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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8_BF_B0_E

8_81_8C_E6_8A_A5_E5_c25_20433.htm 法定社会组织的机关和

部门的负责人一般要对权力机关如上级机关部门或者代表大

会、董事会等作述职报告，这是推动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因

素，对于促进和监督社会组织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述

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报告是向上级机

关陈述事项的上行文，属于行政公文中议案、报告和请示三

个上行文之一。《国家行政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报告适用

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多用于提交大会进行讨论，如各级政

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报告

虽然是代表法定社会组织及其部门的，却是在报告人自身负

有全责的情况下运转工作的，实质上就是述职报告。可以看

出，述职报告是社会组织机关和部门的负责人向上级管理机

关陈述自己某一阶段工作情况，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

律，以指导未来实践的履行职务情况的口头报告。作为综合

性较强的公文，属于报告的一种，又与总结和讲话稿相似。 

一、述职报告的特点 (一)个人性。述职报告对自身所负责的

组织或者部门在某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全面的回顾，按照法规

在一定时间（立法会议或者上级开会期间和工作任期之后）

进行，要从工作实践中去总结成绩和经验，找出不足与教训

，从而对过去的工作做出正确的结论。与一般报告不一样的

是，述职报告特别强调个人性。个人对工作负有职责。自己

亲身经历或者督查的材料必须真实。这就要在写作上更多地



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还要据实议事，运用画龙点睛式的议

论，提出主题，写明层义。讲究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主

要的，议论是必要的。在写法上，以叙述说明为主。叙述不

是详叙，是概叙；说明要平实准确，不能旁征博引。 (二)规

律性。述职报告要写事实，但不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简单

地罗列在一起。它必须对搜集来的事实、数据、材料等进行

认真的归类、整理、分析、研究。通过这一过程，从中找出

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得出公正的评价议论，即主题和层

义以及众多小观点（包括了经验和规律的思想认识）。议论

不是逻辑论证式，而是论断式，因为自身情况就是事实论据

。如果不能把感性的事实上升到理性的规律性的高度，就不

可能作为未来行动的向导。当然，述职报告中规律性的认识

，是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实践理性很强，也就不需要很高的

思辩性。不管怎样，述职报告是否具有理论性、规律性是衡

量一篇述职报告好坏的重要标志。述职报告的目的在于总结

经验教训，使未来的工作能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有所提高，因此述职报告对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总是具有一定的继承

性与创新性。而继承性，就是要继承以前工作中的一些好的

方面，去掉不好的方面，然后加以创新，工作才会有进步，

完全抛离过去的工作创新是不可能的。策略性也是规律性的

一个方面。策略即今后工作计划，是述职报告的重点内容。 (

三)通俗性。面对会议听众，要尽可能让个性不同、情况各异

的与会代表全部听懂，这就决定了讲话稿必须具有通俗性。

对于与会者来说，内容应当是通俗易懂的。即使是专业性、

学术性很强的内容，也要尽可能明晰准确，以与会者理解为



标准。形式更是通俗的。结构是格式化的。语言则是口语化

的。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文章，更不同于一般的公文，最明显

的一点是语言的口语化。一般的科学文章，主要诉诸人们的

视觉，要让读者理解，语言就要概括精练，甚至讲究专业性

。而一般公文尤其是行政公文，语言更是规范的，有的格式

用语甚至是特定的，最重视的是准确、明晰、简练和。相反

，讲话稿的语言则由讲话的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必须口语化

。由于讲话是声入心通的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活动，需要更加

适应人们的接受心理，拉近讲话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这就

特别讲究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 (四)艺术性。述职报告的

艺术性是魅力所在，直接影响着整个报告这一艺术生命体。

这样，写作述职报告必然联系整体的讲话活动特点来进行。

“述职报告”一词，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待：“述职”，是

主体的实质性道理。“报告”，是呈现表像而又整体的艺术

生命体。报告者要两者并重。写作述职报告，最好从上述总

的认识出发。 通俗性和艺术性，一般表现在口语化、感情化

、个性化的语言上。写述职报告时要变文字为有声语言：1.

语言生活化、口语化、大众化。2.多用短句子，注意长短交

叉合理，随物（公务和感情）赋形。3.慎用文语（古语和欧

化语），作点缀之用。4.少用单音词。5.避免同音不同义或易

混淆的词语。6.不随便用简略语。7.还可以适当增加语气词如

“吧”、“吗”之类。8.为了方便聆听，有些标点符号还要

用文字代替，如顿号改为“和”，破折号改为“是”，引号

表示否定时加“所谓”，括号补充另用文字说明等。 二、 述

职报告的主题 述职报告这种带有艺术性的论说文，正如所有

科学文章如议论文、说明文一样，一定要明确树立一个鲜明



的主题，即一个判断句，还要在报告中反复突出。提取对现

实公务的认识，一定要从客观上考虑报告对象所关心的问题

，针对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要适应受众的心理需要，使之

产生亲切感、参与感和冲击力。主题一般是明晰的，但是，

比起一般的事务性公文写作来说主题要集中、新颖、深刻得

多。主题要概括全文内容即对社会组织公务情况的深刻认识

及办事意向。工作的“主张”、目标，在报告中就是“主题

”。确定主题，这是写作首要而且最为重要的工作。要总结

出一个集中议论的句子即主题句口号、标语、广告语，深入

人心，作为标题并贯穿全文、反复突出，还要符合记忆规律

（7个字左右），最好让听众口耳相传。 1．主题的本质：抽

象性观念认识，不是感受，是抽象的成果。清清楚楚。是逻

辑判断。正确的主题认识应是从它的本质属性出发的。主题

的本质属性是抽象性，也就是说，它是对于事物的一个中心

认识判断。 主题的抽象性更表现在它的具体表达形式是一个

逻辑判断句。正如古人所说，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

警策”，“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正确的主题

写法是一个有主语（可以省略）、谓语和宾语（也可以单独

省略）的判断句。如文艺性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

就是一句话“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2．主题句的层次：

正如灵魂的高低决定着人的水平一样，主题句的高低也决定

着全文的水平，也就是说主题句具有层次性。作者一定要充

分发挥主观性，让主题句达到更高的层次。我们不谈作者自

身修养的提高问题，仅就主题句本身的提炼简要地谈一谈。

主题可以有五个层次。 (1)客观特色层次。主题句最基本的层

次应该是客观层次，即主题句准确反映了演讲稿中心内容 的



本质真实和客观特色。如：“建设经济效益高的⋯⋯” (2)时

代特色层次。时代特色中最突出的是科学技术。这种主题句

是具有科学技术新颖性和先进性的认识。 如：“建设信息时

代的⋯⋯” (3)文化色彩层次。这就要求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

的提高。如：“建设小康（大同）的⋯⋯” (4)哲理意味层次

。 哲理简单地说就是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理趣。如：“建

设世界性的、永久性的⋯⋯” (5)审美生命层次。黑格尔认为

美学是哲学的高度发展，而哲学又是人类所有认识的精华。

所谓美，其实就是促发人们积极意义的高级生命及其自由创

造的本质。据此，笔者以为，主题句最高的层次应该是审美

的生命认识。如：“建设全新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语）

的⋯⋯” 3．主题句的表达：当然主题存在着具体的复杂情

况，特别是因文体而异，但是都应用一句话来准确表达。在

教学文体议论文、说明文和记叙文以及应用文中，主题不论

是称为中心论点、中心思想还是称为主旨，都应是一句简单

的话。主题句的位置： 标题 较多主题句。或者正题是主题，

而副题则是“在某会议上的报告”。 开头 一般要在段尾写出

主题句。 中间 主要采用分析法分出二三层来，说明主题为什

么（主张）和怎么样（措施），行文中兼用其它论证方法如

列举事实的例证法。在中间部分的靠后处突出主题句。 结论 

重申主题句，可以在字句上变化，或更深入一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