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权力释义 

作者:  更新时间:2005-10-10 8:56:22  来源:中国政治学网  点击率:989

   “锤谓之权”。 
－－《文雅·释器》 
    权，然后之轻重。 
－－《孟子·梁惠王上》

     权力是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 
－－张循理著：《利益论九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权力，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并且可以延伸的支配力量。 
－－时运生：《论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第4页。 

      权力是社会所承认的迫使人们不得不服从的力量。 
－－孙英：《权力义务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32页。 

      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 
－－林喆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不论古代权力，还是近现代权力，从发生意义上讲，均是单个主体无法抗拒强大的自然力量和
社会力量对自身利益的破坏时对集团力量的寄托和借助。 
－－谢晖著：《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
支配力量。 
－－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权力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机关所有之财富（财产）的法律存在形式。 
－－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页。 

      权力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凭直觉去理解，很少有严格定义的词。 
－－[英]罗德·里克·马丁著：《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0页。 

    “权力”一词一直被用来指拥有以强力或以说服来获得特定目的的能力，指进行特定行为的法律权
限，指立法、行政、司法的“职能”，指政府机构或部门，或者指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 
－－[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影响力或权力是A影响B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行为或倾向的能力。 
－－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 
－－[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防止他自己的行
为按照一种他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 
－－彼德·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135页。 
  
      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 
－－[英]罗素著：《权力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权力是在个人或集团的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利益或价值冲突的形势下执行强制性的控制。 
－－巴克：《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 

     权力永远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第32页。 

    “权力”即指“改造能力”，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
来改变它们。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
页。 

    权力指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 
－－[美]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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