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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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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变质�权力变质的思想根源在于少数国家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权力观。本文分析了权力扭曲的
表现形式�提出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必须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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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变质“权”的本义是“秤锤”�后来引申为权力。权力是一种
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权力是由组
织系统经过一定程序赋予领导者的一种强制他人服从的政
治力量。也就是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由领导的职位
派生出来的�谁担任一定的职务�谁就能行使响应的权力。
权力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从权力的实施主体看�权
力更多地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

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其实质是权力变质�即利用公共
权力来谋取私利�使公共权力在权钱交易中被非法利益侵
蚀�变成个人或团体谋私的手段�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就是要
解决权力变质的问题�而权力的变质�其思想根源则在于少
数国家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权力观念�从而在运用权力上
出现严重的扭曲�背离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种权力变质
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权力的无限化。我国权力系统内部长期以人治代
替法制�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制度法规以及运转正常的约
束机制。一些人对自己的权力不能正确地定位�出现权力
的自我膨胀。他们经常超越自己的权限�今天干预这个�明
天干预那个�好像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他
们干预司法�干涉政务�困扰党务�一切自己说了算�形成了
老子天下第一的局面。

二是权力的资本化。社会主义权力的终极拥有者人民
群众�由于无能力、无渠道、无章法监控权力受托人�使大权
旁落并变成异己力量。一些人把手中的权力看成向人民向
社会非法索取个人利益的资本。他们利用人事审批、工程
发包、项目管理及其他可乘之机�大搞权钱交易�行贿受贿�
肆无忌惮敛取国家资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他们的
人生哲学�“有权不用�过时作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成克
杰、胡长清及其他腐败分子�就是这种权力资本化的典型。

三是权力的庸俗化。权力的受托人在掌握了一定的权
力之后�改变初衷�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背弃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些人无所作为�唯唯诺诺�
混天度日�只满足于开会坐台�批文发文�迎来送往�却缺乏
创意和干劲�所管的部门和单位长期积习未改�面貌如故。

权力的变质导致的腐败�其危害是巨大的。腐败行为
不仅会损坏正常的公平竞争及自由市场体系�破坏了人们
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法治�而且会损害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最
终导致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经济秩序的混乱。我国著名
学者胡鞍钢经研究认为�我国因腐败而造成的各类经济损
失�平均每年占到 GDP 的13．2％～16．8％。

二、防止腐败�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体现。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问题。为此：1．树立公仆意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类掌权者应
时刻谨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
心里有没有群众�是衡量一个干部的权力观是否正确的重

要标志。权力的拥有者必须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我国最大
多数人谋求切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古人曰：“孝则竭力�忠则尽命”。只有牢固树
立为人民甘当孺子牛的公仆意识�对人民尽忠尽职�才能防
止权力变质�从根本上制止腐败的产生。2．确立服务意识。权力既然是人民授予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就自然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宗旨。各级领
导干部要树立“为公众服务”、“为顾客服务”的基本理念�以
服务统率一切行动�视服务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要淡化“万
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官本位”思想�树立“当官不为
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服务意识；要想人民之所想�急
百姓之所急�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百姓生活排忧解难。3．完善权力道德。权力道德是指在权力运作和行使过
程中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权力道德具有约束权力角色的作用�对
公共道德也有示范和导向的功能。领导干部要以“先天下
忧、后天下乐”的道德情怀勉励自己�以“克己奉公、清正廉
洁”的道德格言训导自己�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
目标鞭策自己�积极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建设。当然�权力道
德的完善�还必须借助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来实现。各级
领导干部应树立强烈的法制观念�在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
的约束下行使权力。我国应加快完善有关公职人员道德法
典�使权力道德的规范有法可依。4．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党的领导干部要作到执政为民�就必须坚持“三个一切�三
个都要”：即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
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
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在实践工作中开拓创新�有所作为�
防止权力的庸俗化腐败倾向。5．增强责任意识。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
重。党的领导干部应摆正权责关系�做到慎重用权。周恩
来曾指出�党员干部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戒慎”就是要
戒备�谨慎；“恐惧”就是要谨小慎微�不松懈、不麻痹、不鲁
莽、不疏忽�既慎言�不说大话、空话、假话�更慎权�恐惧滥
用权力、失职渎职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各级干部要
牢记这些教诲�把权力看成是责任、看成是奉献、看成是重
托�增强责任意识。6．强化自律意识。领导干部手中往往都有一定的权
力。一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和领导干部拉关系、套近乎�通过形形色色的“公关活动”和“糖衣炮弹”�在不知不觉中陷领导干部于泥潭深渊�做出有
损干部形象、有悖干部职业道德的事来�给人民群众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时刻警醒自己�始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讲修养�严
治家�慎交友�防微杜渐�固守防线�以增强拒腐防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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