运用幽默进行社会交往。 
3) 四维结构 
Pundt 和 Herrmann 则依据 Martin 等针对个体运用幽默的对象及幽默的性质划分的 4 种幽默风格提出

了幽默型领导的四维结构，即自强型幽默、自贬型幽 默、亲和型幽默和攻击型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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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幽默型领导的测量 
现有的幽默型领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多维幽默感量表、Avolio 五题项量表、积极管理者幽默量表以

及幽默风格问卷，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easuring tools for humorous leadership 
表 2. 幽默型领导的测量工具 

量表 研究者 维度 

五题项量表 Avolio [8]等(1999) 领导者在压力情境中积极幽默的使用 

积极管理者幽默量表 Decker [9]等(2001) 管理者的幽默感、运用幽默交往 

幽默风格问卷 Martin [6]等(2003) 自强型幽默、自贬型幽默、亲和型幽默、攻击型幽默 

来源：文献整理。 

 
针对幽默型领导的测量，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替代性测量方式，即直接采用

幽默测量工具，并通过自我或他人报告的形式来测量幽默型领导[10]。中国学者石冠峰等[10] (2017)首次

将上述两个量表应用在中国企业内部。他们对英文原版问卷进行了回译，并结合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陈
国海，Martin，2007；王雅萍，2016)，最终编制了中文版亲和型幽默(6 题项)和攻击型幽默领导量表(8 题

项)。例如，Avolio，Howell 和 Sosik (1999) [8]最早开发了他评式领导幽默使用量表(Leader’s Use of Humor 
Scale)，包括 5 个题目。之后 Decker 和 Rotond (2001) [9]将幽默型领导分成领导积极幽默和领导消极幽默

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他评式 7 题项幽默型领导量表(5 条目测量领导积极幽默，2 条目测量领

导消极幽默)；他们强调区分积极和消极的标准在于行为发出者的动机是否是善意(Benevolent)和良性

(Benign)的。然而，Cooper [4]等(2018)提出现有量表的题目缺乏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并且个别题目容易与

倦怠感(Burnout)产生混淆。因此，他们编制了一个全新的幽默型领导量表。该量表共 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七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例题如“在日常工作中上司使用幽默的频率”，“在与上司交往过

程中，上司会在很多情境中注入幽默元素”和“上司经常跟我开玩笑”。 
目前受到学者们广泛认可和应用的幽默风格量表是 Martin [6]等(2003)开发的幽默风格量表。Martin 

[6]等(2003)提出幽默风格包含两个维度：属性维度(积极–消极)和指向维度(自我指向–他人指向)，并将

以上两个维度组合成了四种不同的幽默风格，分别是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攻击型幽默和自嘲型幽

默。 

4. 幽默型领导的实证研究进展 

(一) 幽默型领导的结果变量 
国内外不少学者已对幽默型领导是否、如何以及何时会对工作结果产生影响展开了一些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从个体层面和团队层面来阐述幽默型领导的影响效果。 
1) 个体层面影响效果 
目前，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和主观幸福感等工作态度变量已被证实为幽默型领导的积极结果。

Decker [6] (1987)以 290 名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证实了领导的积极幽默能够正向预测下属的工作满意度，

而领导的消极幽默则会降低其工作满意度。而 Cooper [9]等(2018)则发现了领导成员关系质量这一条新的

传递路径；他们提出幽默型领导可以通过改善上下级关系质量，使下属更愿意将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投入

到工作中。Pundt 和 Venz (2017) [7]也强调幽默型领导可以帮助下属以积极地视角来解读事件，摆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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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恢复工作的积极性，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倦怠，提升其幸福感。除此之外，现有研究表明领导的积

极幽默还可以提升下属的情感承诺(Pundt & Venz, 2017) [7]减弱其情绪耗竭(Pundt & Venz, 2017) [7]。 
工作情境中的人际互动主要包括团队–成员交换关系(Team-Member Exchange)和领导–成员交换关

系(Leader-Member Exchange)。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指下属与其领导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质

量。Pundt 和 Herrmann [7] (2015)认为领导运用亲和型幽默可以拉近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帮助上下级之间

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最终发展成为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相反，攻击型幽默领导风格容易形

成低质量的 LMX。石冠峰等(2017)基于中国大陆企业员工的数据，再次验证了亲和型幽默领导和攻击型

幽默领导与 LMX 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上下级共事时间在它们之间的调节作用。同时，该研究首次将

权力距离这一传统价值观引入幽默型领导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了幽默型领导对 LMX 的影响存在

边界条件。 
现有研究已表明幽默型领导可以促进下属的创新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等，但同时可能诱发其越轨行为。 
创新行为(Innovation Behavior)。Pundt 和 Venz [7] (2017)发现了幽默型领导能给下属带来快乐、愉悦、

兴奋等情绪，能使他们在更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另外，他们发现创新性工作需求

(Creative Requirement)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强化作用。石冠峰等[11] (2017)在中国情境下讨论了不同类

型的领导幽默风格对下属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领导形象无法与幽默

联系在一起，但领导表现出的亲和型幽默行为不仅能提高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质量，还能促进中国员工的

创造力。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Goswami 等(2016)首次提出幽默型领导会提

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然而其实证结果并未支持这一论断。之后 Cooper [4]等(2018)利用自行开发的幽

默型领导量表，证明了幽默型领导与下属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幽默型领导带给下

属的积极情绪有助于培育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进而促进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 
越轨行为(Deviance)。一直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幽默型领导的积极影响，但近期有学者开始思考幽

默型领导是否会引发员工的消极行为。Yam [7]等(2018)在探究幽默型领导对下属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如

果把领导的幽默行为解读为领导接受违背规范，那么下属易做出越轨行为；特别是，攻击型幽默领导风

格对员工的越轨行为更具有预测性。 
Mesmer-Magnus 等的元分析结果发现领导者若能在管理中运用积极幽默，能显著提高下属对领导者

的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相反，消极幽默容易导致下属在工作中分心而降低其工作绩效。Kim 等(2016)通过

对韩国 14 家企业的 322 名员工和 52 名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幽默型领导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领导的亲和型幽默行为可以增强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促进彼此之间的思想和信息交流，进

而有效帮助员工解决工作问题，提升他们的个人绩效。相反，攻击型幽默行为会阻碍下属主动沟通和寻

求反馈的意愿；同时，攻击型幽默行为表达的讽刺和嘲笑又会降低下属的自我效能感，进而降低他们的

工作绩效。 
2) 团队层面影响效果 
在众多团队过程变量中，团队沟通和团队凝聚力已被证实为幽默型领导的重要结果变量。Tang (2008)

通过对 31 家台湾制造企业的 239 名研发人员的调查研究发现，幽默型领导可以和下属建立和维持优质的

非正式关系，创造一个开放平等的沟通环境，从而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同时，幽默型领导营造的

充满乐趣的工作环境还可以有效降低团队成员的外部威胁感，提升其积极情绪体验，从而促进团队凝聚

力的提升。 
(二) 幽默型领导的中介变量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采用的中介变量以个体层面的相关变量为主，较少涉及团队和组织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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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导–成员交换 
a) 领导者的积极幽默通过提高领导-成员交换，减少员工对其雇佣组织的负面态度—组织犬儒主义

[11]。 
b) 亲和幽默型领导和攻击幽默型领导均能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影响员工创造力[12]。 
c) 领导幽默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工作投入和下属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12]。 
2) 员工认知–领导认同、领导信任、关系认同、规范违背可接受性感知和变革型领导感知 
a) 领导者运用亲和型幽默能够增强追随者对领导者的关系认同，从而提高领导–成员交换[12]。 
b) 领导者运用自贬型幽默可增强领导信任从而促进追随者的领导效能感知[13]。 
c) 幽默型领导不仅通过新员工对领导的关系认同对新员工适应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能激发下属的变

革型领导感知促进团队绩效提高[14]。 
最近的实验研究发现，领导幽默感通过规范违背可接受性感知能够间接影响追随者偏差行为。 
3) 积极情绪 
Cooper [9]等则发现，领导者激发的积极情绪中介了幽默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的正向关系。 
4) 员工沟通与社会距离 
幽默型领导能够促进员工沟通，进而增加员工的创新行为。另外，幽默型领导能够缩小与下属的社

会距离以增加下属的心理幸福感[15]。 
在团队层面上，幽默型领导如何通过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研究亟待开展。目前仅 Tang 研究发现幽默

型领导能够增加团队凝聚力，从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16]。 
(三) 幽默型领导的调节变量 
幽默型领导的调节变量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具体包括以下调节变量： 
1) 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员工任期和上下级共事时间 
a) 上下级共事时间既能减弱亲和幽默型领导与领导–成员交换、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关系，又能减弱

攻击型幽默与领导–成员交换、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关系[17]。  
b) 员工任期越短，领导者的积极幽默对员工心理授权的积极影响越强；反之，领导者的消极幽默对

员工心理授权的消极影响越强[16]。 
c) 男性领导者使得幽默型领导的消极幽默对领导行为感知和领导效能感知的负面影响变小[18]。 
2) 员工与领导的关系 
当领导–下属关系质量高的时候，领导的积极幽默对下属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之，领

导的积极幽默和消极幽默均对下属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领导者与团队成员的关系冲突较高

时，幽默型领导通过下属对变革型领导的感知对团队绩效的间接影响将变强[18]。 
3) 领导信任 
当领导信任增强时，领导者的自强型幽默与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关系会变强； 当员工对领导者的情感

信任越高时，领导者的亲和型幽默和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越强[19]。 
4) 需求 
当员工感受到较高创造性需求时，幽默型领导能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增加。此外，追随者对结构的需

求负向调节了幽默型领导与领导–成员交换的正向关系以及幽默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追随者的

组织情感承诺、工作脱离的间接关系[20]。 

5. 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幽默型领导研究在概念界定、量表开发及相关实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相对而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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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有问题亟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未来的幽默型领导研究可以围绕以下 3 个方

面展开： 
(一) 积极探索幽默型领导的前因变量 
迄今为止，学者们尚未开展幽默型领导前因变量的实证研究。回顾相关研究，已有学者提出：具有

外倾性或自恋人格特质的人更有可能是幽默型领导者；尊重或平等的工作环境、社会距离等情境因素可

能会对幽默型领导的形成产生影响。 领导者个性或工作情境等因素可以作为幽默型领导的潜在前因变量

[20]。 
(二) 深化幽默型领导在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结果变量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拓展幽默型领导的研究层次，发掘幽默型领导在团队和组织层面的价值[21]。未

来研究可探讨幽默型领导对团队抗压能力、组织凝聚力以及组织创新行为等团队或组织层面变量的影响

[22]。 
(三) 加强幽默型领导的本土化研究 
需探讨中国特殊文化情境下幽默型领导的内涵特征，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特点和深入了解幽默型领

导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访谈和调查等方式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量表[23]。通过挖掘中国本土

文化，结合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关系等变量，开展幽默型领导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推动幽默型领导理

论在我国组织管理实践中的应用[24]。 
(四) 推进跨文化比较研究 
当前领导幽默研究大多基于单一文化背景，以西方国家为主，这可能由于跨文化研究的困难和复杂

性[25]。在幽默的使用、价值认知和影响效果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26]。中国组织中相比正式场合，

领导者幽默使用在非正式场合更被欣赏甚至鼓励，在北美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对领导幽默使用均持

积极态度(Yang 等，2017)。与澳大利亚员工不同，中国员工对工作场所使用幽默更谨慎，积极幽默使用

未能缓减压力的持续上升[27] (Wang 等，2018)。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相互尊重、社交礼仪，注重关系，在

工作场所对用直接言语贬低他人表示犹豫，领导嘲讽型幽默更可能给下属带来负面影响，不被员工接受

[28]。随着全球化加速，很多商业活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领导越来越常见[28]。因此，探讨

领导幽默的内涵、诱发因素和影响后果的跨文化普适性和差异性，推进跨文化比较研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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