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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写过一本《认真对待权利》的名著。
不过，并未见过有专门从法学视角论述“认真对待权力”的专著，似乎权力论大都是哲学、政治学、
社会学的专属领域。
在以往中国的法理学教科书中，权利这一范畴居于重要地位，而权力范畴则付之阙如。
这一现象也见之于欧美的有些法理学著作。
考其根源，可能是来自西方法律体系的私法或民法传统（主要是罗马法传统），这种传统基于权利（
私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从而也成为法律（私法）的核心和法学关注的重点。
可以说，法理学及其基本范畴，大多是从私法、私权利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
权力受到政治学、法学的关注或许是起于启蒙思想家的“权力分立”理论的提出。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好政府，最少管理”原则的隐退，现代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
，市场经济中垄断与竞争的激烈化、复杂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态势，一方面要求政府公权力对经济
及社会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加以全方位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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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的局限，提出了“以公民权利制衡国
家权力”的新命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新的权力制衡模式。
本书所提出的社会权力理论，不仅可以为制衡国家权力、防止权力腐败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为我
国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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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权力主体权力拥有者是国家，就称为国家权力（亦称“公权力”）；是社会组织或某个群体、
或公民个人，就是社会权力（多数属于“社会公共权力”，也有的是“私权力”）。
这两种大多是指公法上的主体。
至于私法主体的权利，英美法系也将它称为权力，如《牛津法律大辞典》有“民法上的权力”这一词
条，其定义是：“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
人有权出卖抵押物⋯⋯通常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
”⑩这里“有权出卖抵押物”就是有支配抵押物的权力，即可解释为权利的确隐含有对人或物的支配
力意蕴。
同样，有的民事权利也有对人的支配力。
如奴隶社会，奴隶主拥有奴隶，是他的权利（财产权）；他又有对奴隶的支配权，这就是一种支配人
的权力。
不过，这是基于将奴隶作为奴隶主的财产或“会说话的动物”，所以也可以说是对物的支配权。
在封建社会，家长（父母）以其亲权（权利）也有对子女的支配权（权力，所谓父母之命）。
另外，监护人的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又可以有权力，如果一个被监护人精神完全失常，监护人就
可以把他关起来，实行一种强制力。
可见，民事主体既是权利主体，也可以是权力主体。
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江平教授因而认为：“权力和权利本身没有绝对的分水岭。
”权力主体一般同时是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
但也有二者分离为两个主体的情况。
这主要是主权在民的国家，其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整体意义上的全民，行使者则是被人民授权的有关
国家机构和国家官员。
前者可称为权力的本源主体，后者可称为派生主体。
由于权力拥有者与行使者主体的分离，就为二者的意志与利益相悖留下了空间，为权力的异化提供了
机会。
（二）权力能力权力能力，同权利能力有某些类似，即也是主体在法律上的资格。
不过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权利能力是任何人生而有之的；而权力能力则不是天生的，而是外在因素
赋予某个人、某个社会共同体或国家机构的。
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国王、皇帝号称“受命于天”，实际上，其统治权力要么是通过改朝换代，夺取政
权；要么通过王朝的世袭制度，得到“先帝”的授权和臣下的拥戴，才能执掌权力。
其各级官吏也是经朝廷任命授权的。
在现代民主国家，其政府首脑和政府机构，则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是人民权利授予的，不是
天生的。
权力能力与权利能力的另一个不同是，后者是人皆有之，而且是人人平等地拥有的（除某些特殊群体
有法定的特权外；但在同一类别的群体中，也是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力能力则只是特定的人和机构
才拥有，而且其“能力”有大小、高低之分，是不平等的（如处于高位阶的权力可以指挥低位阶的权
力）。
就权力本身具有的权能而言，这种权力能力，一是要求有一定的权力资源，二是这种资源足以对相对
人施加影响力、支配力。
权力者之所以有影响、支配他人的能力或能量，在于他拥有必要的物资或精神、文化资源，运用它能
对他人产生物质的或精神的影响，达到权力主体意志所要求达到的目的。
如国家统治机器的权威力，政党意识形态和纲领的精神感召力，社会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力，媒体所
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等等。
这种影响力、支配力或强制力，是权力的基本特性之一，也是权力同权利的一个重要区别。
权力的特征是“能够”，即有能力以自己的“强制力”作为或不作为；权利的特征一般只是“可以”
，即有资格作为或不作为，但遇到阻碍或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通常自身无直接对他人施加强制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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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权利人处境的能力，只能求助于权力以获得行政的或司法的以及社会的救济。
权力并不都是建立在强制力或暴力的基础上，都有侵略性，也有些权力是文明的、软性的。
如“服务行政”、“给付行政”以及“激励行政”，旨在给相对人和全民谋福利，这种权力就不具有
强制性（只对权力者自身有强制性，即不得放弃行使）。
所以，有的学者把权力按其力度分为两类：一种是“硬权力”，即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一种是“软权
力”，即非强制性或强制性较弱的权力。
此外，当代德国思想家、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一种叫做“沟通权力”的概念，即一群人聚在一起进行
理性讨论时所产生的沟通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理性、文明的权力，而非武力、暴力。
当这种权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能在社会上形成公共意志，从而形成法律。
沟通权力就这样通过法律而成为政治权力。
⑩这其实就是社会公众意志、社会舆论所形成的社会权力。
其形成过程一般是没有强制性的；但是，一旦形成社会共同意志（民心、民意、民怨、民愤等等），
就有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支配力和社会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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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国法学界，郭道晖教授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种权利（力）的观念，即除了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外
，还要建立社会权力。
这三类权力（权利）的本质是：私人权利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
是强制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江平郭道晖教授的社会权力论，从独立的视角论述了一组内在相通的多层
面网络理论，像这样具有方向指导意义的实践性很强的论点不断在中国涌现的现实，似乎可以看作是
东亚历史状况正在不可阻挡地持续变革的象征。
　　——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 今井弘道郭道晖教授的这一理论，对于只习惯于讲国家内部权力互相制
衡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启迪，它为我们今天的市民社会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韩国著名法律专家 金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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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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