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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信访制度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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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60年来，信访制度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

要作用。系统地考察信访制度历史演进历程，探讨其发展规律，对于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化解矛盾纠纷，推

的意义。 

  一、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创建（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新生政权的极大信任和热情，通过写信和来访的方式反映各种

195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就当年一至三月处理群众来信的情形向毛泽东主席报告：1月来信

些来信反映的问题，是以有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问题为最多。[①] 1956年，社会主

日渐显现，到1957年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信访高潮。这一时期各级党政机关受理来信来访数量呈持续上升

动、中心工作和各项政策法令及生产形势相关。 

  信访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设立处理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制定规章制度，以规范信访工作。1950年初，

门负责处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②]群众写给政府的信件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

部门分别处理。1951年3月，政务院秘书厅成立了“群众信件组”，所有的群众来信都有该组专门处理。

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作以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情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和主要功能，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开端。信访工作从性质上是党委、政府的“秘书型”工作，信访

联系、克服官僚主义。 

  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发《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④]这个仅有六条内容的

动和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为信访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和示范性作用，是我国信访工作制度化的初

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加强信访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访工作的指示、办法等规章[⑤]，规范和完善信

责，归口办理”的信访办理原则逐渐形成，许多县建立了县长、书记接见群众来访日制度，定期接见来访

也逐步设置和健全信访机构，增加专、兼职信访干部。从1951年7月到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中直机

人民信件组等专门机构。许多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先后设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

机关普遍建立信访机构，配备专、兼职信访干部。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

  1957年5月28-31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信访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

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草案）》两个文件。[⑦]文件中第一次把信

信访工作被正式纳入到法规制度体系之中。 

  共和国建立之初，蓝图初绘，创业维艰，面对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新老问题，面对党内出现

建了人民信访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凝聚了各界力量，推进了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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