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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晚，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中心学院联合举办的

求智读书会第三次活动在东荣大厦1214学术交流会议室举行。指导教师彭斌老师、读书会部

分成员参与了本次活动。本次读书会讨论的文本是斯蒂文•卢克斯教授的《权力：一种激进

的观点》，讨论的主题涉及到权力的基本概念、权力和利益以及三维权力观的论证等问题。

首先，林世星、杨端程两位同学阐释了卢克斯教授对于权力基本概念的理解，指出权力

讨论的共同核心或基本思想是 A通过某种方式影响 B。同时，他们也阐释了卢克斯对于帕森

斯和阿伦特的权力观的概述。其中，帕森斯“将权力看做是一种在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使

其他单位、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发生改变的特殊机制”；阿伦特则认为，“权力所对应的人

类能力不仅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动的能力”。大家接着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卢克斯

对于权力、强制力、暴力/武力、权威、操纵、影响力等概念所作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彭

老师向大家简要解释了当代西方权力理论流派上的差异，比较了达尔、卢克斯与帕森斯、阿

伦特等思想家和学者在权力理论流派和基本理念上的差异，探讨了卢克斯教授在权力概念分

析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随后，彭老师分析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他指出，在权力的分析与测量研究中，“利益”

是一种可以进行评判的观念，它往往是与人们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人们的偏好。但是，

不能简单地、抽象地将偏好等同于自利，而是应当将偏好视为在不同境况中被再生产出来的。

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在不同的境况中会存在着虚假的偏好、偏好伪装、偏好转移与适应性偏

好等问题，存在着需要判断偏好真实与否的问题。

张世诚与鞠思成两位同学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三维权力观进行了比较：一维权力观

将那种可以明显观察到的权力运用——即，它体现为偏好的冲突——界定为权力研究的中

心；二维权力观补充了权力现象中存在着隐蔽的权力的现象，存在着不决策、议程控制或内

部排斥等方式；三维权力观则注意到权力的多种表现形式，揭示那些可能隐藏着的或者潜伏

着的权力现象。彭老师对上述同学的观点进行了评论,同时对涉及到权力现象的“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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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以及权力与运用、权力与意图等问题进行了解释。

最后，大家共同讨论卢克斯关于第三种维度的权力观的自我证成的问题，简要分析了葛

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对于卢克斯的三维权力观的影响。

彭老师总结了此次活动，对下次活动进行了布置。

（行政学院：滕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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