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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8_81_8C_E4_c39_450659.htm 秘书工作在我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秘书事业呈现喜人的发

展势头，秘书职业群体已是数量庞大的队伍。1999年，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制定了《国家职业标准秘书（试行）

》，2001年国家人事部也委托有关研究机构专门组织部分省

市区的办公部门对建立我国的秘书职业资格制度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调查研究。《当代秘书》相继发表专题文章称：秘书

职业资格制度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秘书职业立法将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

日程是无庸置疑的。 据统计，在我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约有一

千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有学者认为，秘书是一个涵盖

十分广泛复杂的职业群体，360行就有360行的秘书，而不同

行也主体依法履行职责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的规

范。面对如此人数众多性质地位特征各异的秘书群体，能否

完全参照其他社会职业立法的一般模式，以一个法律文件予

以统一的规定和规范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笔者认为，对我

国秘书群体区分为公务秘书和私务秘书两类予以立法规范较

为适宜。 一、职业群体分为公务秘书和私务秘书已是我国社

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客观现象，秘书学界对此已有广泛

的社会调查和初步的理论研究，可为秘书职业分类立法提供

参考和依据。 关于秘书职业群体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

探讨和研究，如不同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服务对象、薪



金来源、行业部门、岗位层次、资格资历等。秘书学理论界

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则是将其区

分为两大类：即公务秘书和私务秘书。中国高教秘书学会副

会长、秘书学家常祟宜教授于1981年出版的《秘书学概论》

中就提出秘书职业社会化的问题，指出在传统秘书即公务秘

书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有私人秘书出现的可能。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和实践验证了其预测的准确。随后的二十年中

，在公务秘书队伍建设获得发展的同时，社会上逐渐出现了

大量的其本身和服务对象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秘书

人员。常崇宜教授于2002年继续撰文——《两类不同的秘书

与秘书学》，进一步明确论述秘书应当划分为两类；即公务

秘书与民间秘书，由此应当发展两种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即

公务秘书学与民间秘书学。常崇宜教授的这种观点目前在我

国秘书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得到一定的认可，基本符合我国

当前秘书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实际状况相发展趋势。李昌远

先生《关于秘书的内涵与外延的再探讨》一文（载《当代秘

书》2002年5期），对秘书的外延分类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赞

同并根据常崇宜教授的观点，提出在外延上应当将秘书区分

为公务秘书和私务秘书两大类。公务秘书的名称毋庸置疑，

民间秘书、非公务秘书等似乎存在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问题，

定名为私务秘书较为适宜。李昌远先生指出：公务秘书的特

点是为“公”服务，是我国秘书的主体，是传统秘书的延续

和扩大；私务秘书的特点是为“私”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涌现出的秘书新群体。笔者认为，李昌远先生的观

点在理论和逻辑方面更为成熟周密，更符合我国社会秘书职

业群体的实际状况。 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



已有280多万秘书，至80年代统计又增加了100多万，进入90年

代以后每年仍保持增加秘书3万多人，目前美国大致有400万

左右的秘书。从秘书所占的国民比例而言，美国明显高于我

国。这与美国经济发达、管理严格、社会分工细密、服务业

无所不在有直接联系，也说明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大约一千万

的庞大秘书群体，秘书从业人员的数量仍有广阔发展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秘书职业群体实行的是分级分

类的管理制度。就类别而言，美国将秘书分为四类，即行政

秘书、法律秘书、政府秘书、教育秘书。不同类型的秘书适

用不同的管理规范，分别具有不同的资格资历条件和权利义

务关系。美国是一个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其关于秘书分级

分类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有关机关在创立秘书职业资格制

度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借鉴。 二、在我国，公务秘书的出现

、发展和管理规范的渊源远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黄帝时

期，近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对秘书队伍的建设

和对秘书工作所制定颁发的各类政策法规。20世纪80年代初

关于中国当代秘书学的研究热潮，已对我国秘书学的理论研

究和探讨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基本都是针对公务秘书的

。私务秘书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是近二十年随着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发展才得以出现的客观现象，关于私务秘书的现实考

察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秘书职业社会化还是一个新鲜的

话题。这种悬殊和差异应当引起立法机关在制订秘书职业法

律制度过程中的重视。 据专家考证，早在黄帝时期，我国就

有关于秘书和秘书机构的记载。黄帝设史官，因仓颉有制字

之能，被黄帝任命为左史，其主要任务是记录黄帝的言行，

传达黄帝的命令，并负责在部落中推广文字。这是我国关于



秘书工作启端的最早记载，是典型的公务秘书，直接为最高

统治者行使社会管理权力服务。秘书工作的这种属性在我国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经数千载而无大的变化，秘书人员本

身也基本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1998年，湘潭大学刘演林教

授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对此有系统深人的介绍和研究。

1951年4月，政务院召开全国第一次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

公厅主任会议，通过了《关于各级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

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秘书工作的决定》。它是新

中国第一个关于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效力的

行政法规式的文件，曾经长时期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的秘书

和秘书工作的基本行为规范，它是专门适用于公务秘书和秘

书工作的。“三服务、四转变”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确

立的我国秘书工作的指导方针，“三服务”是为党中央服务

、为各级党委服务、为人民服务；“四转变”是从侧重办文

办事转变为既办文办事又出谋献策，从收发传递信息转变为

综合处理信息，从单纯凭经验办事转变为科学管理，从被动

服务转变为力争主动服务；这一方针的适用对象也是公务秘

书和秘书工作。1999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

国家职业标准秘书（试行）》给秘书下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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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义也不能涵盖私务

秘书。 常崇宜教授在近年出版的《秘书工作概要》中，针对

我国秘书学理论界对“秘书”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存在明显

差异和争论的情况，给“秘书”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秘

书是位居领导人身边或领导机关中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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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手。”在我国秘书

学理论界，这是一个新的博采众长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定义

。由于常祟宜教授是我国首先提出民间秘书概念的理论权威

人士之一，所以有人撰文认为常崇宜教授这个关于秘书的广

义定义能涵盖公务秘书和私务秘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

不准确的，常祟宜教授的这一定义客观上只能适用公务秘书

。 与公务秘书不同，私务秘书在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时间很短

，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存在较多争议和不确定的因素，如钟

点秘书、家庭秘书、秘书事务所等就很难为传统的秘书概念

所包涵和认同。实际上，我国目前关于私务秘书现象的研究

和探讨还处在表面阶段和初级阶段，不宜匆忙予以法律界定

，更不宜和公务秘书混为一体由法律界定。 三、公务秘书和

私务秘书以及服务的对象具有显著不同的基本属性和权利义

务关系。公务秘书是为领导服务，其服务对象、所在单位相

对稳定；私务秘书是为雇主服务，其服务对象相对开放灵活

和自主。这种差异应当在秘书职业立法中予以分类表现。 按

照有关专家的分类，公务秘书主要包括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司法、军队机关和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秘书

，其特点是为“公”服务，建立在国有经济的基础之上。 公

务秘书和服务的对象在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具有平

等性和一致性，他们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委托从事公

务活动的人员，共同隶属于某一法定的组织或机构，共处于

国家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某一环节，他们之间服务关系的形成

只是组织依程序决定的岗位分工不同所致，其服务的内容和

职责有明确的原则规定。公务秘书和服务对象在资格资历、

职务聘任、职级待遇、薪金福利等方面均须依政策法规确定



和保障，二者设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公务秘书应当努力为领

导作好服务工作，领导的满意与否是实践中衡量秘书工作的

重要标志之一，但领导也只能在政策法规所许可的范围内建

议或决定其秘书职务职称的升降和荣誉物质的奖罚。特定的

公务秘书和领导工作关系的确立，主要体现的是组织意志而

非个人意志。秘书希望能为一位高明而知音的领导服务，领

导也希望能有一名得心应手的助手，但这只能在政策法规和

组织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并最终服从组织的安排。这对于防

止任人唯亲，防止出现庸俗的人身依附和腐败现象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公务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私务秘书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外资企业、私人控股的企业、民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以及某些高收入者，其特点是为“私”服务，建

立在私有的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劳务商品性特征，实质是雇

主支付一定的金钱购买其所需要的秘书服务，双方存在根本

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在约定的秘书

服务范围内不具有平等性和一致性。其特定秘书服务关系的

形成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是我国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这在私务秘书的范畴内主要体现为该服务关系的形成应当

双方自愿和雇主应当支付约定的薪金报酬。在此前提下，私

务秘书就应当而且只能按雇主约定的要求提供各种服务，满

足雇主的需要。如雇主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聘请保姆式的

全职秘书，处理纯属个人的各类琐碎事务。这种特定范围内

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的不平等性和不一致性，常会使私务

秘书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雇主的侵犯，以至

外企私企的女秘书如何应对老板的性骚扰、如何与异性老板



相处常成为秘书学理论刊物予以关注报道的话题之一。 特定

的私务秘书服务关系的形成和服务的内容、方式、时间、薪

酬待遇等主要取决于秘书和雇主之间的个人合意，具有较大

的开放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原则上不存在一个足以调控双

方意志的组织意志和一个统一固定的行为模式。国家将要创

制的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和法律制度，如果不注意区分公务秘

书和私务秘书的属性差异，其对私务秘书的适用效力将有可

能相对软弱。例如，在双方均有需求且达成合意的前提下，

私人雇主可以很容易灵活地采取某些法律规避行为来聘用一

位并不具有法定秘书资格的人员担任其所需要的秘书服务工

作。私务秘书职业不同于公务秘书乃至律师、医师、教师、

会计、审计等职业，后者一般具有特别的职业工作环境，不

具有法定的职业资格，就不能依法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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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