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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过20年的历史，但依靠广大的秘书工作者与秘书理论、

教学界的共同努力，现已攀登上了四个高峰。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 第一，明确了秘书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称秘书

工作的宗旨“三服务”。 这对于学科建设是十分重要的。秘

书是干什么的?秘书学应该研究什么?都与之关系密切。这个

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争鸣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秘书工作政治

性很强，秘书学也不可能是抽象地研究所谓的“秘书活动”

的学问。所以，研究秘书工作的宗旨，是学科建设必须攀登

的一个高峰。 这个问题是由1 985年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座谈会解决的。会议主要文件《充分发挥办公厅的参谋

、助手作用》中指出：“中央办公厅的指导思想是围绕党的

总目标，做好‘三服务’，即为中央服务，为各部门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服务，为人民服务。”经过多年的实践与

探讨后，在1994年底召开的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

谈会文件中，明确规范提出“‘三服务’”，即为本级党委

服务，为各部门和各地区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三服务

’主要表现形式是为党委领导工作服务，其实质则是为人民

服务。”也有把“三服务”提为秘书工作的宗旨或总宗旨的

，意思是一样的。有关文件还指出，“三服务”也是各级办

公厅(室)经过多年实践形成的“共同财富”，继续沿着这条

路子走下去，就能正确发挥办公厅(室)的作用。 关于“三服

务”，理论界普遍赞成，部分理论界人士还把它扩大用之于



民间秘书，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吏条件下，民

间秘书(包括私人秘书)应该说也是适用“三服务”指导思想

的。 “三服务”既是秘书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带规律

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致，对于秘书学的建

设意义重大。 第二，秘书的概念与逻辑定义，初步取得官方

的认可。 这个问题，笔者曾称之为秘书学理论的“起点”与

“珠峰”(《秘书学理论的起点与珠峰简述秘书的定义问题》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秘书工作文萃》)。

简言之，理论界对秘书的定义很多，可以说100个人可能前后

有120种定义，这在秘书学的兴起或“前学科”阶段，是正常

、兴旺的现象。但是如果对于什么是秘书，谁是秘书始终分

歧很大，秘书学的建设就很难发展前进。在现实中就可能产

生两种倾向，或者把机关公务员几乎都归入广义秘书的范围

，或者把秘书仅仅局限在“秀才”、“笔杆子”的范围内。

在今天，还会出现大量的假货，例如驾驶秘书、保镖秘书、

武打秘书、小蜜秘书，甚至三陪秘书等，不是出现在某些小

报上了吗?秘书的形象如何树立?这显然并不纯属学术争鸣，

编教材、搞职业培训，总不能连什么是秘书都老是说不清吧! 

令人欣喜的是，1997年12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标

准》第1页第1条，给秘书下了一个定义(本文把它称为概念，

以同后面的广义的逻辑定义相区别)如下： 秘书：“专门从事

办公室程序性工作、协助领导处理政务及日常事务并为领导

决策及其实施服务的人员。”后面说明适用范围：“本标准

适用于在机关、团体、企事业、涉外机构等组织中，从事秘

书工作的人员，也适用于有志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 在同

时由劳动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秘书



工作概要》教材中，对广义的秘书的逻辑定义如下： “位居

领导人身边或领导机构中枢，从事办公室事务，办理文书，

联系各方。保证领导工作正常运转，直接为领导工作服务并

为各方面服务的事务与信息助手”。 这是首次由国家的领导

机关给秘书作出的定义。这也是充分吸取了理论界的各家之

长。理论界也好、《辞海》、《辞源》也好，尽管各说不一

。多数意思倒也并无很大的差别，说到底秘书总不外乎是领

导的助手之一。当然，劳动部的定义也不一定尽善尽美，还

会学术争鸣下去，以求更准确的说法，按照辩证法，概念与

定义也是要发展的。但它暂时阶段性地划了一个句号，因为

秘书培训与就业不能老等理论界无限期的争论下去，社会需

要一个定义，并先按此开展工作。教育部1998年8月在首都召

开的会上，决定统编全国秘书专业自考专科与本科教材，希

望采用同一概念与逻辑定义。这样，既攀登一个理论高峰，

又有利于下个世纪继续争鸣，向珠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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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