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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两个主体间的服从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对

于任何社会形态，权威都是维护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对权威思想有过

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权威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威，社会就无

法组织生产，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发展。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对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进行研究，对于坚

决贯彻“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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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ority as a special social relationship is expressed as a relationship of obedience between two 
subjects, which necessarily arises from people’s social practice. For any social formation, authority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necessary link in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 Marx and Engels have con-
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dea of authority, and they believe that authority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without which society cannot organize production and human society cannot develop. Studying 
Marx and Engels’ authoritative view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solutely implementing the “two safeguards”, enhancing the “four conscious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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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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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权威”的范畴 

权威范畴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个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一个主体身

上并使之服从，即一个主体在意志层面服从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权威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

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权威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

个无限的历史性的展开过程，因而权威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即使在原始社会也有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依次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时，权威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也就更复杂、更高级、更具体，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权威的论述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社会性权威、政治性权威。社会性权威从

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国家或社会组织在管理生产要素时支配他人的能力。政治性权威可以分为强制性权

威和自愿服从的权威，强制性的权威比如国家运用暴力来迫使他人服从，自愿服从的权威比如出于革命

的需要，组织成员自愿服从组织的权威。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权威一般表现的很具体，整个社会的权威方式是通过强制力量完成的，使一

方绝对服从于另一方，比如强迫、权力、暴力来实现意志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表现的方式就比较

复杂了，除了强迫、权力等具体的方式外，还有“资本权威”，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夺

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社会主义的权威主要表现为非强制型的、自愿

服从型、被迫型的方式，这是基于社会成员对权威的认可，基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

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基于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哲学的高度看，对权威的价值认同就是对

于客观规律性的认同，就是对于所认识与掌握的真理的服从。社会主义范围内所形成的权威价值认同，

就是全面的、广泛的、和谐的权威价值认同，非强制性、主动性、积极性是其主要的特点[1]。 

2.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的实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

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权威作为人类社会生

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必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经济关系的反映。对权威

本质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一定的社会实践上。因此，只有从人类自己的社会生活出

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权威的实践论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权威这种社会现象。 
以实践论的观点去看待权威，我们就会懂得，权威是在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因此，权威自身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它不是静止而是发展的。不过变动的也只是权威的形式，而

不是它的本质。就它的本质而言，它是稳定的。权威的本质即作为表现为两个主体间的服从关系。 
马克思对雇佣劳动曾作了精深的研究，最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他关于雇佣劳动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25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帆 
 

 

DOI: 10.12677/acpp.2022.116258 1517 哲学进展 
 

权威的说明可谓是一语中的。“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

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

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3]雇佣工人被迫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就是资本家的

权威。工人对资本家的服从既有强制性的服从，而更多是一种被迫性、非强制性的服从。在资本主义社

会，工人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是因为工人失去了一切财物而变得自由，“自由得一无所有”，

自由的只剩下自己的劳动力。工人如果不服从资本家的管理，不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他就无法维持自

己的生存。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机制具有强制性，它将所有人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之中，

并且强迫进入这个机制的每一个人服从它们的规则，也可以说送是私有制的强制。它们可以把任何不愿

服从这个机制的人驱逐出去。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金钱，资本在这里得到利润。这套机制是资本主义社

会得以运转的基本机制。 
恩格斯特别深入地考察了权威范畴以及人与人的这种服从关系问题。为了批判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国际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巴枯宁主义，恩格斯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写了一系列著作和书信，

彻底批驳了巴枯宁主义的种种谬论，阐述了科学的权威观，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对权威

的研究，核心观点最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论权威》中。“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

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4]“革命就是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

自己的意志。”[5]“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6]在这里恩格斯说

明了，我们不能接受绝对的权威，也不能接受绝对的服从，我们接受的权威和服从必须随着社会发展阶

段的变化而变化。 
恩格斯在致卡·特尔察吉和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强调了权威的重要性，革命的权威必须以武力为基

础，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没有形成有权威的领导集体，

一个组织没有领导集体就是一盘散沙。一个缺乏理论权威意识的组织，是不会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

自由意志的泛滥只会降低组织的功能，组织本身就是权威的产物。无论组织是少数人控制，还是一个人

控制，但必须得有权威控制。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服从的权威就是一句空话。

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这个说明是相当准确的，对于我们理解权威及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权威关系本质上讲就是意志间的服从。支撑这种服从的并不是纯粹主观的心理作用，而是社会的物

质利益。严格来讲，没有一定的物质利益驱动，就没有这种服从关系。恩格斯说：“没有一个作出最后

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

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7]社会生活的一切需要都必须通过权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

在对生产和生活进行一定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增长必须有一定的权威的支持，没

有权威的支持，劳动力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生产。马克思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

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8]没有乐队指挥，

乐队又怎么奏乐。 
自然，遵守权威可能有益于社会发展，也可能不益于社会发展，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如果处在

一个存在争端或群体共处的社会中，人们总是需要协调矛盾的机制，这个时候必须有权威来对人们进行

管理或者协调。虽然此时的权威可能不是最完善的，但是是最有可能让人遵从的，因为它是为了维护系

统的稳定。而当权威阻碍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不益于社会的发展，这种权威形式将被迫退出历史

舞台，而被新的权威形式替代。这种新的权威形式，将会更加高效的组织人类社会，维护系统的稳定。 
在任何社会形态、任何组织下，都会存在一定的权威，而不会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对人类进行组织，

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就难以管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本质来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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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承担着组织、协调人类社会的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发展时，权威就体现出它的意义。

在原始社会，人类想要在和各种动物的竞争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产生权威。一

个部落的生存，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对其进行组织、生产、分配。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流变，与它的管理方式不可分割，而管理方式就是权威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政

治和社会管理的发达与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必须以一定的权威作为保障。

人类的社会越是发达，社会越是错综复杂，管理难度愈是增加，权威的组织形式越是先进。尤其是现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卫生、艺术、交通等各个领域盘根错节的复杂

交织，向社会的管理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权威的服从方式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形式已经有了很

多方面的改变，相比“人化的强制”人们更愿意接受“非人化的强制”。比如，在今天这个生产发达的

社会中，人们更愿意服从于制度、机器。现代化大生产工人的工作量很大，工人在工作中，更愿意接受

“非人化的强制”——工厂的规定、自动化的流水线。权威发展到今天，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人化权威，

没有这种人化权威的协调机制，每个人的利益就很难保障。在现代社会，“人化的权威”和“非人化的

权威”结合起来，对人的管理的效力将大大提高，这两种只有在它们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后，经过时间

的沉淀形成传统，才会成为潜移默化的力量。 
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会更高、更发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更先进，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强大。

但发达的社会意味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物的关系，只会比今天更复

杂。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继续进行生产，就必然有权威。所以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权威也会继续

存在，不过是换一种形式存在。 

3.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的当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权威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权威建设问题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是否需要“权威”，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观给出了科学的回答。权威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不同类型的权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或是积极或是消极。恩格斯指出资本

主义社会必须需要权威才能使社会运行起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

活动。”[9]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权威理解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就肯定了权威贯

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普遍性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也需要权威，不过需要的

权威类型不同。革命时期更需要强制性权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的是需要自愿服从性权威。邓小平

同志曾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

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

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0]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有权威，不仅要有

自愿服从性权威，也要有强制性权威做保障。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明确要求：“被就收入盟地人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

[11]恩格斯在 1872 年致库诺的信中强调：“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

[12]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 1850 年在欧洲革命中出现的组织涣散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强调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正如 1793 年

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13]针对第一国际时期以巴枯

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声称必须取消工人运动中的中央权威、实行各支部自治的主张，恩格斯写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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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一文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废除权威的错误观点，深刻论证了权威的实质和重要意义。 
再次，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继续坚持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于坚决贯彻“两个维护”，增

强“四个意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中央代表着全党的利益，党的各级组织和

全体党员都处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

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5]党的执

政地位，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关键在党。只有党中央有权威，党才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党才能集中力量

办大事。党中央没有权威，没有集中的统一领导，怎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共产党是今天已经拥有党员 9700 多万，基层党组织近 500 多万，如果离开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就会各行其是，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就难以完

善执行，党的各项事业就难以推进。这样庞大的组织必须有一定的权威领导，而这个权威就是党中央权

威。因为“政党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的强弱在于其成员思想和行动的协同性”[16]，没有党中央权威

的领导，组织就无法协同，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5]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才能顺利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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