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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性 我国秘书工作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性，这主要体现

在我国秘书主体的党政秘书以及与之类似的军队、工青妇等

团体、和国有企事业的秘书身上。我们把它统称为公务秘书

。公务秘书的情况本身又是比较复杂的，党、政、军、群与

高、中、低层次，不一而同。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秘书，

与某市某区工商银行的秘书；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与某农

村初级中学的秘书；群众团体中工会组织的秘书与民主党派

的秘书；机关中的办公厅（室）、研究室、信息处（室）的

秘书等等，都可能各有一定的特性。他们的共性与个性特点

，后面将会有所论及。这里只是想说明，公务秘书都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主要表现为： （一）设立公务秘书

的目的，是服从于政治决策的需要，即为了辅助其领导班子

或领导人，正确进行政治决策，并协助贯彻落实。而不同于

民间（私人）秘书，通常不存在政治性的决策的问题。这里

需要说明，基层单位的分支机构，例如基层所属的系、科、

股、组等，它们的决策性问题，当然较少，但只要是一个独

立的基层，比如一个区、乡、厂、校，仍然有它们自己的决

策范围，也就是说需要制定一定的政策，适用于所管辖的范

围。从而需要秘书通过调查研究、信息反映、试点论证、草

拟文件、处理文书、检查落实以及许多具体的事务服务，例

如会务、接待等工作，予以充分的支持。 （二）公务秘书的

工作任务，是由党和国家或上级领导部门，用条文法规明确



提出，予以规范的。而不同于民间（私人）秘书，其任务随

其领导上司的要求的随意性很大。例如1983年中央提出了督

促检查工作后，督查就成为秘书部门的一项重头工作，在此

之前，督查工作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不受重视、是可有可

无的。今天的秘书部门大至信息工作、信访工作，以至具体

到编写简报的要求和格式、接待宾客的规格与程序等等，大

都有条例性的规定。公务秘书的任务含有上下结合的系统性

，比如各级党委的工作内容项目，大致是相同的、而民间秘

书尤其是其中的私人秘书，则受这些规范的约束较少，通常

可以由她们的领导上司，决定秘书的任务；私营企业的秘书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多的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展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辅助工作。 （三）公务秘书开展工作的方法，通

常可用政治的方法与行政的方法进行．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某

一个条例，要求下级与群众必须执行，否则就是“违法”；

证监会可以不断地制定某些报表要求，要求下属照填；某些

群团可以召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发出指示。

这就比较有利于秘书部门开展其工作。 （四）公务秘书的组

织形式，一般存在于秘书群体之中，如办公厅（室）、研究

室、督查处等，而这又是由一定的法规规定与编制决定的，

这是其政治性在组织方面的表现。 （五）公务秘书的选拔条

件上，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性要求。对于党委系统来说，通常

要求具备党员的条件；对于政府系统来说，通常要求具备国

家公务员的条件；对于部队来说，必须具备军人的条件；这

些条件都是政治性强的条件、也是选拔秘书的起码条件。在

德才兼备中，对于秘书而言，德实际上是首要的；除非某些

技术秘书领域。而民间（私人）秘书，显然没有这一类的政



治要求。私人秘书的上司在选用秘书时，也非常重视“德”

的，但这“德”的最主要标准，是忠于其私人领导上司，而

并非一种政治性的组织路线。 二、秘书参谋作用的强化 1．

广义的参谋作用与秘书参谋作用 参谋一词，古已有之。它本

来的含义是参与谋划，按今天的说法，叫做参与决策。《三

国志魏书刘放传》记载，刘放任秘书监，相当于中枢的秘书

长，“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进爵封侯，是较早的记载

。参谋又是古代的官名，中外都有参谋的官职，这里不去详

论。由上可知，参谋一词对秘书部门来说，是一个借用的名

词。参谋是一种为领导者出谋划策的软科学。今天各个领域

都需要参谋人员的参谋活动，这会有利于领导者正确决策，

减少失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参谋活动，常常是运用许多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果，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

筹学，经过各种系统工程组成的“技术科学”。重大的参谋

工程，往往需要多种领域的专家共同完成。例如国民经济的

宏观调控、三峡大坝的设计施工、加入WTO的应对策略、振

兴东北的战略动作、南水北调与西汽东输、某个城市的发展

规划等，都不是单靠几个领导人的头脑所能“拍板”决定的

，轻率而不科学的决策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秘书参谋作用，

是指秘书及秘书部门所能发挥的参谋作用，不能等同于上述

广义的“参与决策”或“出谋划策”性质的参谋作用。它是

有限度的“出谋献策”性的参谋作用。这是由于： （1）秘

书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支持、辅助领导或领导集体的工作。

其中大量的秘书人员所从事的是带事务性的事务，如车辆、

房产、物资等后勤性质的工作。一般地讲，这些工作虽说也

很重要，在这些工作中也能出谋献策，但却离领导核心决策



较远，对于重大的决策问题难以发挥参谋作用。 （2）秘书

人员的组成，偏重于“通才型”，而非专家型。即使是某些

秘书部门领导人或文字秘书，可能精通协调、文字等工作，

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绝不可能是金融、水利、城建、土壤、

考古、能源、环卫等许多方面的专家。而领导者所担负的责

任，通常是带全面性的，领导人需要多方面的参谋建议。秘

书的知识结构偏重于“杂”，而不是“专”。这就决定了秘

书所能发挥的参谋作用，更多是联系、综合各领域专家意见

的作用，更多是一种中介性的参谋作用，而不是靠自己的智

商与知识直接参谋的。 （3）秘书部门的体制，在我国现行

体制下，党政机关的公务秘书，除了极个别的进入了领导核

心层的常委兼秘书长，或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外，众多的一般

秘书并未进入决策层。以一个省的党委为例，决策核心人物

是常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大量的秘书处室工作人员，不

可能参与决策，即使秘书负责人与个别秘书可能列席会议，

也只是做记录、备咨询，是没有发言权、表决权的。我国的

政体不同于古代某些朝代，没有专职的谋士、谏客、幕僚的

设置，他们可以直接向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劝谏，甚至

“死谏”。现行体制中没有专门的类似参谋的职位设置与制

度保证。 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一个“秘书参谋作用

”的概念。而不宜笼统地理解秘书的参谋作用，而陷入词意

的误解中。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对秘书工作者的讲话中，使用

了“参谋提醒”的要求，正是体现了秘书参谋作用不同于广

义的参谋作用的含义。 2．秘书参谋作用的特殊意义 上面我

们首先说了秘书参谋作用的概念与局限性，现在再看看它的

特殊意义。 （1）从秘书所处地位上看，秘书都处于各级领



导机关中枢，领导人的身边。一切参谋活动都是为领导服务

，从属于领导的需要的。秘书最接近领导，往往最先了解领

导意图；领导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资料与建议，也常可能首先

询问秘书，要求秘书“参谋提醒”，或提供预案，去协助解

决。这是秘书参谋作用的重要优势。 （2）秘书部门工作带

有较强的综合性，是领导联系各方的必经纽带。领导人要向

各个领域的专家征询参谋意见，也多需要秘书综合整理，适

当加工。秘书的这种中介性作用，对领导决策十分宝贵，也

只有秘书才能够发挥这种作用，这是秘书发挥作用的又一特

点。 （3）秘书参谋作用通常不具备“独立性”，这也是一

个重要的特点。广义的参谋作用，是不受领导思维与意图的

限制的参谋活动。国外有的智囊机构，还专门同决策者唱反

调，有所谓“缺点列举法”，以避免领导人犯错误为目的，

独立性是较强的。而我国的公务秘书，因为是领导人的下属

，秘书工作具有强烈的从属性，是以辅助贯彻领导意图为己

任，并不提倡那种专找领导点的参谋方法。秘书应当努力实

现领导意图，而不是专门与领导意图唱反调。这是领导设置

配备秘书的基本要求，是与领导部门设置“智囊团”、“思

想库”等的目的要求不同的。 如上，本来意义上的广义的参

谋作用，是不受领导者主观意志影响，从客观出发的科学思

维活动。秘书参谋作用则是从领导者主观意图出发，力求符

合实际的思维活动。 （4）秘书参谋作用常寓于日常工作之

中，如通过信息工作、协调工作、拟稿工作等去体现发挥。

秘书的参谋功能常是针对秘书群体而谈的，而不是针对个人

而谈的。至于秘书部门中的秘书个人，当然也有个别条件具

备，深受信任“既亲且重”的人,能够成为领导者的参谋，甚



至是“智囊”“高参”，但就绝大多数秘书而言，有一句名

言：“秘书就是秘书”，秘书并不是师爷、谏客，这是秘书

自身应当理解的。 在中央提出要求秘书部门发挥参谋作用问

题后，秘书参谋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秘书必须正确认

识秘书参谋作用过高估计与否定参谋作用的倾向，都是不正

确的。 3．秘书参谋理论的发展 自从1985年中央提出了要求

秘书部门发挥参谋作用以后，我国的秘书工作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秘书工作的理论随之也有重大进展。主要包含： （1

）秘书参谋作用的性质。具有集体性、中介性、从属性等性

质。 （2）秘书参谋活动原理。主要有：①秘书的参谋场原

理及其场强。参谋场是指其参谋活动产生影响力的范围，是

秘书参谋作用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是秘书发挥参谋作用的

活动空间与领域，也是作为决策者的领导与秘书之间，需要

与提供、建议与听取、献策与决策相互作用的空间。秘书与

领导共同培育参谋场，不断加大场强，准确运用参谋场，就

能较好地发挥秘书参谋作用。②秘书的参谋方向原理。秘书

的参谋方向有正有负。只有在符合国家的法律与党的政策，

符合于事业发展功利和所在组织整体利益时，才是正确的方

向。影响秘书参谋方向的，有秘书的价值观念、秘书的认知

水平、秘书的主观利益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因素等。把握了正

确的参谋方向，才能产生正确的参谋思维。③秘书的参谋能

量。就秘书部门而言，其参谋能量是由部门的职能地位、群

众素质、信息综合加工能力所决定的。就秘书个人而言，参

谋能量主要由这个秘书的综合素质、包括工作经验、智能水

平，与领导者对他的信任程度等决定。提高秘书与秘书部门

的参谋能量，是发挥秘书参谋作用的重要基础。④秘书参谋



途径与方法，以及参谋效果的价值评估，均有不少著述做了

理论阐述。在于2002年在湖南省张家界召开的秘书学术会议

上，有的秘书领导人认为，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秘书参谋学”。之所以说它具有中国特色，是由于

海外的秘书，一般强调的是技能性的服务，并不强调要求秘

书发挥参谋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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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