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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光明日报》载文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至今，秘书学在我国的创建和发
展已经历了二十多年。
尽管秘书学学科归属依旧不甚明朗，但是秘书学的发展却与秘书专业的兴盛休戚相关，它为秘书人才
的培养和秘书工作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秘书学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曲折的。
1982年12月中国高教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秘书学在专业教育领域得到了认可；各省
市秘书学会的相继成立，则反映了社会对秘书学的认可。
但是秘书学学科地位要获得根本上的确立，要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却还任重而道远。
其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需要大力加强秘书学基础理论的构建。
何宝梅老师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正是着眼于此的有益探索。
何宝梅老师是我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的第一批实践者，二十余年来辛勤耕耘在高校，培养了众多的
秘书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秘书学教学经验，并且对秘书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思考
。
浙江省秘书学会成立已整整四年，每年都要举行学术年会。
在这次由北京现代秘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与浙江省秘书学会共同主办，中共绍兴市委办公室与绍兴秘
书学会联合承办的中国秘书节和2009年浙江省秘书学会学术年会期间，我高兴地先睹了何宝梅老师的
这部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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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秘书学教学在国内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中发展迅猛，但是秘书学的学
科地位却至今飘摇不定。
本书以秘书学的学科理论和基础理论为研究重点，在综述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秘书
学的学科历史、学科体系、学科类型、学科性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学科研究方法等学科理论以及
秘书的定义、分类、角色特征、秘书工作的内容、属性、规律、价值等基础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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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宝梅，1965年生，浙江诸暨人。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校从事秘书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秘书工作基本理论和实践。
迄今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48篇，主持完成厅市级课题3项，参编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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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档案学是秘书学的分支学科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档案工作是秘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秘
书工作包含档案工作，这种理解更多地缘自机关档案工作，因为根据198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规定“机关档案部门受办公厅（室）领导”，故而得出秘
书部门涵盖了机关档案部门，秘书人员涵盖了机关档案人员的结论。
这种理解仅是以机关档案工作为基础的，事实上，档案工作的范围要大得多。
如潘连根在《秘书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中指出的那样，我国的档案事业“已形成了一个由档案事
业管理工作、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专业教育、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出版、档案界
国际交往与合作等各个部分组成的、具有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系统。
在该系统中，档案事业管理机关是组织指挥中心，档案室是基础，档案馆是主体，其他部分则是建设
发展档案事业的重要条件。
由于档案事业管理机关是主管档案事务的行政职能机构，档案馆是永久保存档案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
，它们明显不属于秘书部门，因此其工作人员也不在秘书人员范畴之内”。
2.档案学是秘书学的相关学科档案学不是秘书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确实应该是秘书学的相关学科。
如前所述，目前的学科目录中尚未出现秘书学，但以目前秘书学的学科体系分析，“大秘书学”与档
案学科的研究对象存在相关关系，故此，笔者认定这两门学科是各自独立的且具有相关性的学科。
首先，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却密切相关。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及档案工作与秘书学的研究对象——秘书工作关系密切。
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而文件的形成处理是秘书人员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
特别是对机关档案工作来说，没有文书处理工作，就没有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存在，文书是档案工作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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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希望为秘书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较为系统的理念知识，也希望为明确和
巩固秘书学的学科地位尽绵薄之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