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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80年代以前，虽然也是遍布全国的各级领导机构，但

基本上是各自封闭守点，各自为各自的领导稳定服务。论政

治可靠，遵守纪律，埋头苦干，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高尚

职业品德， 可以说秘书队伍在全国各行各业首屈一指， 堪称

模范。至于他们的工作方式，业务开拓，发展就缓慢多了，

大部分是几十年一贯制。当然，也有些有心人在探索，希望

把工作推到更科学的轨道上来，希望搞一些创新，做一些研

究，使工作有所总结，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那

可以说是凤毛磷角，加上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种探索只

能处于时行时辍的状态。 进入80年代就大变了样。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中国秘书工作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其主要轨迹有这么几点： 第一，形势迫使，众心向往。新形

势使领导工作的需求起了变化，需要秘书工作在更多方面起

参谋、助手作用。 第二，中央办公厅在1985年1月召开了全国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简称"851"座谈会）。由于会议

时机恰当，议题切实，方针对头，路子明确，秘书工作随之

有了大步发展。 “851”座谈会后的突出发展。有这样几个方

面： “三服务”的指导思想被各级办公厅秘书部门所接受。"

三服务"，原本是指中央厅要为中央领导服务，为中央各部委

和各省区市党委领导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各地区接受这

个思想后，其表述相应改为：为直接领导服务，为相关的各

级领导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指导思想是对秘书工作



历史使命的肯定。在中国提"三服务"，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

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性质，决定了上下一体，利益

一致，只有为上、下级领导服务，才能更好地为本级领导服

务。 “四个转变”的提出，加强了秘书工作的参谋职能，增

强了秘书人员在工作中的参谋意识，使各级办公厅（室）秘

书工作发挥参谋职能有了准绳。"四个转变"对推进秘书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显而易

见，提出"四个转变"是中国秘书工作职能增强的历史性转折

的一个标志。 信息工作做为办公厅（室）一项重要的全新的

工作内容被确定下来。全国党政企团已各自形成纵横交叉的

信息网络。网络信息已经成为党政军和企业。社团各级领导

了解情况、掌握动态的主要渠道之一。这是这几年秘书工作

的一项重大拓展。 查办、督办工作在1983年8月提出，“851

”座谈会之后形成制度，尤其是在党委和政府系统的办公厅

（室），成为一项专责，也是业务范围的一项重要拓展。 第

三，"851"座谈会后的发展，重新积累了秘书工作一些必须回

答、必须解决的问题，又一个五年后的情况需要总结，秘书

工作怎么继续迈步也需要指导。在此形势下，1990年1月，中

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秘书长座谈会（

简称"90l"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成为各级办公厅（室）工作

新的推动力。 1．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接见代表和讲话，形

成巨大的鼓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五位最高领导人的讲话

，从不同的角度对办公厅工作作了系统论述，给今后的工作

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2．会议明确要求近期

的秘书工作要把信息调研和督促检查作为两大重点来抓，给

近期工作提出了方向。这两项工作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



出，会议提出近期以这两项工作为重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

为了适应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需求而提出的科学安排。特别

是江泽民同志在会上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督促检查，要办

公厅负起这个责任，更使人信服地认识到重点提出这两项工

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可以预料，信息调研和督促

检查今后很可能会继续有大步发展。 3．五位常委几乎不约

而同地谈到办公厅（室）协调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办公厅（室）公务协调工作，将被作为一篇

大文章来写。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给秘书工作

带来蓬勃发展的生机。这种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可以肯定地

认为，十年多来秘书工作上了一个大台阶，今后还会有一个

高水平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的重要成就 工作有了巨大发展

，也带动学术研究向前迈进。这几年有许多新兴学科诞生。

与我们有关的有两门：一门叫领导科学；另一门叫秘书科学

，即秘书学。这两门科学近几年发展都很快，尤其是秘书科

学发展得更普遍、更深入。秘书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

一，是突然兴起，几乎可说是爆发式的崛起，其势迅猛。但

是，由于是突然兴起，这一阶段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不免略带

懵懂，主要还是探索，不少热心者的心态是干起来再说。 第

二，热情与扎实并重，研究方向趋于明朗。在我们的实践队

伍、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者中，大家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有了共

识。应当指出，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合办的三次高层次进

修班对秘书工作实践理论的研究、探讨，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办班的再研究，各学术单位、谷杂志社的努力，对学术

研究都起到了推进作用。 第三，是秘书科学研究以党政秘书

工作为基础逐渐向专业扩散、辐射。秘书工作本来是以党政



系统力量最厚，秘书学研究以党政系统为基础，逐渐向专业

发展是合乎历史规律、合乎现实情况的。但是秘书工作是个

整体，有它的共性，这些共性的东西在哪个行业、哪个专业

都存在、都适用。行业秘书工作虽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但绝不是孤立的与其他秘书工作不相联系的。 秘书理论研

究，历史上从来没达到现在的这种热度和深度，从来没有这

么丰富的成果。 三、趋势展望 十年的秘书学理论探讨，成就

很大。一条规律是：有探讨就有分歧；有分歧就有探讨；有

探讨就有发展。这些年，学术界研讨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

有的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有的尚在探讨正待取得共识。不

管是怎么一种情况，讨论本身推进了秘书科学的发展是肯定

的。 （一） 秘书工作总体构成与秘书学总体研究。 （二）秘

书工作的参谋性职能将继续强化。 秘书部门处在核心要害部

位，起左右上下沟通的枢纽作用，为领导做参谋助手工作，

是首脑的附属机构，是领导系统的前沿，是系统同外界联系

的枢纽（有的同志说秘书部门、秘书工作是"系统中介"，不

很确切。它们不是"中立"于、"结合"于系统与系统之间）。这

种地位和性质，决定其受领导工作左右和支配。 领导工作需

求是秘书工作发展的前提。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正在加强，领导事务十分

繁重，可以肯定，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因此，秘书工作强

化服务也势在必行。 有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秘书工作

将在文字、调研、信息、督促检查和协调工作方面发挥职能

强度，为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做更高层次的参谋性工作。 为

各级领导决策和工作运转服务的文字工作力量，包括文稿起

草和文稿校核力量，将继续加强。 信息网络在党政系统已经



较健全，网络信息采报也已形成制度。今后的发展趋势：一

是提高来报信息的有效程度；二是增强综合调查，推进信息

资源的开发深度；三是在中上层改由计算机联网渠道传送信

息，提高信息传送效率，同时，陆续出现音像信息。这将使

信息工作跃上一个新阶段。 督促检查在办公厅职责中虽已确

立和加强用前有相当部分还没走上有效工作的轨道。 办公厅

（室）秘书部门受托进行的协调工作将会继续加质加量，从

而发挥领导决策前、决策后的服务效用，减轻领导人繁杂事

务的压力。协调工作将集中在文稿、会务、重要事务三大方

面。 办公厅的参谋作用发挥在一切重要工作上。但文稿起草

和校核、调研和信息、督促检查、公务协调这些方面的发展

和深化将会更强些。这是经济形势和领导工作需求造成的一

个趋势。但也应预料某些将秘书作用推入领导层次的位移理

论和越权行为，导致一定范围的“权力膨胀”。那将是非常

危险的。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三）办文、办会、办事的常规

运转工作也将出现新局面。 秘书工作最大量、最普遍、最经

常、最基础的工作还是文书处理、会务管理、日常办事。这

些工作直接关系、影响、甚至左右领导工作运转的效率。 领

导工作的需求，促使秘书工作加强参谋性工作、加强运转性

工作；未来学术研究，亦会在这两个"加强"上开拓新的局面

。未来一段时间，学术研究将更趋扎实、更趋深入、更贴近

实际，专著将更趋有创见，立说将更趋科学性，业务刊物将

越办越精，讨论将趋活跃而扎实，办学办班仍将频繁进行而

且教学内容将趋高层次、高深度。总之，理论研究、学术讨

论、业务教育将仍是个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然而更扎实、更

深刻的局面，结果就是秘书理论体系完整和健全起来。 那时



，专业的、地区的秘书学会、协会活动将继续发展，社会的

民间的全国性秘书组织迟早会建立起来，并将在一定程度上

加入国际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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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