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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80诞辰的光辉节日即将到来，我们怀

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张开双臂去迎接她、拥抱她、祝福她！ 

自党诞生日起，就开始建立了党的秘书工作。随着党的前进

步伐，秘书工作也历经了近80年的征程。这80年，党的秘书

工作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

时期。从秘书工作自身发展的状况和规律分析，笔者认为

，80年来党的秘书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前的28年是秘

书工作的奠基阶段；建国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前29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期，是秘书工作的完善阶

段，后23年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秘书工作的继

续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秘书工作从属和服务于

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并随着党的成长使自身的职能和内容

不断得到充实。其主要特点：一是从秘书的属性看，开始时

秘书属于领导层，是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相当于后来的秘书

长），后来才建立了专门的为领导服务的秘书工作机构，产

生了属于服务层的秘书群体；二是从秘书工作职能看，开始

秘书只担负文书处理、保管及通信工作，后来发展到担负指

导机关经常工作的"执行者"、党内机要工作"汇总者"和上级党

务关系"枢纽者"三大职能。194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又提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建议，即"政治--包括政

策、时局问题；军事--作战室；党务--研究各地报告提出意见

；情报--研究国际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延安--秘书处与延安各



机关工作联系"。毛泽东提出的这五大任务，把秘书工作的调

查研究，当好参谋助手，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提到了重要位

置。三是从秘书工作的制度建设看，不断形成了一些规定，

特别是机要保密、文书处理制度逐步健全起来，由草创走向

科学；四是从秘书工作者的思想作风看，经过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秘

书工作的亲身实践和言传身教，培育和树立了秘书人员应具

备的好思想、好作风。建国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国民党

制造的白色恐怖中有数以百计的秘书工作者英勇献身在工作

岗位上。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尤其值得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

，我们党的地位实现了由全国解放前无权或只掌握部分权力

到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根本转变，成为在和平环境中执政

的公开的党。党的中心任务也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转移到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来。为了适应党的地位和任务的

转变，党的秘书工作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20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不断改革，使秘书工作日臻完善。在工作体制

上，建立了全国性的从中央、省（市、自治区）到地（市）

、县的办公厅（室）为主导的党的秘书工作系统，主要是为

同级党委服务，接受党委的直接领导，在上下级秘书部门之

间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在工作职能上，公文处理、公文

撰写、公文立卷与归档、调查研究、会议组织、信访办理和

机要工作等都得到强化，在办公厅（室）内设专门机构或从

办公厅（室）分割出来另建机构；各司其职；在工作管理上

，不断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推进。中共中央或中

央办公厅先后发出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

文字缺点的指示》（1951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



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1955

年1月17日）、《关于文电统一管理办法》（1956年10月27日

）、《中国共产党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

法》（1956年11月27日）、《关于机要秘书工作暂行规定》

（1964年10月1日）和《关于秘密文件管理工作的规定》

（1964年10月1日）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对秘书工作的

制度建设作出了一系统规定，而且对秘书工作者职业道德和

思想作风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尽管这些规定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不同程序的破坏，但经过随后的拨乱反正得到了恢复

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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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