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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信访办公室
关于转发《信访业务术语（2023 年版）》的

通 知
渝中信办发〔2025〕2 号

各科室、区群众工作服务中心：

根据工作要求，现将《信访业务术语（2023 年版）》转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信访业务术语（2023 年版）

重庆市渝中区信访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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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访业务术语（2023年版）

一、通用术语

  1. 信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

话、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2. 信访人：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 信访形式：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所采取的方式。包括：信

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

  4. 信访工作机构：各级机关、单位设立的专门负责信访工作

的机构。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

等设立或者确定的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

  5. 信访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设立的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

构。

  6. 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按照法定职责权限和级别管辖，

有权对信访事项实体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的机关、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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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信访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息网络、书信、

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的情况，提出

的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8. 关联信访事项：信访人不同，但信访人、信访事项中有特

定信息具有相似性、关联性的信访事项。如，同一平台投资人、

同一问题楼盘业主反映的相关信访事项。

  9. 重复信访事项：相同信访人第二次及以上提出，且反映的

情况，所提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与此前内容基本相同的信访

事项。

  10. 重复信访事项占比：重复信访事项数量占信访事项总量

的比率。

  11．初次信访：信访人第一次向各级机关、单位提出某一信

访事项的行为。

  12. 重复信访：相同信访人第二次及以上向各级机关、单位

提出相同信访事项的行为，包括：受理（办理）期限内的重复信

访、办理期限届满后的重复信访。

  13. 信访件：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载体，一般包含信访人

基本信息、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等相关信息。

  14. 信访件来源：有关机关、单位收到信访件的渠道。包括：

信访人直接提出；党的代表大会转来；上级机关、单位转送、交

办；领导同志批示材料（不含经信访部门报送后，领导机关或领

导同志批转信访部门办理的材料）等。信访部门以外其他机关、



— 4 —

单位的信访件来源，还包括本级信访部门转送、交办。

  15. 信访积案：超过办理期限并且未经复查复核，或经过复

查复核，信访人仍就同一问题反复信访，时间跨度长、处理难度

大，案情复杂、久拖未决的信访事项。

  16. 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人事

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信访事项。

  17.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政法机关职责范围，涉及民商事、行政、

刑事等领域诉讼权利救济，已经、正在或者依法应当由政法机关

通过法定程序处理的信访事项。

  18. 登记：各级机关、单位对信访人、信访事项等有关信息

按照规定格式如实进行记录。

  19. 信访登记量：一定时期内各级机关、单位登记的信访数

量。包括：来信、来访、网上信访数量等。

  20. 受理：有关机关、单位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步审查

后，决定进行处理的行为。

  21. 信访受理量：有关机关、单位对收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

步审查后，决定进行处理的信访数量。即，信访登记量扣除存、

不予（再）受理的信访数量。

  22. 信访纯案量：一定时期内不同信访事项数量的总和。即，

一定时间段内登记的，没有发生重复信访的初次信访对应的信访

事项，以及所有重复信访对应的信访事项之和。关联信访事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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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信访事项统计。

  23. 信访总量：反映信访活动总体数量的综合性指标，以信

访登记量统计。

  24. 万人信访量：每万人常住人口的信访量，信访量是指信

访登记量。

  25. 问题属地：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地方、机关和单位。

  26. 户籍地：信访人户籍所在地。信访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为注册地或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

  27. 常住地：信访人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

方，不包括上访人滞留地。

  28. 信访目的：根据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的目的所作的分类。

包括：建议意见、检举控告、申诉求决、其他。

  （1）建议意见：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党的建设、国家发

展以及社会治理各方面提出建议意见，表达对公共政策和涉及公

共利益的决策的看法，反映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等情形。

  （2）检举控告：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对行使公权力的机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

要求查处的情形。

  （3）申诉求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不服法院判决、

裁定及公检法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

复议、仲裁等处理，不服党纪政务处分等，提出改变或纠正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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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者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遭受不法侵害等，要求帮

助解决困难、问题，满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的情形。

  （4）其他：除建议意见、检举控告、申诉求决以外的内容。

  29. 内容分类：根据信访事项具体内容的类型、属性、性质

所作的分类。（详见《信访事项内容分类（2020 年修订）》）

  30. 被检举控告人（被反映人）：信访人在检举控告类信访

事项中举报的各级党政军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两委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31. 信访人数：参与某一信访活动的人数。

  32. 涉及人数：包括直接参与信访活动的人数以及其他对所

反映的信访事项有直接意愿的人数。

  33. 信访事项概况：登记的信访事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主要

事实、诉求、依据及理由等。

  34. 办理：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核实

或论证后，依法按政策作出决定、进行处理的行为。

  35. 复查：信访人不服办理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

而提出请求，由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对该信访

事项处理意见和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为。

  36. 复核：信访人不服复查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

而提出请求，由原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对该信访

事项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和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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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7. 信访听证：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

信访事项主要相关方的陈述，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

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依法处理信访事项的程序。

  38. 公示：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和结

论依法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39. 处理意见：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经调查核实，对信访

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

  40. 复查意见：复查机关、单位对信访人复查请求作出的书

面答复意见。

  41. 复核意见：复核机关、单位对信访人复核请求作出的书

面答复意见。

  42. 送达：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将处理意见书、复查意见

书、复核意见书送交信访人的行为。

  43. 延期申请：因信访事项情况复杂的，有权处理的机关、

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办结信访事项，申请延长办理期限并说明

理由的行为。

  44. 延期告知：因信访事项情况复杂的，有权处理的机关、

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办结信访事项，经本机关、单位负责人批

准延期后，告知信访人延期期限及延期理由的行为。

  45. 去向：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被转送、抄送、交办、督办

到的机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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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期限：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复查、复核的时限。

  47. 转送：信访部门将信访事项及相关材料转到下级信访部

门或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信访部门以外的其他机关、单位将

信访事项转到本系统下级机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包

括：单件转送、集中转送。

  （1）单件转送：对单一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转送。

  （2）集中转送：对多个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成批进行转送。

  48. 交办：信访部门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

办理结果的，交由下级信访部门或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办理，

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并提交办结报告。包括：单

件交办、集中交办。

  （1）单件交办：对单一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交办，并要

求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

  （2）集中交办：对多个信访事项和相关材料进行交办，并要

求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

  49. 报告：各级机关、单位向本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机关、

单位报送信访事项及有关情况。包括：公文报告、原件上送。

  （1）公文报告：通过信访摘报、群众反映、信电情况等公文

形式报送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

  （2）原件上送：将群众信访原件直接呈报领导同志。

  50. 通报：向本级或下一级有关地方和部门通报信访情况。

  51. 自办：信访部门直接对属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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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

  52. 告知：在信访事项受理、办理过程中，有关机关、单位

将相关事项告知信访人。

  53. 回复：对咨询类或建议意见类信访事项给予解释说明、

肯定致谢，以及对问候、祝福、感谢类信访给予反馈。

  54. 答复：将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复核意见书面告知信

访人。

  55. 分办：协调处理信访事项的牵头单位，将信访事项交由

多个有权处理该信访事项的机关、单位分别处理。

  56. 办结：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核实，

提出并落实处理意见，同时答复信访人。

  57. 汇报：下级机关、单位向上级机关、单位报告信访事项

处理情况。

  58. 并案：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关联信访事项一并办理。

  59. 登记日期：信访人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

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后，有关机关、单位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

的日期。

  60. 受理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对登记的信访事项进行初步

审查后，决定进行处理的日期。

  61. 办理日期：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对信访事项进行调查

核实或者论证后，依法按政策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62. 转送（交办）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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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送（交办）的日期。

  63. 告知日期：有关机关、单位将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等相

关情况告知信访人的日期。

  64. 限办时间：信访工作机构及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根据

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受理、办理、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的时限。

二、来信涉及的术语

  65. 来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函、明信片、电

报、传真等形式，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

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66. 署名信：签署真实姓名或单位名称的来信。

  67. 匿名信：不署名、署假名、署名不完整或署名难以辨认

的来信。

  68. 联名信：一件信函中，签署姓名或单位的个数在 5 个或

者 5 个以上的来信。

  69. 来信人：采用来信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

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0. 来信人数：信函中署完整姓名或名称的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个数。

  71. 受信人：信访人填写的收信人或收信机关、单位。

  72. 收信日期：有关机关、单位收到信访人来信的日期。

  73. 来信形式：信件的种类。包括：信函、明信片、邮包、

汇款通知、电报、传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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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夹寄物品：信访人在信件中夹带的物品。包括：现金、

证件、书画作品等。

  75. 一信多投：同一时间内，相同信访人邮寄两件或者两件

以上反映相同信访事项信件（不含贺信、贺卡等）的行为。

  76. 内容不清来信：无具体事实及诉求或表述不清的来信。

三、来访涉及的术语

  77. 来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走访形式，向有关

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

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78. 来访人：采用走访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

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9. 来访人数：同时到同一机关、单位反映同一信访事项的

实际人数。

  80. 来访纯人数：一定时期内登记的不同来访人的数量。

  81. 来访日期：来访人到有关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

待场所提出信访事项的日期。

  82. 个体访：人数不足 5 人的来访。

  83. 集体访：人数为 5 人或者 5 人以上，且反映相同信访事

项的来访。

  84. 来访代表：集体访的来访人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

得超过 5 人，推选出来的代表即为来访代表。

  85. 随访人：除来访代表以外反映同一信访事项的其他来访



— 12 —

人。

  86. 逐级访：信访人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有

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

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

  87. 越级访：信访人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和上一级机关、单

位，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

四、网上信访涉及的术语

  88. 网上信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有关机关、单

位设立或指定的网站、电子信箱、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信

息网络渠道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规依法

由有关机关、单位处理的活动。

  89. 网上信访日期：信访人提交网上信访事项的日期。

  90. 网上信访人：采用网上信访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91. 联名网上信访：一个网上信访件中，有 5 个或者 5 个以

上落款人或单位的网上信访。

五、督查督办涉及的术语

  92. 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开展信访工作、落实信访

工作责任，以及重要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和指导。

  93. 督办：信访部门督促有关机关、单位，以及信访部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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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机关、单位督促本系统下级机关、单位按照规定时限、程

序、方式等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以及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

  94. 督查立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将有关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法规文件贯

彻落实情况及重要信访事项，确定为督查对象的过程。

  95. 督查方式：开展督促、检查和指导的形式。包括非现场

督查和实地督查。非现场督查主要通过网上、视频、电话、发函、

会议、约谈等方法进行。

  96. 决策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信访工作的相关决策、

部署或法规文件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7. 专项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落实重点信访工作任

务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8. 信访事项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对有关机关、单位的信访事项受理、

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99．督查报告：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开展督查情况的书面报告。

  100. 实地督查：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信访部门、各级信访工

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到有关地方和部门，采取听取情况介绍、

查阅相关资料、实地查看现场、回访信访人、访谈基层干部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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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核实诉求、查清问题，反馈督查意见，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对决策和部署的落实、重要信访事项办理、信访工作责任落实等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