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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1961 年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提出的明确要求

■ 朱芃杰

[ 摘 要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是 1961 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开展好调查研究提出

的明确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情况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

让群众讲真话、谈实情、说心声，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做到情况了然于胸；“决心大”，

是指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切实推动调查研

究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方法对”，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抓住典型解剖麻雀、开好

调查会等。“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一要求，不仅有力指导和推动了 1961 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走深

走实，而且对于当前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以调查研究推动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 关键词 ] 毛泽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导向；解剖麻雀

[ 中图分类号 ] A84                          [ 文献标识码 ] A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重视调查研

究贯穿于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我们党做

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

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

了不小的困难。毛泽东意识到过去一段时间党

的认识和政策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头脑“冷

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1］，需要通过调查研

究了解实情。1961 年初，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

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好作风，

并要求全党把 1961 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

究年。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提出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2］的

明确要求，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基

本遵循和重要指导。

一、情况明：亲自下到基层，深入群众，

系统调研，做到情况了然于胸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3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4 页。　

毛泽东明确指出：“情况明”是一切工作

的基础。［3］“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

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4］他以医生看病和

打仗为例说明搞清情况的必要性，指出：“医

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

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

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

部署队伍、后勤等等。”［5］不了解情况或者对

于情况了解得不够，都无法有效开展工作。那么，

如何做到“情况明”呢？分析毛泽东这一时期

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至少包括以下

几方面。

（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

要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

“情况明”的主体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

只有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

才能正确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和切实解决工作中

的问题。在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4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3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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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点，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

在 1961 年 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

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

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

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

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

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

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

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1］3 月 13 日，在广州

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

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

加的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南三区会议”）上，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

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2］“我们

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

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3］3 月 23 日，中央

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

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

一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

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

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4］。信

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

第一书记”，要把“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

“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5］这些都对推

动各级领导干部亲身下到一线，亲自弄明情况，

更好解决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鼓励各级

领导干部作调查，毛泽东还为一些省、市、区

党委第一书记列举了一些农村地区的关键问题

以供调查研究参考，并希望他们在做完调查研

究后，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和我随时通信。

信随便写，不拘形迹”，“我准给你们写回信”。［6］

毛泽东不仅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7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3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3-254 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99 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199 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275 页。　

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而且以身作则，

首先自己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由于当时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1961 年 1 月

下旬，毛泽东部署了调研计划，直接组织和指

导三个调查组，由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分

别带领，赴浙江、广东、湖南的农村地区调研

生产队工作。他也于 1 月 25 日晚离开北京，经

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

于 2 月 13 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7］在毛泽

东的提倡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纷

纷走出机关，率先垂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到湖南、河北、

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农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平化等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入农村，

实地调研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发。［8］这些调研活动对于摸

透、摸实、摸准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党

在农村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要让群众讲真话、谈实情、说心声

“情况明”的前提是“情况实”，也就是

说，要让群众讲真话、谈实情、说心声，把群

众意见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群众生活、言论、

行为的实际来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在调研中

十分重视这一点。在 1961 年春天南下调研的路

上，毛泽东反复问当地干部：“群众肯说真话吗？

他们敢不敢说话？”［9］他还在亲自修改审定的

《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

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县级以上党委

领导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时，“不要怕听言之有

物的不同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10］

让群众讲真话，就要做到以平等的态度对

待群众。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以自己为例指出：

“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

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

［7］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32-544 页。　

［8］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

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37-938 页。　

［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570 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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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

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1］如果调

查研究摆官架子，见到群众高人一等，很多情

况就无法彻底全面了解。只有平等地和群众交

朋友，才会让群众敞开心扉、敢讲真话。

群众的生活情况、行为举止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真实问题。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

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

这是看得出来的。”［2］他要求各级干部在调查

研究中真正关心群众生活。中央领导同志在基

层调研中带头贯彻这一要求。1961 年 5 月上旬，

周恩来到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走访多户贫

下中农家庭时发现一个普遍问题：社员家里除

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更是没有什么存粮。但还有一些社员违心地说

公共食堂办得好。他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这

才了解到：开办公共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

都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

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

题。此后，周恩来把调研获得的大量实际情况

进行整理，形成了四点意见，向毛泽东汇报，

随后毛泽东将周恩来的意见批转给各中央局、

省、市、县党委，供各级党委检视工作。［3］正

是因为从群众中了解了真实情况，毛泽东和党

中央加快了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和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的步伐。6 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讨论和试

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有效改进了人民公

社工作。［4］

（三）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

究

调查研究是一个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而

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摸清情

况，了解和掌握实际，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不行，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64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3 页。　

［3］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9-410 页。　

［4］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330-

331 页。　

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也不行。必须坚持发展地

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

而不是零散地观察和了解情况。为此，毛泽东

在南三区会议上提出明确要求，“要做系统的

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5］。

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必须对调查研究有足

够的耐心。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

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6］。

因为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

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必须

保持定力，充分搜集从历史到现实的、各方面

的材料。为了能够做到系统调查研究，完整、

准确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南三区会议上号

召领导干部“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

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

统的调查研究”［7］。

做系统的调查研究，还要注意慎重对待和

处理接触到的调查材料，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并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中央在《关

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

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

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

观察”［8］。只有如此，才能弄清楚事情的来龙

去脉，了解事物全貌，才有助于找到本质性、

深层次的原因，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性措

施。这种对情况全面地、综合地把握，才能真

正称得上“情况明”。

二、决心大：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调查研究进行到底

调查研究，必然会遇到矛盾和问题。克服

矛盾、迎难而上还是回避问题、畏手畏脚，是

摆在调查研究者面前的必答题。对此，毛泽东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情况逐步明了”“决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2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78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3 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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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逐步增大”［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要

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改，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下定决心把调查研究成

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一）敢于直面问题

决心大首先体现在坚持问题导向，不回避

问题，敢于直面矛盾。薄一波后来回忆这次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对一段

时间内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上下一齐动手做

调查研究。［2］

早在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

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中的“一平、二调、三收款，

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

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3］。随后，

同年三四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肯

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承认大体相

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同

时决定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

资金物资”［4］。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

又下发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

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该指示信

共 12 条，其核心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认真开展退赔工作。但是，有些地方对这些指

示的贯彻并不是完全到位，导致退赔工作并不

彻底。1961 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

接点出了调研过程中需要下定决心解决的退赔

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

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要看究竟哪些省破

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

周围。”［5］即使破产也要赔，充分体现了毛泽

东在调研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态度。

除了以退赔来解决“调”的问题，还有“平”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4 页。　

［2］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

订本）下卷，第 941-942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0 页。　

［4］《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96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5 页。　

的问题需要解决。1961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在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北三区会议［6］参会同志的

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

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

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

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

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

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

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

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7］

在中央这一时期下发的各类通知、文件中，食堂、

粮食、供给制、“三包一奖”等都是农村调查

研究工作中的重点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

向。

（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调查研究的决心大不大，从工作作风上也

能看出一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假调研，

还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和群众

打成一片，扑下身子、放下架子，以求真正了

解一些实际情况的真调研，这两种不同的作风

和态度开展的调研，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结

果。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倡导，使得各

级领导机关下基层做调研的多了，更接地气了，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1961 年 5 月，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了《关

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材料中谈到了

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

查研究的情况，指出调查工作中“漫无边际的多，

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

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等“十

多十少”问题。毛泽东对这则材料中反映的情

况十分重视，亲自修改和批示印发。在批语中，

毛泽东对调研中存在的不仅没有达到调研本来

目的而且引起基层同志反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如果还是如同下

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

［6］北三区会议，指 1961 年 3 月 10 日至 13 日刘少奇、

周恩来等在北京召集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大区

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4 册，第 190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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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

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

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1］这则材

料在引起全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中的问题，防

止调查研究流于形式、浮光掠影等方面产生了

积极效果，切实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取得实质

性成效。

（三）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

下决心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就不能搞“一

阵风”，而要持之以恒地坚持，推动调查研究

常态化长效化。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对县级

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提出明确要求，要把深入

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每年一定要

有几次”，并且要“造成风气”。［2］6 月，中

央再次发出指示，重申毛泽东 1958 年主持起草

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规定，要

求县以上各级党委“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

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

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3］。这些举措推动了各

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摆

到了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对于在全党范围内

形成通过调查研究想办法、做决策的风气产生

了积极影响。

三、方法对：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

法

方法对是使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的重要保障。在调研主体到位、调研对象明确、

调研决心已下的情况下，调研方法就成为影响

调查研究成效的关键因素。正如早在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就生动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

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

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

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04-505 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199-200 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第 331 页。　

瞎说一顿”。［4］所以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干部尤

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5］1961 年 3 月，

毛泽东专门谈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并列举了

开好调查会、调查会人员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提前准备调查会提纲、亲自出马、深入解剖典型、

自己做记录等多个具体方法。这些方法既精准

有效，又操作性很强，为推动全党有效开展调

查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导。

比如，深入解剖典型。毛泽东将这种调查

研究方法形象地比喻为“解剖麻雀”。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解剖一两个麻雀，便可知所有麻

雀的一般、鸟类的一般。毛泽东对此有着通俗

易懂的解释：“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

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

“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

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6］

他明确提醒同志们调查研究工作不用大水漫灌、

到处调研，否则既浪费了时间，又增加了不必

要的麻烦。

解剖麻雀首先要选好麻雀，也就是要抓住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进行分析。以调研人民

公社为例，一般来说，每个人民公社平均有 30

个生产队，如何尽快摸清基本情况？毛泽东提

出要找好标本，“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

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7］。这就是说，

选准了典型，有利于我们大大提高调研的效率。

当条件发生变化时，选择的对象也不同。在指

导田家英等去农村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时，

为了尽快掌握公社的成绩和失误，毛泽东要求

每个调查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

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并特意嘱咐“中间队不

要搞”。［8］在选好麻雀的基础上，对调研结果

还要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推动感性认识

上升为理性认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总之，如

何选择麻雀，应该结合调研主题进行确定。一

［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39 页。　

［5］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4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60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4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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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要了解全局问题，应该选择各个层次

的典型；而要攻坚克难，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

决的老大难问题，则应选择难点最突出的典型。

选好麻雀之后，还要做到深入解剖麻雀。浅尝

辄止、点到为止，起不到解剖麻雀的作用。毛

泽东提醒领导干部，搞解剖麻雀式调研，就必

须“深入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才能

为“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奠定基础。

如果解剖麻雀不能做到系统分析、综合研究、

透视本质，那么“就不容易找到门路”。［1］

又如，开好调查会。开调查会前，就要根

据调研主题准备好调查大纲，这样才能有的放

矢、有条不紊、开出效果。毛泽东要求各级干

部在调研前就“要有一定的时间”准备，开会

时要“按纲目发问”。［2］针对准备调查纲目的

方法，毛泽东指出，“所谓‘调查纲目’，要

有大纲，还要有细目”［3］，使得调查纲目纲举

目张。在开调查会的过程中，要有民主讨论甚

至辩论的气氛，可以把调查会开成讨论式的调

查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服众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举例说明：“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

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

方案好。”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得出近乎

正确的结论”。［4］调查会的调查对象要广泛，

应当包含调研主题所囊括各个领域、各条战线、

各个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否则，得出的结论可

能出现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情况。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1961 年 3 月回忆了多年

以前的亲身经历：“1930 年 5 月，我在江西南

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

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

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

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

书记……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60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9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7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59 页。　

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5］

正是这些形形色色比较能够代表各行各业的社

会人物所反映的问题极大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

究的内容，促成了《寻乌调查》等经典调研报

告的诞生。

此外，在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

程中，毛泽东还向全党介绍了一些地方党委领

导干部在调研中采取的好方法。1961 年 5 月，

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信汇

报他在思茅地区的调查研究。信中提到了他采

取了既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又与干部进行座谈；

既进行重点调查又进行普遍推算的调查方法，

谈到了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分配、生产工具

的所有制等问题，区分了大多数意见和部分意

见，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各方面的

合理建议。毛泽东阅读这封信后指出：“阎红

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

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

区党委，供参考。”［6］

毛泽东提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的要求，形象生动、提纲挈领，有力指导和推

动了 1961 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在摸清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

进而纠正浮夸风、平均主义的错误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在农业调整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

我国工业、科技、教育等各条战线的整顿也有

序推进。“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是对

我们党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深

刻总结，对于当前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以调查研究推

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朱芃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茅文婷）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64 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50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