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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来源与本质

权力来源于职位和组织

权力是职位赋予的，与担任的职务相

关，是组织运行的基础。

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

权力不仅意味着控制和支配，更是一

种影响力，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和决

策。

权力伴随着责任

拥有权力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必

须对所做出的决策负责。



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
拥有权力才能履行责任，履行责任也需要相应的权力。

滥用权力导致失责
如果滥用权力，就会失去履行责任的能力，导致失责。

责任是权力的约束
权力需要受到责任的制约，以避免滥用和误用。

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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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个人成长

正确使用权力有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能够提升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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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观影响权力使用

个人的价值观会影响对权力的认识和使用，不同的价值观会导

致不同的权力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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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考验个人价值观

权力的诱惑和压力会考验个人的价值观，坚守价值观才能正确

使用权力。

权力与个人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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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用权意味着掌握一定
的资源和决策权，这使得
一些人容易受到权力诱惑，
产生滥用权力的行为。

权力具有诱惑性 腐败的危害 抵制腐败的必要性

滥用权力容易导致腐败，
损害公共利益，破坏社会
公平正义，影响政府形象
和公信力。

官员应时刻保持清醒，增
强自我约束力，抵制权力
诱惑，坚决反对腐败行为。

030201

权力诱惑与腐败



做官用权需要承担决策责任，面
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各种不确定

性因素，决策压力巨大。

决策压力
在决策过程中，官员需要对各种可
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制定
应对策略，以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风险评估

官员应提高自身素质和决策能力，
遵循科学决策的原则，充分考虑各
方利益和意见，促进决策的合理性
和有效性。

科学决策

决策压力与风险



公众监督的作用

公众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
手段，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对
官员进行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和

纠正不当行为。

社会舆论的影响

随着信息传播的迅速发展，社会
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舆

论关注的焦点。

回应舆论的策略

官员应积极回应社会舆论，坦诚
面对公众质疑，及时公开信息，
增强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树立

良好的形象和信誉。

社会舆论与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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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词：公正公平是官员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

要求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所

有相关方。

公正公平原则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官员应加强自身修养，培养公正无私的品质，在

行使权力时始终保持清醒和警觉，避免任何形式

的偏见和歧视。

详细描述：公正公平原则要求官员在处理公共事

务时，不受个人偏见、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当因素

的影响，始终以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为准绳，确

保决策和执行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公正公平原则



总结词：诚信守信是官员行使权力的
基石，要求言行一致、信守承诺，维
护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官员应树立诚信意识，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和行为规范，做到言行一致、表
里如一。

详细描述：诚信守信原则要求官员在
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行
政规章和政策文件，不得擅自改变或
违反先前的承诺和决定。

诚信守信原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政府
形象，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

诚信守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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