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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6/2021_2022__E5_AF_B9_

E7_A7_98_E4_B9_A6_E2_c39_516449.htm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确立，我国秘书队伍的构成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1990年出版的《秘书学》（袁维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第1页）中，还明确写着“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从事秘书工作的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即公职秘书”，

但是仅仅15年后，真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的

秘书，只能占到一小部分，据常崇宜先生所引资料，1998年

底，我国“纯私人秘书，应在一二百万之间”（《秘书学概

论》第34页，线装书局2000年版），这一数字已高于全国公

务员中的秘书总数（据2005年04月28日《中国青年报》引人

事部副部长侯建良公布的数字，全国公务员总数为639.6万。

其中秘书不会超过100万）。 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秘书工作

的实际，秘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根据

服务对象将秘书分为两大类，这被一些学者名为“两大部分

分类法”。但是关于究竟可以分为哪两大类，二者的本质区

别何在，是否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秘书等等，都还

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下面先分析三种有代表性的观

点，然后再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常崇宜：公务秘书和

非公务秘书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常崇宜先生主编的《秘

书学概论》对“两大部类分类法”的讨论最为详尽（见该书

第31－37页）。该书把秘书分为公务秘书和非公务秘书两大

类，而将私人秘书归位非公务秘书的一个小类。但是该书并

没有提供明确的分类标准，仅对公务秘书作了一个不太准确



的说明：“公务秘书主指（原文如此）党政军机关、工青妇

等群众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此句中

“主指”似应理解为“主要是指”，既然有“主要”，就应

该有“次要”，那么“次要”的公务秘书是指那些对象？这

是读者很自然会产生的疑问，但是该书并没有“次要”的公

务秘书的例子。由于公务秘书没有明确的界定，非公务秘书

当然也就无从把握。 常崇宜先生关于“纯私人秘书”的概述

，还有一处不好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直到今天

纯粹意义上的私人秘书还是较少的，仅限于工商界中一部分

中小商业者可能有私人秘书。”（32页）但是该书所引资料

又得出1998年底我国（不含港台）的“纯私人秘书，应在一

两百万之间”（34页）的结论。如前文所述，这一数字大于

公务员中的秘书人数，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它都

不是一个“较少的”数量。 另外，常崇宜先生将“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列为“公务秘书”，但后文又说

“非公务秘书”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第33页），这等于术公务秘书中的多数（国有企事业单位秘

书）符合非公务员秘书的主要标准（不属于公务员）”，这

里似乎也存在逻辑矛盾。 二、任群：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 任

群先生认为：“从服务的社会属性来看，我国秘书可分为公

务秘书和社会秘书（有的称为民间秘书或私人秘书）两大类

。公务秘书泛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军队中的秘书。其特

征是：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有一定的级别，有党的组织部

门或人事部门管理和调配，有国家、地方财政发给工资⋯⋯

公务秘书是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十分重要。”“社会秘书，在旧社会称为私人秘书⋯⋯现在



已成为我国秘书队伍中的一个新群体，社会秘书的特征是：

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雇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招聘，

去工资待遇由雇主负责支付⋯⋯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

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学

者等雇用的秘书，都属于社会秘书范畴。”（任群《中国秘

书学》第41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 第一分类方法有两

点值得商榷： 第一，既然明确说明只分为“两大类”，它就

应该是一个穷尽的逻辑划分。但是按照上述对“公务秘书”

和“社会秘书”明确界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秘书，是

既不属于公务秘书（因为这些单位不是“党政机关、群众团

体、军队”，这些秘书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也

不属于社会秘书（因为他们不是“肚子企业、合资企业、股

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

学者等雇用的秘书”）。 第二，任群先生认为“公务秘书是

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总数

才639.6万，其中秘书不会超过100万。而据2005年12月9日全

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截止当年9月底，全国企业总数已

达830万家。即使每家公司平均又一名秘书，据全国的公司秘

书也有近千万人。另全国有公办高校1553所（2004年），中

学8万所，小学48万所，平均每所学校1名秘书，也有50多万

学校秘书，加上医院、研究所、文化单位，全国事业单位秘

书总数也应在100万以上。这样全国企事业单位的秘书人说应

在1000万左右，远远多于公务员秘书总数。因此，从人数上

看，企事业单位秘书比公务员编制内的“公务秘书”更有资

格被称为“我国秘书的主体”。 三、陈合宜：公务秘书和私

人秘书 陈合宜先生认为，“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分，可分



为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两类。公务秘书泛指为各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服务，由组织和人事部门选调，从国家

或集体领取薪酬，在编制上属于该机关、该单位的国家工作

人员。”“私人秘书指为民办集体企业、农民专业户、个体

户以及外资企业等服务，有它们聘请并支付薪酬，不属国家

编制的个人⋯⋯它目前数量虽不多，但发展趋势很可观。”

（陈合宜《秘书学》第20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陈先生明确给出了分类的标准，这是她的可取之处。但上述

观点是该书出版时（1993年）提出的，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刚刚提出，私人秘书数量确实不多，该书甚至连“股

份制公司秘书”都没有提及，而今天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我

国企业的主体，因此上述理论似乎也应作相应的调整。百考

试题提供 另外，陈合宜先生的上述分类也存在两个小小瑕疵

： 第一，对公务秘书的定义中“企事业单位”缺少必要的限

定，似应加上“国有”或“公有制”，且“国家工作人员”

术语使用不明确，我国公务员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

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

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务员”

是同义词，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秘书，都不属于“国家工作

人员”。当然，1993年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推行，存在这一

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还沿用这种界定就显得落后于

现实了。 第二，即将公务秘书定义为“为各级机关、企事业

单位⋯⋯服务，从国家或集体领取薪酬”的秘书，又将“为

民办集体企业⋯⋯服务”的秘书归人私人秘书，似乎存在着

矛盾。这里混淆了“国有”和“公有制”、“民营（民办）

”与“私有制”的界限。按照传统的理论，我国的公有制包



括全民（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因

此集体所有制单位（包括乡镇企业以及集体创办的学校、医

院、演出团体等等）虽然都是“民办”，但也属于公有制单

位。集体单位的秘书应属公务秘书还是私人秘书，陈先生的

分类法似乎无法解决（因为它们“从集体领取薪酬）。 四、

对两大部类分类法的几点理论思考 我们指出两大部类分类法

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分类法。正如

常崇宜指出的，“两大部类分类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

际中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不首先作出这两大部类的区分

，就好比动植物部分生物学就五分深入一样，秘书学也就无

法深入”（《秘书学概论》第32页）。我们的儿任务是解决

这种分类法赏存在的问题，使这种分类方法完善起来，真正

起到指导当前秘书工作实践的作用。 1、与公务秘书对应的

第二大类的名称 首先，“社会秘书”的提法应该排除。任群

先生说“社会秘书，在旧社会称为秘书”，但当代秘书并没

有什么人把私人秘书称为“社会秘书”。“社会秘书”这一

术语似乎是任先生自己定义的。为了理论研究的需要，定义

一个新的术语是允许的，但通常是在没有通用术语可用的情

况下才有必要，既然已经有了“私人秘书”名称，而且当代

社会人们仍在广泛使用这个名称，就没有必要再定义一个新

的术语。何况“社会”一词与“公务”一词的共同内涵还远

远多于“社会”与“私人”的共同内涵，例如“社会事务”

与“公共事务”常常被认为是同义词。 其次，公务秘书和非

公务秘书的划分也不妥。这里不存在术语不规范和子类不穷

尽问题，但是，非公务秘书除了“私人秘书”之外，剩下的

主要是集体企事业单位的秘书，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两大主要形式之一，集体企业的秘书与国有企业的秘

书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没有实质差别（国有企业的秘书与党

政机关的秘书倒有明显的实质差别），他们的工作属于“公

务”而不是“私务”，把集体单位的秘书归人非公务秘书，

在理论巡航不成立，事实上也不协调。而如果把集体单位的

秘书归入公务秘书，非公务秘书中剩下的也就是私人秘书了

。 我们认为，与公务秘书对应的类还是名为“私人秘书”比

较恰当，一是因为公与私是界线分明的一对范畴，民间俗话

“两人为私，三任为公”就是最好的证明；二则私人秘书的

名称不但在社会上早已通用，而且也为大多数秘书学专家才

用，除陈合宜先生外，王绍龄的《秘书学》（河南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97页）、董继超《秘书学教程》（中央电大出

版社1993年版第23页）、安忻的《秘书工作概论与实务》（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等等，都将秘书分为公务

秘书和私人秘书两大类。 2、关于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的定

义 我们试对两个概念作如下定义： 公务秘书是指为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或股份公司的领导公国

服务，有组织人事部门考察选用，有国家或单位支付薪酬的

秘书。 私人秘书是指为个体企业主或其他雇用服务，有个人

聘用，并由雇用主本人支付薪酬的秘书。 以上定义从文字上

看是明确的。例如。根据上述定义，集体企业秘书属于公务

秘书就没有任何疑义，某些高级领导干部或重要工程技术专

家、著名学者所配备的专职秘书不属于私人秘书，也没有任

何疑义，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常称后者为私人秘书，如“田

家英给毛泽东当了十几年私人秘书”、“xx公司不但为他们

的总工程师配备了私人秘书“，这些说法在日常语言中并无



大错，但是从理论上说他们不是私人秘书，而是公务秘书，

因为这些专职秘书具有公务秘书的全部特征：为高级领导干

部或专家的公务活动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的私人活动服务，聘

任前经过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审核而不是由个人任意指定，由

国家或公司而不是专门的服务对象个人支付薪酬。这些专职

秘书的工作必须对国家所属单位负责，而不是仅仅对领导或

专家个人负责。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3、对两个相关的特殊理

论问题的探讨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和人事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关于两大部类分类法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特别探讨。 第

一是民营股份制公司以及三资企业（一般是股份制公司）的

秘书是不是公务秘书问题。 常崇宜先生认为，“规模较大的

私营企业或企业集团⋯⋯大多仿照国有企业秘书体制”。但

它的秘书人员也属于私人秘书（《秘书学概论》第35页）；

而司徒允昌先生认为只要是“企事业单位（包括公有制和私

有制）聘用的秘书人员”都属于公务秘书（《秘书学概论》

第1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两人观点截然相反。 

我们认为民营股份企业的秘书属于公务秘书。理由有四： 

（1）民营股份企业究竟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经济学理论

界正在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股份制

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我们不能将民营股份制公司

简单归入“私有制企业”。 （2）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

和民营企业股份化的发展趋势，一个公司究竟是国有还是民

营将难以区分，民间资本可以参股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也可

以参股民营企业，没有必要将国家控股51％的公司秘书归入

公务秘书，而将国家控股49％的公司秘书归入私人秘书，他

们本来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 （3）股份制公司秘书在“由



组织人事部门（人力资源部）考察选用”和“单位（而不是

企业主个人）支付薪酬”这两点上，与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

的秘书相同。 （4）从公司秘书机构的设置、秘书人员的职

责和工作方式看，民营股份制公司与公有制企业也没有多少

本质差别。因此，将股份制公司秘书归入公务秘书有利于秘

书学对秘书工作一般规律进行理论探讨。 第二是私人秘书的

范围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秘书学界存在很大分歧。

根据我们对“私人秘书”的定义，私人秘书包括以下两类人

： （1）纯粹有个人聘用的秘书，不管雇主是商人、作家、

学者、律师、演员、球星，还是富裕的农民或其他个体劳动

者。个人一般不会同时聘请几位秘书，通常只有1个，这些秘

书还要承担一些其他事务，例如驾驶小车、管理财务甚至当

保镖等，但既然聘请的是秘书，其工作就具有综合服务和以

脑力劳动为主的特征。这类私人秘书目前在我国人数不多，

但是将来可能会有较大的发展。 （2）小型私营企业或个体

企业（二者差别在于是否雇用多名员工）聘用的秘书，与第

一类私人秘书的不同点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企业经营活

动服务而不是为雇主个人事务服务。私营企业与股份制企业

不同，企业资产就是企业主个人财产，企业利润就是企业主

个人收入，企业性质属私有制也不存在任何争议。他们雇佣

秘书完全有个人负责，并不需要经过公司人事部门考察录用

程序，秘书的薪酬也完全有企业主个人支付。需要提示的是

，这里所说的“小型企业”指的是员工人数，而不是指资产

总数或经营总额，有些员工人数很少的私营企业，可能拥有

相当多的资产和很大的经营总额。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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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