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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阅读和理解公文

汤永和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 昌 6 15 0 1 3 )

【摘 要】 公 文是传递上级机关有关的方针政策
、

办理事务的依据和标准等的载体
,

而 阅读

公文其实质是把握公文的精神
,

认真地贯彻执行公文的有关规定
,

这就要求读者尤其是具体执行

人员阅读公文时
,

不能凭 自己的情感去理解和发挥
,

而应把握主 旨
,

实事求是地理解
。

【关键词】 阅读 ; 理解 ;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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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阅读往往是出于某种事务性的需要
,

是为

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领导的指示意见
,

或是

为了掌握事务办理的依据
、

尺寸等
,

这种阅读是为了

追求实用性
、

功效性和确定性
,

作为读者不能由自己

的好恶去选定
,

完全由上级规定
。

公文阅读则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

有时是根据自

己的需要去阅读
,

有时是依据集体的意愿去阅读
。

在

理解和执行的过程中
,

必须与公文的原意完全一致
,

绝不能凭 自己的感情去理解
,

不允许用感情去阅读
,

不需要也不允许超越公文的有关规定而进行富有 自

己个性的理解
。

这是因为公文主要采用逻辑思维形

式
,

它是以科学的态度
、

冷静的分析
,

严密的逻辑思

维推理去反映公务活动
。

它依据一定的系统知识
,

遵

循特有的逻辑程序而进行思维活动
,

以揭示和把握

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根本任务
。

公文里所

处理的公务
,

本身就不含有个人的情感色彩
。

作为工作人员在阅读公文时
,

由于公文是基于

客观实际的需要
,

是为明确的功利 目的和客观效果

服务的
,

因而
,

其功利 目的性非常明显
,

所以对公文

的阅读和理解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公文阅

读着重体现在理性方面
。

在阅读过程中
,

要理性地对

待公文
,

全面的理解公文的内容
,

吃透上级领导的意

图
,

理智地掌握好公文的要求
。

全面的将上级的政策

措施落实到位
,

不能用自己的情感去进行取舍
。

否

则
,

就会破坏政策的准确性
,

这就要求阅读者必须具

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

较强的理解能力
。

反之
,

则无法

透彻理解公文
,

甚至会曲解公文主旨
。

(二 )在阅读公

文时
,

一般不对公文作评价
。

因为公文阅读活动是一

项政治性
,

党性很强的工作
,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江泽民的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无疑会

成为阅读的
“

主心骨
” 。

所以
,

读者不应受个人的情感

所影响
、

实事求是地对待公文内容
,

忠实地
、

严格理

解和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

(三 )由于公文强调的是

真实性
,

因此
,

在阅读过程时
,

必须发扬务实精神
,

不

必运用想象
,

以保证公文内容客观
、

真实
、

准确理解
,

切实运用公文里的政策法规去解决实际 (下 转5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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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勇 :
也论迁拔 自由的 宪法 回归

的精神制度化和具体化
。 t , 〕

我们更倾向于第 ( 2) 种方案
,

原因在于
,

其一
,

宪

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
,

对其它部门法的立法具有原

则性的指导作用 ;若先立《户籍管理法 》则其难免会

受以前立法的影响
,

可能导致与宪法修正案的最终

规定抵触而无效
,

浪费立法资源 ; 同时宪法修正案的

内容也可能受先立的《户籍管理法 》的影响 ;其二
,

宪

法修正案与 《户籍管理法 》
、

《迁徙 自由权法》相 比
,

后

两者的立法对立法投人的时间要求更长
,

内容更具

体
,

难度更大
,

因而适宜先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予

以原则性规定 ;其三
,

由于原有户籍管理制度对我国

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具有迫切性
,

且户籍制度是对迁

徙 自由的影响最大的因素
,

因而 《户籍管理法》可先

于魔迁徙 自由权法》制定
。

三
、

结语

我国是《世界人权宣言 》与《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 》的签字 国
,

迁徙 自由作为此二公约中的

重要规定对我 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赋予公民迁徙

自由的基本权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

为了适应市

场经济的发展
,

消灭城乡差别
,

实现社会公平
,

解决

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问题
,

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宪法回

归理应进人全国人大的议事 日程
,

只有这样迁徙 自

由才不会只是一种梦想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 1〕顾吊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法讲话 (M 〕
.

池京
:
法律出版社

,

199 .3 5 .4

(2 〕胡娜光等
.

关于现行宪法第四 次修正 的建议 (J〕
.

法学家
,

2 X() 3
.

( 5)
.

28
.

(3 〕杨海冲
.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 ( M 〕
.

北京
:
中国人事出版社

,

200 1
.

27 .4

〔4 〕顾吊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讲话 ( M 〕
.

沈京
:
法律 出版社

,

199 3 j .4

(5 )周云
.

论我 国现行宪法的穗定性及其对改革的指导〔J〕
.

宪法与政策
,

19 8 .6 64 --6 5
.

(6 〕王太元
.

新世纪
,

迁徒 自由不是梦〔J〕
.

人民公安
,

19 99
.

( 12 )
.

〔7 〕杨海冲
.

跨入祈甘纪的中国宪法学 (+J
.

北京
:
中国人事出版社

,

200 1
.

27 --6 27 .7

(上接37 页 )问题 ; (四 )公文一般是为了某个活动而制

发的
,

它具有真实性
、

权威性
。

因此
,

在阅读公文时
,

读者不必作超前的想象
,

只须忠实于公文
、

老老实实

地贯彻执行公文的有关规定
,

既不落后于现实
,

也不

能超前越轨
。

否则
,

就会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危害
。

比如
,

一九九三年党中央
、

国务院对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进行改革
,

出台了《机关工作

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

制度改革方案 》
,

并以国发 〔1 993 〕79 号文件下发通

知
。

这项改革政策性强
,

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
,

涉及

到每个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
。

我们在学习
、

贯彻过程

中
,

必须严格按照文件的规定去理解
,

从而不折不扣

地执行
,

绝不能随心所欲
,

各行其是
。

对文中一些不

十分明确的规定或者个别不太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

条文
,

也只能向上反映
,

不能乱作理解
。

有的问题通

过制文
、

机关下发的补充规定或授权地方各级有关

部门的实施意见可能得到解决
。

而有的问题
,

正如国

务院的通知所说
: “

由于工资问题十分复杂
,

历史上

遗留问题较多
,

不可能通过这次工资制度改革都得

到解决
。 ”

只有等到以后机关
、

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

人新的轨道
,

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

国务院的通知还指出
: “

要严格按照党中央
、

国务院

批准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和即将下发的实施办法执

行
,

严格执行政策
,

严格组织纪律
,

防止高套级别
,

高

套职务工资等现象发生
。 ”

由此可见
,

任何人妄图以

个人的理解和个人意愿代替公文
、

代替政策
,

不仅是

不现实的
,

更是不允许的
。

总之
,

公文在阅读必须按照公文的原意来理解
。

不允许渗进读者个人的思想
、

情感
,

也不能有超越公

文的想象和发挥
。

不然
,

就会损害公文的准确性和权

威性
。

同时
,

因为公文是用来表述执政者的思想
、

意

志
,

并把这些思想
、

意志传递出去
,

变成具体的施政

行为
,

直接作用于社会
,

参与社会实践
,

干预社会变

革的
,

所以
,

公文对阅读者来说
,

其接受是强制性的
,

必须无条件的忠实接受和处理
。

不能由读者来 自由

评判
,

更不能将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加进公文之内
,

以免损害公文的原意
,

使之失去法规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