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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是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二是论述了调查研究的主

要目的；三是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四是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 其当代启示：在新形势

下进一步搞好调查研究，一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迫切需要；二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要求；

三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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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

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本文试对他的这一思想的形

成过程、基本内容和当代启示进行一番探讨。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成

熟、继续发展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从党的创建时期到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早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重视开展

社会考察调查活动。1917 年 7 月，毛泽东邀同学萧子

升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开展调查，步

行近千里，历时一个多月，途中，交结了农民、船工、

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

1918 年初，毛泽东还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的湘阴、岳

阳、平江县进行调查，历时半个多月。这些调查活动

使毛泽东更加了解了民间社会，了解了人民群众的

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

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是读“无字之书”。1920 年 3 月，

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

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

研究。”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心通过开展社会调查研

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

析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作了大量的社会

调查研究。1926 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

所时，曾经两次带领学员到韶关、海丰县深入农村和

工矿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在此基础上，

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 年初，在大

革命的高潮中，针对当时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非议，毛

泽东以农民运动视察员的身份，对湖南迅猛发展的

农民运动进行了 32 天的深入考察，写了《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不仅通篇对农民运动进行

了赞扬和歌颂，而且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

出：“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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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

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

所未闻。”[1]P12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到农民

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无产阶级

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

的极端重要性。
（二）形成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

题，为此，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毛泽东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写下

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

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报告为我们党制定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和

农村的阶级政策提供了客观实际的依据。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指出：“主

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

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

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P91 而防止这一错误

倾向的方法就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

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

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

的深坑。”[1]P92 毛泽东在此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

“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并强调指出了调查研究

对于形成正确的党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的极端重要

性。1930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

文，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思想。

1.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P109 的著名论

断。毛泽东深刻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实质

和严重危害，他指出：“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

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

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他强调指出：“一切结论

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

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

是解决问题。”[1]P110-111

2.阐明了调查和研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

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

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

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必须努力

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P111-112 也就是说，既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入实际，深入群

众进行社会调查，把调查和研究辩证地统一起来。

3.论述了调查的对象、目的和方法。毛泽东指出：

“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

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

像挂了一篇狗肉帐，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

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

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1]P113 毛泽东要求必

须正确运用调查研究这个工具来开展工作。首先，要

明确“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阶级，而

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1]P113 其次，“我们的主要

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

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

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

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

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P113-114 为了达

到调查的目的，还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查方法。毛泽东

介绍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开讨论式的调查

会，规定参加调查会的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和人数，拟

定调查纲目，领导人要亲自参加，领导人要自己动手

做好记录。[1]P116-118

1931 年 4 月，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

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

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P267

（三）成熟阶段：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调查研究方面积累的丰富的实践

经验，在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使他的这一思想逐

步走向成熟和系统化。

1937 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

论》两篇哲学专著，深刻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论述

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基本关系。他指出：“如果要

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自参加于变

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

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

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

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

路程”。[1]P287 而调查研究恰恰是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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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际这两者关系的中介和基础。在《矛盾论》

中，毛泽东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和斗

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他认为

人们的认识过程有两个：“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

个是由一般到特殊。”[1]P310 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

“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

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

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

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

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

来的具体的事物。”[1]P310 而调查研究则是在思想上克

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事物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

把握事物矛盾特殊性的最佳办法。《实践论》和《矛

盾论》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奠定了坚实哲学基础。

1941 年，毛泽东校读、编写出版了《农村调查》一

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并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重要

讲话。随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

定》、《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

掀起了一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新的形势下，毛泽

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调查研究是防止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

误的保证。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

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

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

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

体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3]P789 他强调指

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

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3]P789 只有调查研究才能避免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达到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相统一的目的。

2.提出了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本一环。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倾

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从加强党的思

想建设，转变党的作风的高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大力倡导“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

围环境的任务。”并强调此举是“在全党推行调查研

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本一环。”[3]P802

3. 提出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

法。毛泽东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

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

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

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3]P789 也就是说，

在阶级社会里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社会。

4.提出调查研究必须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

东认为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

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

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3]P790

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

掌握正确方法，而且还需要有虚心真诚态度。

（四）继续发展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

改造与建设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进一

步为全党所认识和掌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

查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通过对中国农村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

弄清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

上，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

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4]P1250 两条基

本原则：一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

基本的任务；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

农的利益。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土地改革的任务

就一定能够完成。

2.通过对长期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对解放战争

进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了人民战争

的客观规律，总结了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经验，提出

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心思想是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光辉结晶。

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

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正如周恩来所指出：“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

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

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5]P313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调查

研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已经成为执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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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是一

个崭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调查研究

工作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他号召全党，要继续保

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深入

群众，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他多次巡

视的祖国大江南北，调查了解各地区的情况，倾听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毛泽东曾经大

规模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有两次。

一次是 1956 年底至 1956 年初，为了总结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

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共

八大召开作准备，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亲自听取

了中央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各个部门、

各条战线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广泛查阅了国内及苏

联的有关资料。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

系》的报告，确定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

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P23 的方针。《论十大关系》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对适合我

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即

将到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一次是 1961 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

错误思想逐步蔓延发展，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党

和国家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面对国民经济的三年

严重困难，毛泽东认真反思，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痛切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61 年 1 月，他在八

届九中全会上重新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

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

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7]P233-234 并把 1961 年定为“实事求是年”。毛泽

东还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

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

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

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

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服务。”[8]P216 由于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并在全党

形成统一思想，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

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

众的优良传统，从而制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方针政

策，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

本内容：

（一）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不

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9]P13 这是毛泽东对

自己长期倡导和从事调查工作的深刻理论概括。也

是对那些不做调查研究，致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

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他对那种不经过调查研究，从

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遇事摸脑袋、瞎指挥的风

气深恶痛绝。他认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

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

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

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一定

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

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

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

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

吗？”[1]P109 他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

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9]P4“一切结论产生于

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

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是冥思

苦索地‘想办法’，‘打注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

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

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9]P2 他还特别指出：“一切

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

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必要，否则他们就

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

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

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

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

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和批评，没有经

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

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9]P17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

中还曾经斥责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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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其特点是张口马列，闭口马列，唯我独左，自

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随心所欲，无的放矢，

只知道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结果给中

国革命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因此，毛泽东强调指

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

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P284

（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

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

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

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

先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

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P2-3 一定要有的放矢，这

是就调查研究的目的性而言的。调查研究的目的就

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才能

进而确定调查研究的主题、方法、项目、程序以及对

于其结果的处理与评价等。调查研究的目的如果不

明确，则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就不强，也就谈不上解决

什么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

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的终极目

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

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

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

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

里。”“我们调查研究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

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1]P113-114 毛泽东所做

的一切调查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

略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农村的阶

级状况进行过调查。他后来回忆指出：“到井冈山之

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

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

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

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

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

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

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贫农和雇农的问题，是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

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

性。”[9]P22-23 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反复强

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

国情况。”“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

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

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

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

行实际调查。”“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

去！”[1]P115-116

（三）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

1.必须树立群众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

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

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

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

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

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P790 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这

是指作为调查者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具有的正确态

度。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论、党的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确立了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思想路线和根本工作方

法。毛泽东认为，实践出真知，群众的智慧是我们党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作

为调查研究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调查研究之中

必须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第一是眼睛向

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

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3]P789-790

他强调指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

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

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

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

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

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正

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9]P27 有些人下去搞调查，盛

气凌人，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乱发表议论，一开口官

腔十足，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

而生畏，根本不予理睬。调查者只有眼睛向下，平等

待人，才能够知道许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2.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

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

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反对把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

需要学习和掌握了。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

50



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先哲’，

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

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

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

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9]P4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

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

义。”[9]P4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

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

出：“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

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就是明显的证据。”“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

成了革命叛徒。”“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

际情况作调查。”[9]P3-4 那种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于具体的实践中才能真正纠正本本主义。

3.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必

须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地进行。他在 1941 年 9 月发表

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以自己了解中国农村状

况的亲身经历，说明调查研究的长期性。他指出：从

他个人对农村的了解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调查

研究。大革命时期他曾经做过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对

农村情况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来中共中央要他

分管农民运动，他就下了一个决心，花费一个多月的

时间，到湖南省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

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民运动是否“过火”的问题有了

正确的结论，但在当时，他对农村阶级的状况，了解

的还不够深入全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去寻乌进

行调查研究，搞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又去兴国

开展调查研究，搞清楚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经过长

期的调查研究的努力，才最终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

本质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因此，毛泽东指

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调查

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我自

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工夫的。”[9]P21 毛泽东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从事物运动变化和认识不

断深化角度论述了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由

于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们的社会实

践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人们的认识必然要随之

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长期反复的坚持进行调查研究

工作，才能不断检验和加深人们已有的知识，才能使

人们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在社会

实践中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和历史

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

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

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

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

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

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的知识。”[9]P21“一万年还是

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7]P262

（四）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

1.既要“走马看花”，也要“下马看花”。毛泽东指

出：“调查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

马看花。”[6]P134“走马看花”式调查是对调查的对象作

概略式的调查，迅速熟悉事物的大概面貌、在短时间

内掌握全局的轮廓。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

次采取这种“走马看花”的形式对一些地区进行调

查。当然，为了更加深刻全面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

就要在“走马看花”的基础上，进行“下马看花”式的

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具体实际，去认真“解剖麻雀”。

因为“走马看花”毕竟只能看到表面外部的情况，要

了解具体调查对象自身的特殊情况，掌握事物内部

发展的规律，必须“下马看花”式进行调查研究才行。

2.要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毛泽东指出：“怎

样找调查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类：一、先进

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

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10]P383 他还进

一步指出：“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

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深入地了解一处地方

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

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7]P260

3.开好调查会。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是搞好调

查研究的一个重要办法。他指出开好调查会要注意

把握几个关键环节：一是要开成讨论式的调查会，必

须围绕一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展开热烈地讨论；二

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参加调查会的各阶级阶

层的代表和人数；三是调查者要拟定一个调查纲目，

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问题；三是调查者要亲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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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且自己动手做好会议记录，把调查结果记录

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1]P116-118

4.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毛泽东指出：“很多

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却是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

矛盾在什么地方。”[7]P26 因此，还要对收集的大量材料

进行综合分析。毛泽东强调指出：“这里所讲的分析

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

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

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

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

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

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是要提出一个什

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

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3]P839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从事调查研究的开拓者，

他开展社会调查，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内容

之广泛，作风之深入，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既

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又重视调查研究的方式

方法，并对于调查结果进行理论概括。他通过一系列

的调查研究，使我们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整套适合

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寻找到了一

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启示

当前调查研究仍然是我们解决中国所面临一切

重大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

想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搞好调查研究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迫切需要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

用中国言语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1]P278 习近

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

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

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

实际。”[12]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就要对实际情况有正确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的唯一途径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即是正确认识

和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也是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客观实际和检验理论是

否正确的过程。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事

物内部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做到坚持党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

史时期，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给我们带来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从国际

上来看，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

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的创新突

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内来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期

也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

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

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12]为了进

一步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我们

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提出新的举措，寻找新的途径，开创新的局面。而只

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

国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总

结实践经验，勇于克服一切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做

法和体制的束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

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道路提供强有力的正确的理论支撑。
（二）搞好调查研究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

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我们

党要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自

己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基础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

中最为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始终巩固党

执政的群众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始

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

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13]P118 毛泽

东的一个突出贡献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党的群众

路线与调查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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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向社会

做调查，也就是向群众做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他

把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社会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

研究工作，看成是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群

众衷心拥护支持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加速期、社会转型期、改

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任重而道

远。因此，要想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扑朔迷离，错综复

杂的矛盾和困难，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到群众中

去开展调查研究，真心实意和群众交朋友，虚心向群

众学习，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真实了解群众所困、所

难、所怨，分析和解决群众存在的各种问题，真正做

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调查研究做的越充分、越深入、

越细致，就越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趋利避害，越能够

寻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办法

和措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领导不是百

事通，不是万能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

生。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

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13]P126 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与时俱进，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巩

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三）搞好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

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死生存亡的大

问题。毛泽东认为形形色色的不良作风从本质上看，

其要害都在于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违

背，领导与群众相脱离。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首

先就是整顿主观主义这种坏作风。他一针见血地批

评那些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仅仅根据一

知半解，道听途说的东西就作决定下指示，就在那里

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作风，指出：“这种反科学反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

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P800 他认为

调查研究是沟通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桥梁，是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中心

环节。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调查研究在认识社会、改造

客观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改造党员干部的

主观世界、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高度充分肯定

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

当前，多数党员干部仍然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把调查研究作为联系群众的基本途

径，能够做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去。但是，我们

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有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

着许多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懒于搞调查研究

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工作作风的问题

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作风，任其发展

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

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改

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

良好环境。”[13]P131-132 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

列有关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判断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另

一方面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开展调查研

究，使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营造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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