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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科学权力观 

石宁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248】【字号：大 中 小】 

 

科学权力观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包括：什么是权力以及怎

样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权力、权力从何而来、权力为谁而用、怎样使用权力等问题。 

  一、要理解科学权力观，首先我们应该理解和认识什么是权力。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可能

会说： 权力不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吗；权力不就是用来管人、下命令的吗……其实，这只是权力

被片面了的、物质化了的外在表象。翻开《辞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权力”一词的两个层

次的解释：一层，权力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一层，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我们再打开政治学的

书本，可以看到，所谓权力，就是指一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和支配他人从事即使自身本不愿

意的行为的能力。 

  我认为，权力就像是人类的思想，它是与我们的生命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人有了生命的形

式，而却没有思想，那么他就不会去让自己和他人去做任何事情，生命的存在也就豪无意义。只有

当思想作用于生命体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力量，让自己和他人去做一些事情。权力也是如此，它

是与管理者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管理者获得了一个管理的职位，而却没有权力，这样的管理和管

理者也就只是一种象征了，只是表现了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却没有强制力量。反过来说，没有

管理者也就没有权力。只有当权力与管理相结合的时候，当支配力量与强制力量共同发生作用的时

候，我们才能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和权力的力量。 

  认识和理解了什么是权力之后，接下来就要思考：权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二、对于权力从何而来，古往今来有着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天给的；有的说，是神给的；

有的说，是上帝给的；有的说，是靠我自己的本事获得的等等。但是，仔细剖析这些说法，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对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去说明自己获得这种权力既合理又合法，让那些没有权力的

人不再疑惑、怀疑甚至挑战、夺取自己的权力。 

  就权力本身来说，它也和一切事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过程，权力是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及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它也必然

伴随着它所依附的这种实体形式的发展而发展，它也必将随着人类走向高度文明而导致的阶级和国

家的消亡而消亡。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权力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人们也渐渐揭开了它神

秘的面纱，慢慢也开始摆脱它的魔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

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生产经验、改

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推动着人类社会

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也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人民群众委

托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团结、带领和领导他们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也就是把权力授予这种政治力量。权力在伴随着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程中，终于在1954年我国的第

一部宪法中找到了它真正的起源和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至此，关于权力

从何而来的争论宣告结束。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领导干部的权力等等权力，无一例外，全部来

自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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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权力从何而来，接

下来就应该明白：拥有了权力到底为谁服务呢？ 

  三、其实，在充分认识和理解了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已经是不言而喻

的了。我们打开《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中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党一贯坚持群众

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就是密切

联系群众，当人民把权力授予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 

  领导干部作为代表人民、代表党行使权力的群体，总体上是让党和人民满意和放心的，也是经

过了历史的检验的。但是，现在一小部分领导者，有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念头，把人

民和党赋予其的权力，当成以权谋私的工具。一旦有了权，就用来谋钱，用来压人，用来制人，用

来谋取各种私利，自觉不自觉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严重

地阻碍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谁给予的权力，就向谁负责；权力归谁，就为谁服务。这是最简单的逻辑。那么一定有人要

问，为什么权力到了某些人手中，其“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性质就变了呢？这也许是对权

力的认识不够，也许是立场的不同，也许是利益的驱使，也许就是权力的魔力存在了几千年的原

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权力为私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值得更深入的探讨的，更是发人深省

的。 

  权力为谁服务，不仅在于愿望，还在于现实；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体制；不仅在于表面的感

性认识，更在于深刻的理性认识。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让每一个掌权者都真正的认识

到——权力千变万化，深不可测。既能给人带来快乐，又能使掌权者遗臭万年！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只有服务于人民的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服务于人民的权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权

力；只有在完善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严格保障下运行的权力，才是人民赋予的权力！ 

  四、关于怎样使用权力的问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先后提出《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等重要决定。我认为这一系列重要决定的本

质，就是在于强调党及其领导干部如何在实践中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宗旨。 

  首先，要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去运用权力。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

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一切权力的行使都要以对人民群众

负责为出发点，每一言论、每项政策、每个行动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

族为最高标准。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一个政党及其领导干部，脱离

了人民群众就会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就会一事无成。每一个立志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干

部，必须处理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这是我们使用权力的核心和基本保障！ 

  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权力配置体制。权力的出现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管理。但是，如果权力的

配置失去了科学性，往往会带来权力的过于集中、权力的过于分散等弊端。权力作为一种关系，也

是一种体系。上自国家政权，小到单位、集体，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只有真正地做到科学

的配置权力，才能使它们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权力的过于集中往往会带来贪欲的膨

胀，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定律。权力的过于分散，又会带来多头

管理，大大降低权力的效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决定

已经为我们科学的权力配置体制指明了方向。它要求我们使权力的运用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

础之上，对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

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人民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权力滥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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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睡眠权力”的惩罚制度；健全纠错机制；防止领导干部手中

的权力被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利用；实行和完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等各种制度。把

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起来，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杜绝一切漏洞。 

  第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此增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有效行

使管理权力的权力。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带头维护

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

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拓宽和健全监

督渠道，把权力的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依法对其实行质询制、

问责制、罢免制。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促使各级纪律

检查机关积极行使纪律检查权，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体制。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充分保证人民能够有效行使管理权力的权力。 

  总而言之，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和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在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都要

树立与人民要求相一致的科学权力观，使我们手中的权力永不变质！ 

  （作者系中央党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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