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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观，是指人们对权力的总的看法，包括对权力的来源、

掌握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等

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集中体现，权力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施

政行为，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指出：“对领

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

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权力观

、地位观和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

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 对于权

力从何而来，古往今来有着各种说法。中世纪欧洲封建主认

为权力来自神的赐予，封建贵族代表神和上帝统治人民；中

国封建君主也推崇君权神授，认为皇帝是“天之骄子”，是

人民群众天然的主宰；资产阶级信奉金钱权力观，认为资本

和金钱具有无穷的“魔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来自于人

民，植根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本源，是权力的所有者。可

以说，是否认为权力来自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一切

剥削阶级权力观的分水岭。毛泽东指出：“为什么权力是人

民赋予的？首先在于人民群众既是共产党打天下的阶级基础

和社会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基础和依靠力量，离开

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赖，共产党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就

不能执政掌权；其次在于领导干部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代表人民群众执政掌权

，”他一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国宪法明确

指出，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

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既然权力是人民群众给

予的，那么行使权力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真心真意为人民谋利益。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

黎公社经验时就指出：经过普选的公职人员“应当为组织在

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作出了“领导者必须是人民的公仆”

的论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

结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邓小

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论

断，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利益标准”，并把该标准具体化为

“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

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在新形势下，江泽民也指出

：“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总结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

，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

展观的提出，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保证社会

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战略。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新

的矛盾和问题。诸如：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别呈现扩大趋势；资源耗

损，环境恶化等。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也促使人们对发

展进行新的思考，即不仅要把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不动摇，而且必须进一步明确：发展的主体是谁、

依靠谁来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为了谁、发展

成果归于谁（这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衡量发展成败的

标准是什么？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为了明确回答这些基本原

则问题。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

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无疑也是

对掌权为什么、如何掌好权、怎样用好权的最好诠释和回答

。 主张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立

场。只有正确理解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质，才

能在实践中自觉坚持“权力来自人民”“行使权力为人民”

的权力观。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正确高效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东

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世界上一些老牌政党的下台，原因

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干部的权力观发

生了扭曲，党的权力行使与群众的意愿相违背，党的利益与

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使这些党逐渐脱离群众，失去感召

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经受不住执政的

考验，丧失了理想信念，权力观出了偏差。他们认为权力是

个人奋斗得来的、是上级领导给予的，将其私有化、商品化

、庸俗化，用以谋私谋利，走上了危害人民的歧途。毫无疑



问，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正确的权力观，也就丧失了共产党

人的基本立场。权力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大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江泽

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努力

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要作为党的一项

长期的重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

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

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这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丧失

执政地位后对权力问题进行的反思，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首要的问题就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胡锦涛总

书记指出：“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

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武

装头脑，坚持以人为本，明确权力来自人民，执政为了人民

。要始终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权力是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因此，在

办事情、作决策、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心中要时刻想着人民

群众，要把群众的衣食住行、冷暖安危挂在心上，一切从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依法行

事，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不断进行制

度创新。首先，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实际情况表明，那些以权谋私

的领导干部大多是一些人格缺损、品行不端的人。而那些把

权力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人格健全

、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切实提高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能力，塑造良好的道

德人格，对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行使好手中权力是非常重

要的。领导干部一言一行都关乎党的形象、党的威信，因此

要时时处处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要对党的事业充满信

心，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刚正不

阿的人格和明辨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确保公正行使权力、

有效行使权力，真正使权力为人民谋利造福。其次，树立正

确的权力观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我

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通过改革，建立起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营造一个

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良好氛围，防止和纠正用人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同时，进

一步加强和健全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真正从体

制和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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