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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给曼戴尔·格雷夫顿主教(Bishop Mandell
Greighton)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权力倾向于腐败，并且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一百多年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广为流传，为许多人所接受，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命题，常常
为许多学者在其相关研究中加以引用。
本书也不例外，也认同阿克顿勋爵对权力性质的这种认知理念，并以此作为讨论权力制约与监督问题
的一个前提。
很显然，这也是逻辑上的一种必然，即，如果权力不倾向于腐败，那讨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问题也就
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在态度上又是武断的。
因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权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倾向于腐败?特别是，既然它倾向于
腐败，那文明社会为什么不将其铲除、而要留下这个祸根呢?
很显然，这才是本源性的问题。
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在理论上弄清权力倾向于腐败的基因，进而更理性、更清楚、更自觉地对
待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
否则，只讲权力倾向于腐败，而不讲其所以然，那就只能是持这种观点人的一种自我感受，最多也只
能是他们自己观察到的一种社会事实。
特别是，虽然这种感受和事实会不同程度地得到许多人，乃至很多人的正面响应，但如果没有理论上
的说服力，就很难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或对权力的偏见和妒忌一一
说得刻薄点，没吃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没有领导魅力的人，得不到掌权的机会，就说权力是一种
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权力论>>

作者简介

魏宏，陕西师范大学理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两北大学哲学系任教多年，现为国家
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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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是：《法律的社会学分析》；代表性论文有：《对宪法性质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分权体制》、《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研究》(摘要)、《关于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的法理解读》、《为生殖性克隆人的正当性辩护》、《法律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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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监督与制约两词的概念如何变化，在哪些方面有交叉、有重合，
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毕竟改变不了监督和制约概念分别所具有的“观察”和“束缚”这两个不
同的核心特征。
换言之，尽管监督与制约都是规范权力运行的，但监督与制约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观察”的特征决定了监督的主体无论是上级、专门的机关、各种
媒体或者普通百姓，它总是一种主体的行为；而不像制约那样，其“束缚”的特征预示着，它的关注
点不在一种主体的行为，而在一种机制的功能，即法律的规定、程序的约束和权力之间的制衡。
二是作为一种主体的“观察”行为，监督具有单向性的特征，即监督行为是从监督者指向被监督者的
；不像制约那样，作为一种机制的功能，是将一项公务活动分成几个部分，前面的部分不完成，后面
的部分就没法做；后面的部分不去做，前面的部分即使做了也是徒劳的。
因而，制约至少是双向的。
三是法律上的监督，作为监督主体的一种责任，监督者必须主动去履行，否则就可能构成渎职；而不
像制约那样，作为一种机制的功能，是不同的主体之间按照法定的程序按部就班进行的，不见得一定
具有法律责任上的主动性。
四是监督的主动性意味着，监督者必须对被监督者的行为高度警觉，以便及时阻止正在进行的违法、
违规和显失正当性的行为，或者及时发现已经存在的违法、违规和显失正当性的行为，以便及时予以
纠正；而制约的被动性则意味着，处在制约机制中的任意一个主体在法律责任上并不被要求去关心另
一个主体正在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而只被要求去关心到自己这个环节之后该怎么去做好。
五是监督之所以意味着必须对被监督者的行为高度警觉，是因为被监督者的行为在正式做出之后，是
即刻就发生法律效力的，是直接影响国家、社会或者人民利益的；而制约则不同，其机制设计本身就
意味着处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主体的独立行为都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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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论;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研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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