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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起，就开始创立了党的秘书工作。毛泽东同志是中国

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我党秘书工作的主要开创者。周

恩来、邓小平同志都直接组织领导了全党全军的秘书工作。

这些，在本书关于秘书工作的回顾中都有了详尽的阐述，不

再重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党70多年历史中，创建于

革命时期的秘书工作，逐步形成了我党秘书工作基本原则的

基石，无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深刻指导意义。这

些基本原则的基石，集中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

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秘书工作思想，集中了全党关于马克

思主义新型秘书工作的实践和智慧。从这样一个历史视野，

这样一个政治高度，这样一个思想境界去回顾总结我党秘书

工作基本原则，就会对我党秘书工作基本原则有全新的认识

，就会对周恩来同志概括的“三大原则”充分正确地理解，

就会对党的新时期秘书工作的重大转折和历史性飞跃产生新

的感受。 1926年7月成立中央秘书处、1927年5月成立中央军

委秘书处，标志着我党我军秘书工作组织体系的确立。从此

，一支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奉献自己一切的新型秘书队伍在

中国大地上崛起，秘书工作的指导原则、思想作风和制度规

范起了根本变化，完全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

集团的秘书机构。在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具有我

党秘书工作特点的基本原则，并贯穿于秘书工作为领导工作

服务的全过程。 一、实施党对秘书工作全面领导的原则 坚持



党对秘书工作的领导，是我党秘书工作的首要原则。这一原

则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秘书机构的确立和设置是由党决

定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成立，是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中全

会的决定。当时规定中央秘书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办事机

构。地方的省、区委也相应建立了秘书工作机构。毛泽东、

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家，十分重视秘书工作的组织建设。

从1931年党中央陆续向苏区转移中，毛泽东逐步把井冈山前

委秘书处扩建为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的秘书机构。当时党

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因此，南昌起义后党的秘书工

作的主要阵地在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置于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南昌起义当日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就设秘书

科，以后该部更名为中央军委，设秘书处。1933年5月，中国

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后，秘书处属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管辖。红

军总政治部对团以上政治机关的秘书机构、人员配备及工作

纲要作了统一规定。说明在红军时期，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的秘书机构已经开始实行统一的编制，奠定了我党我军秘书

工作组织建设的基础。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

中国成立，这一秘书工作的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健全和

完善。70多年来，党和军队（包括建国前的根据地政府组织

和建国后的政府组织）、中央和地方秘书机构的设立、归并

和重建，都是在党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出相应

的决定和规定。在今天，各级党委办公厅（室）都在同级党

委领导下工作，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都对党委书记负

责。国家机关的秘书机构系统，表现形式上是为所在机关的

领导工作服务，由于党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些秘书机构实质

上都在党的领导下。 第二，秘书工作人员的选调和配备是经



过严格组织程序的。我党秘书工作人员的选配，是一种组织

行为，有着严格的选调条件，履行严格的审查批准手续。早

在1930年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中就明确

规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选择和调换的条件是；“党籍要深、

出自群众斗争、积极细心、社会关系不复杂、不适宜经常调

换”等。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的制度

”，也就是说，不该配的不配，确实需要配的，必须经党的

组织部门审查批准。领导同志个人不得自己指定人担任秘书

。在我党关于秘书人员编配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一贯地坚

持了这一原则。这同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把配备秘书作为

培植亲信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我党秘书工作

人员，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是为党工作的。这就从党的秘

书人事制度上保证了秘书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 第三，

秘书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双重领导。实施党对秘书工作的领导

，关键在于对秘书工作人员的领导和管理。秘书接受其直接

服务的领导同志和所在机关办公厅（室）的双重领导，以及

党员秘书必须参加所在党组织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严格

遵守党内制度和规定。这是我党秘书人员管理中长期坚持的

制度。这一制度，既体现了秘书工作的性质，又体现了党对

秘书人员实施监督管理的特点。针对和平时期个别高级干部

的秘书出现干政、擅权的情况，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要防止

“秘书专政”，其目的就是让党的秘书工作者始终在党领导

下开展工作，而不是只对领导个人负责。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都身体力行地告诫身边的秘书不脱离组织，不脱离

群众，不滥用权力，要求秘书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服从所在

组织的领导。这些，都为增强我党秘书人员党的观念，作出



了光辉的榜样。 第四，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秘书工作提出

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70多年来，党对秘书工作的领导，集

中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对秘书工作提出的总任

务、总要求上，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对秘书工

作具体规范的及时指导上。1926年，中央秘书处建立时，党

中央就明确其任务是为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上呈下达，是党内

机要工作的总汇，上下级党部关系上的枢纽，“总揽中央各

种技术工作”。红军时期，党对秘书工作的组织创建，机要

、交通工作的创立、文电印章管理的实行，提出了一系列的

要求。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抗战时期在我党秘书工作初步形成

体系后，毛泽东对秘书工作作了“由草创到科学，由盲目性

到自觉性，由某些不正常作风到布尔什维克作风，继续努力

，必大有成绩”的评价和鼓励，中央军委开展了秘书、机要

系统评比模范工作者的活动，在行文实践中总结提出了模范

工作者的六项条件，即： （1）对军队秘书、机要工作有正

确认识，重视和安心于本职工作，并有互助精神； （2）对

工作负责，有创造精神，能主动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3）

提高工作效能，在工作质量上、数量上具有优等成绩； （4

）掩护机密不怕牺牲，自觉遵守机要制度和纪律，服从组织

分配； （5）学习积极，能把学习成果运用于工作； （6）努

力生产节约。 这些条件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解

放战争时期，秘书工作的各项制度更臻完善。特别是杨尚昆

同志从七大后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对文书处理的系统化、规

范化、科学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针对革命到了紧要关头、

敌我处于决战时刻，党对保密工作的领导更为重视。据资料

统计，1946年和1947年中央发出的关于文书工作文件（电报



）共187件，其中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亲自拟稿的

有147件，绝大多数涉及对秘书工作中保守机密的指导，为保

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建国之后，党在总结和继承

解放区党政机关秘书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国民党旧

政府机关的秘书工作制度，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国

家的秘书工作指导方针和组织制度。 1951年4月，中央办公厅

和政务院秘书厅在北京召开了秘书长会议，讨论通过了《关

于各级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

秘书机构的决定》以及公文处理、保密工作等七个文件，确

立了党在夺取政权后对秘书工作的新的规范。从1949年

到1964年，中央发出的关于秘书工作的有关指导性和规范性

文件有270多件，足以说明建国后党对秘书工作实施全面领导

的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秘书工作在拨乱

反正中，逐步修复“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和创

伤，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秘书工作发展到了一个崭

新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在加强和改善对秘书工作

领导方面，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由中央召开的1985年1月全国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和1990年1月全国党委秘书长座谈

会。这两次会议，集中反映了党在新时期秘书工作的大政方

针，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两次会议确立和重申的“三服务

”和“四个转变”指导方针，以及围绕“三服务”、“四个

转变”提出的实行“两个结合”、发挥“三大作用”等思想

，标志着我党新时期秘书工作指导思想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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