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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紧密围
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以民为本的权力观，才能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以民为本的
权力观应包括权由民授、权为民用、权受民督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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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政治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之一，指的是具备一定资格的主体为了一定目的并通过一
定的方式，对客体作出一定行为的能力。在一切权力中，公共权力是最重要的权力。在我
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掌握和行使着广泛的公共权力，领导人民进行着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权力运用的实效如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
且也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掌好
权、用好权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紧密围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以民为本的权力观。概括地讲，以民为本的权力观
应包括权由民授、权为民用、权受民督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权由民授。纵览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实行民主政治，
尊崇“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一致认为人民是真正的权力主体。在西方，从2300多年前
的亚里士多德，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卢梭，直至现当代的各国政治家和政治学者，都
打着捍卫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旗帜，为强大国家机器的建立、公共权力的行使作出种
种理论上的论证。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已写入宪法，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归根到底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从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来看，无论是党的领
导干部，还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委任的还是选举产生的，能够走上领导岗
位，都通过了选举、选拔、考察、考核等相应的程序，实质上是经过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的党组织或人民代表的同意和授权，才能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在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
有的从宏观上掌握着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核心公共权力，也有的从微观上掌
握着具体的人、财、物的调配权，这些权力的行使涉及到国家全局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如果领导干部不时时思考权力的来源，头脑中缺乏权由民授的观念，忽视权力合法性
的背后是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肯定，就会产生“权力是上级给的”、“权力是靠个人奋斗
得来的”等荒唐认识。一旦听任这些认识在党内泛滥开来，就可能在党内产生既得利益集
团，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巩固执政地位的
战略高度，强化权由民授的观念，为权力的正确行使奠定可靠的思想基础。 

二、权为民用。毛泽东同志讲过：“共产党除了全民族的利益，本身决无自己的私利可
言。”这表明，对共产党人而言，权力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工
具。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权力的受益者只能是人民，并非权力的直接掌控者。权力
若为人民而使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则能够用得长
久，权力的掌控者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也能与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繁荣成果；权力
若为自己而使用，变成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和身边的人谋求特殊利益的魔杖，甚至沦为人
情、金钱、美色的奴隶，则用不长久，轻者早晚会把自己推上身败名裂、为人民所不齿的
不归之路，重者会败坏党的执政形象，使党失去人民的支持而陷入执政困境。党的十六届
四中全会明确向全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回
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局部执政的狭小
空间拓展到全国执政的广阔天地，就是因为党始终把为全体人民谋幸福作为最高目标，善
用、慎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不为某些人、某些团体而滥用权力。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长
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丧失了政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人民
赋予的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从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苏联一份报纸在1989年
调查民意时发现，85%的民众认为苏联共产党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已不再是无产阶级的
先锋队和人民的代言人。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苏联共产党宣告解散时会出现人民的集体失



语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等政党也是因为把公共权力作为维
护自己小集团特殊利益的“保护伞”，而激起本国人民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使其长期
执政的风光不再，难逃沦为在野党的历史命运。这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铁律
的生动体现，也正是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根
本原因。 

三、权受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
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也可能成为侵害人民利益的“魔戒”。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
建学在铁窗内反思自己犯罪的根源时，坦言官当到他这一级就没人监督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在设计和安排政治制度时，以人人皆无赖原则为出发点，以健全和规范权力运行机制
为核心，强调构建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等为重点内容的民主政治模式，来控制权力对公
民权利的吞噬。中国不能照搬照抄在他国社会土壤中生长成熟的政治体系，但要汲取其体
现人类共同文明和智慧的思想，拿来为我所用。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在牢记“权由民
授”、实践“权为民用”的同时，还要不断强化“权受民督”的意识，自觉把权力的运行
置身于人民可以控制、可以监督的各个环节之中，使权力天然存在的恶性膨胀的势能得以
有效遏止。在党内，一方面要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充分行
使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另一方面，要突出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探索新形
势下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新举措，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失控运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一把手要培育民主意识，弘扬民主作风，鼓励党员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努力营
造领导愿受监督、党员敢于监督的良好氛围。在执政过程中，党要切实转变执政方式，围
绕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等目标理念，通过实行公民听证、专家咨
询、政务公开、畅通信访等措施，扩大政治参与，建设政治文化，使权力的秩序在强大的
公民社会中得以稳定和规范。在社会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使自己
八小时以内和以外的言行都能经得起人民的监督，维护好执政党的先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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