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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访自古有之，源远流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的内涵与外延、结构与功能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展。
信访的发展演进多次通过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实现。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长卷，信访演进过程与传统文化渗透过程紧密结
合在一起，印刻下华夏文明的烙印。
从原始社会末期尧舜设立“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到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士民上书建
言讽政、诣阙申诉；从民国时期的陈请请愿、建议控告，到当代中国的来信来访，古人与今人在下情
上达方面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行为模式。
当然，古今信访的时代背景、阶级性质、内容特点也有重要区别。
在当代中国，信访是公民随时可以启动并直接行使的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党和政府联
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察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信访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制
度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促进公民权利、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妥善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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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访自古有之，源远流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的内涵与外延、结构与功能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展。
信访的发展演进多次通过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实现。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长卷，信访演进过程与传统文化渗透过程紧密结
合在一起，印刻下华夏文明的烙印。
从原始社会末期尧舜设立“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到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士民上书建
言讽政、诣阙申诉；从民国时期的陈请请愿、建议控告，到当代中国的来信来访，古人与今人在下情
上达方面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行为模式。
当然，古今信访的时代背景、阶级性质、内容特点也有重要区别。
在当代中国，信访是公民随时可以启动并直接行使的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党和政府联
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察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信访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制
度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促进公民权利、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妥善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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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访可以包括进谏与纳谏。
进谏可以分为官员的进谏和非官员的进谏。
非官员的进谏一般应该属于信访范围；官员的进谏也要看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进谏还是职责范围外的个
人可自由裁量的进谏行为。
官员职责范围内的进谏，也属于公务范畴；其职责范围外的、个人可自由裁量的、通过信访渠道上达
的行为一般属于个人意志表达行为，大致为信访范围。
2.中国近现代对应词考察1911年，《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使用了“陈请”一词。
1912年2月上旬，《鄂省暂行府县知事任免章程》第八条规定“知事既任用后，非经绅士控告，省行政
会判决，不得撤任或迁调”中使用了“控告”一词。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一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七条规定“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其中使用了“请愿”一词。
此后数十年间，“请愿”一词被更加普遍地使用了。
当然，“请求”、“呈诉”、“呈请”、“上书”及“呼吁”等非法律用语也时常被人们使用。
“陈请”和“呈诉”等词语表现出了中华文化传承性的一面，而“请愿”一词又鲜明地表现出了革命
党人革故鼎新的自由民主主义追求。
这其中存在一个短暂的适应与过渡过程，因为“请愿”一词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出现在革命党人制定的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中，直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才使用了它。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由宋教仁主持起草的，可见，“陈请”
与“请愿”二词在起草人那里具有类同含义，它们在意义上的可通约性告诉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它们之
间的区别有多么巨大。
从其最初使用情况看，“陈请”与“请愿”没有什么质的区分；从历史的传承性上看，它们具有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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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组合形成的。
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林茂生教授的悉心指导，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北京大学张柱洪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彭明教授、张鸣教授、齐鹏飞教授等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又得到了导师信春鹰教授、杨一凡教授、刘翰教授
的指导和培养，李步云教授、夏勇教授、张志铭教授、刘作翔教授、马红教授等分别在我研究报告开
题、拟定提纲、中期汇报、出站答辩等过程中给予了诸多指教。
天津大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科研处处长贾晓慧教授不辞辛劳奔波促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给予出版机会，张林和林玲女士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编改，在此，我向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领导和
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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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访史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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