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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英理论是帕累托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他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精英”和“精英统治”的概念，他对精英的定义，理论基础和

统治方式的深入研究，使其精英理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帕累托也因其开创性贡献成为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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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
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

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少部分人之间的分

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为“精英”。在此基础上，帕累托进

一步将“精英”区分为广义的精英和狭义的精英。
广义的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从而

达到较高层次的冒尖人物，他认为“在每一项人类活动中，对每人的能

力都能打一个类似考试时得的分数。为此，我们将在自己活动领域内

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并称之为＇精英阶级＇(精英)”。
然而，帕累托实际上没有运用这个广义的精英概念，广义的精英概念

只是为了引出狭义的精英概念———统治精英或称为政治精英，即成功者中

执行政治或社会领导职能的一少部分人。帕累托认为，将广义精英概念中

的精英阶级一分为二，“将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

精英阶级的人们区分开来，他们将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

分”，即非统治精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 (1)社会是分等级的──精英

和非精英，即使人民群众内部也分“中、低”两个等级; (2)社会最高层是统

治精英，社会的性质是由“精英，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性质决定的”。

二、精英理论的理论基础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他所认识的

政治现实不是那种理想的、仁义的、和谐的、充满秩序的状态，统治精英

在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时不是以道德为准则的，而是采取暴力和欺骗

的手段。因此社会不仅在经济财富上分配不公，而且在声望、荣誉等精

神财富上也分配不公。他指出，由于实行统治的政治精英的手法不同，

它们可以分为狐狸型(凭借狡诈手段维持其统治) 和狮子型( 凭借暴力

维持其统治) 两种类型的统治循环交替。基于这种政治现实的认识，

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1) 人性是“恶”的，人是靠不住的，一个国

家不应把社会秩序的良性有序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只寄托在几个当政者

身上，不能依靠社会舆论和教育感化来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2)

从“人性恶”出发，国家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实行政治透

明和民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基

于“人性善”的理论认识而更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解决问题，使人们“不

愿”违犯规则，其实是教育家的责任和工作，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建立这

样一种政治体制:即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都“不能”或“不敢”违犯

规则。这正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区别之所在。

三、精英循环理论
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

象，他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

动罢了。在实际的阶级循环中，统治精英总是处于缓慢而又不断的变

革之中，要想将自己培养成为人才、社会精英，就要面对扑面而来的竞

争，这就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高涨的“洪水”，压过其他

的竞争者，同时，也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其他的“浪头”盖过，在上进

的激情中爆发自己，永远不落人后;也要在理智的深海中找回一丝宁

静。其理论的保守性和反民主性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从两个方面上进行描述，一是精英———

精英流动。这一模式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另一模式是社会底层

群众———精英层流动，它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不论是哪一模式。精

英主义都强调流动或循环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统治集团或精英利益的

最大化，而后者之所以更具有民主性实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帕累托试图用精英及精英循环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

的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根据性质不同的两个

标准———一个是 天 赋 能 力 的 自 然 差 别，一 个 是 掌 权 与 否 的 社 会 差

别———进行交互分类，得到一个理论图式(如下图)

在这个图式中，A 类是执政精英，B 类是非执政精英，C 类是执政阶层中

的庸才，D 类是芸芸众生、庸常之辈。箭头指示方向则是精英循环路线。帕

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

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的平均

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

循环，即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以及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

层。没有下行的循环，执政层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败分子，使得执政阶层

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从而不能确保其统治;同样，如果长期堵塞上行循环

的通道，非执政层的能力平均值就要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一旦具有执政能

力的下层精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联起手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

的意义就在于更新上层成员，补充和提高执政阶层所必备的管理能力。帕

累托告诫说，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执政阶层中蜕化分子激增，同时非执

政阶级中的精英不断增长，社会将随之失去平衡和稳定，而征服 或革命将使

新的精英掌权而建立起新的平衡。

四、精英统治的方式
帕累托认为，统治者应同时擅长使用计谋和暴力，即一方面要擅长吸

收下层精英，用阴谋诡计和圆滑的手段进行统治;而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毫无

约束的暴力进行统治。帕累托将统治精英的政府分为两种:(1)“主要使用

物质力量和宗教情感力量或类似力量的政府”;(2)“主要玩弄权术和谋略的

政府”。他认为，在第一种政府类型中的统治精英，第二种剩余物(集合体

的持久性) 同第一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 相比更占优势，因此，“暴政”是

这种政府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种政府的开支并不大，但由于其憎恶新生力

量，又不重视通过精英循环来吸收更具天赋的优秀分子，必然导致统治的中

断和社会的不稳定，此外，这种政府通常蜕化为腐败的军人政府。在第二

种政府中，统治精英的第一种剩余物超过第二种剩余物，权术和谋略是统

治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暴力，此类政府可能蜕化为狡诈的懦

夫政府，并很容易被国内或国外的暴政推翻。
因此，帕累托认为，统治精英要想维持其统治的长久性，必须在社

会统治过程中正确把握第二种剩余物和第一种剩余物的合适的比例，

即擅长使用暴力和计谋的适当组合，只有这样的“混合型”统治方式才

能在社会统治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五、结语
帕累托作为早期精英理论的开创者之一和代表人物，对现代精英

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也被政治学家加以引述和研究。
首先，帕累托开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先例，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视

角;其次，关于社会流动可以将稳定性不平等变为暂时性不平等，从而

构成社会稳定的平衡机制的观点，剔除其特定社会内容，不失为极有借

鉴价值的研究思路。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极端地夸大了统治

精英本身的作用，将政治与社会的互动看成是统治精英对非精英的单

方面统治，这必然导致帕累托对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一切政治制度在

政治进程中的作用的忽视，从而为个人独裁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

容易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这也正是早期精英理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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