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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大利米兰市的一家小型清洁公司的老板马尼为获得打扫市立养老院的合同，被迫向管理该院的社会
党政客基耶萨支付了10％的回扣。
当愤愤不平的马尼向米兰警方提出控告时，无论是他，还是受理此案的执法官迪彼得罗，都不曾料到
这一回扣案件会引发一场暗号为“MP”的波及全国的反腐败的廉洁行动，更不曾估计到由这场高潮
不断迭起的丑闻所引发的政治地震，最终导致了意大利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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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喆，女，上海市人，1998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1995年参加“第31届国际法社
会学大会”（日本东京），2003年在加拿大UBC作访问学者，并在德国（2004）、朝鲜（2006）、西
班牙（2007）、意大利（2008）等国考察或学习培训。
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政治学专业人权理论方向、法学基本理论专业法文化学方向博士
生导师。
另外，担任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政治学、法学）评估专家，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学术
委员会主任，基础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

独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权利的法哲学》，《法律思维学导论》；主著：《腐败犯罪学研
究》，《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建设》，《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当代中国人权保障法律
制度研究》等，另发表论文／文章近3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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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权力的本质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一种是原始的，
另一种是获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权力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权力现象并不只是呈现于政治领域，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
权力的王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在人与人的交往和社会组织的运行中，都有权力的身影，它为
和谐或冲突的形成，制造、提供着不同质地的润滑剂⋯⋯本章探讨权力的本质，涉及权力的特点、渊
源及其三种形式。
1-1权力——一种泛化的文化现象曾有学者将权力的概念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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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将权力现象局限于政治领域，以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权力涵盖一切权力，乃是一种流行已久的观
点。
然而，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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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的第一个特征是：权力现象的发生以人和意志的存在为其前提，它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中。
动物界也有与人类相似的表达个体威严和力量的情景，如占林为王或占山为王的猿猴和猛虎的发威，
但是它与人所特有的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所生的能力不同，因而不能称为权力，而只是一种威慑力。
权力的主体是人，但是这一主体不一定就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它常以个体的对应物（如群体或国家
）的形式存在。
抽象的群体或国家权力通过某种物载体（组织机构）的复杂的运作过程具体化，具体的权力现象则通
过操作主体的不同类别及其行为方式而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
权力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由此展开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然而，权力本身不是一种关系；同时它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政治生活的管理关系之中。
权力是一种泛化了的文化现象。
它几乎无处不在，凡是存在着优劣之对比，命令和服从的对应，崇拜、敬畏、依赖、恐惧等情感之处
，都能发现权力的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曾对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权力
现象作过较细致的分析。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提供满足他人需要的服务，.并与他人所支配的任何服务无关，那么他便拥有了
对他们的权力。
在上下级、长幼、朋友、同事等关系中都有权力的存在。
他发现，权力甚至存在于相恋者之间：在爱情关系中，恋人们总是处于互相表达或不表达感情的压力
之下；其中陷得较浅的一方往往处于有利的位置上，而陷得较深的一方居于明显的劣势，由于他（或
她）对维持两人关系过于关心或投入，使得自己对恋人产生了一种依赖或更多的责任，从而给予了陷
得较浅的一方以利用自己情感的力量。
在这种感情不对等的关系中，陷得较深一方的较大的责任感所招致的只能是对方权力的扩张。
剥削性的利用的加强在最初可能激起一种陷人圈套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较多卷入者的挫折感的
一再重复将促使他终止这种关系。
因此，“只有当两个人对于彼此的感情和责任以大致相同的速度扩大时，他们才会相互加强他们的爱
情”。
①权力的第二个特征是：权力是主体的一种外在型能力，它无法以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在人的机体内
积淀下来转化为类的一种机能而世代遗传。
R.H.陶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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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
①这种能力是人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借助的一种手段，它的实现常常需要外部力量（知识、财富和
暴力等）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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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资源的稀有及其分配上的不平等，增加了权力实现的难度，使得权力的真实存在成为验证主体身
份、社会地位及其实力的标志。
这一理解与托夫勒的观点有所区别。
托夫勒曾把权力视为一种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力量，由暴力、财富和知识构成。
②事实上，这三者并不是权力的内在要素，而是权力产生的基础和借以实现的外部力量。
权力的产生既可以是有目的的行为结果，也可能是由无意识的或非目的性的行为所造成的。
权力渊源于人类先天所具有的一种生存意识，或将对象秩序化的要求。
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总是竭力凭借现实感性的客观对象来表现自己的
生命力和本质，并力图控制这些对象，使之按照自己的需要构成有序的生存空间。
主体有目的地支配对象的活动“制造”出种种权力现象。
无意识的权力现象更多地渊源于自然物的特性。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容貌、气质、性情、品行、文化修养等常常可能在他与他人的交往中造成一种
权力关系：较不优越的一方往往因无形的压力而不自觉地顺从优越的一方，赋予后者以支配他的权力
。
这种关系的形成一般是不自觉的，我们可以在周围诸多的群体或亚群体中发现这一点。
当那些出类拔萃者鹤立鸡群似地成为天然的群众领袖时，他们的权力所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恰恰是
由那些崇拜者或追随者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和辛勤耕耘所造就的。
就暴力和知识而言，是文化的两个极端，它们都可能产生权力，但并不必然产生权力。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暴力使用的结果倘若没有引起暴力对象的服从，那么，暴力便只是暴力，而不是
权力。
至于知识，在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其作用更为有限，在一个崇尚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社会中，谁拥
有知识，谁就拥有了优先发展或支配他人的权力；但是在一个被商业价值观所充塞的社会中，知识并
不必然导致权力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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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唯有经历过长长的等待——如果几年的时间可以称为‘长长的’话，事实上任何过程，哪怕是瞬间
，在心灵感应的旅程中也会生发出‘漫长’之觉——且处于焦虑之中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当本书的责
任编辑，法律出版社的杨克女士从京城传来‘书已发排’的消息时，电话这头的我，该是怎样的百感
交集。
正如始终关注着这本书出版的我的父亲所言：‘仅出版过程就又可以写一本书了。
’”1997年版的《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后记的一开始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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