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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理论与调研实践撮要编

　　本编共16篇文章,其中3篇是阐述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写作的,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始终是指导调研实践活动的指南。
另外13篇文章,有7篇是调查报告 (含相关评论与社论2篇),分别

涉及厂矿干群关系、河北县域经济 “十强”、内地和香港的经贸合作,
以及群众集体访数量上升原因与对策等方面,这些调查报告经作者牵

头或本人进行调研后,撰写而成;还有6篇虽然不属调查报告 (应用

文体),而是议论文体,但其成文都是作者亲自调查研究的成果。这说

明,调查研究之花,可结出不同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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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调查研究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是我们党的调查研究活动的伟大先

行者和最积极的倡导者。我国革命是在国情相当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

合起来,同一切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

争,是贯穿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展

开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并且是为解决

历史提出的这个重大课题服务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为了寻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就提倡和致力于调查研究,他广泛接触工农,

了解社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对在从事工运、农运和统战工作中获得的大量调查材料,

进行综合分析,写出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并

写了有名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和党

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

民问题的理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 《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

查》和 《才溪乡调查》等报告,为制定和完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商

业政策等提供了依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

自己继续坚持从事调查研究实践活动,而且在他提倡下,发布了 《中

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

定》,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经常深入

各地视察,并亲自领导和组织了几次由中央和省的领导干部参加的重

要调查研究活动。著名的 《论十大关系》、农村人民公社 “六十条”等

文献,都是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后写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毛泽

东晚年亲自作调查研究少了,或者在调查研究的指导上存在 “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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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但是,整体来讲,毛泽东仍无愧于是我们党的从事调查研究活

动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榜样。

毛泽东不仅在开创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方面作出了重大

贡献,而且他对调查研究的思想即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方法,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被

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

命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他们积累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但是,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世界观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学者的调查研究理

论和方法,还不能说是科学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调查研究置

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认识

方法。毛泽东在反对 《本本主义》、《调查研究的序言和跋》和 《农村

调查文集》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他的著作里论述调查研究问题之多,思想内容之丰富和深刻,在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因此,他不愧是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理

论的奠基人。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教导,对于在新

时期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巨大深远的

意义。

一　调查研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也是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调查研究是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也就

是把实践引入了认识领域,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判断认识的标准,

这样既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又同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划清了界限,

使认识论真正变成了科学。毛泽东抓住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写了 《实

践论》这篇光辉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理。在改造社会、

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实践的主体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群众。因此,坚

持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必然要坚持群众观点。毛泽东把 “实践———认

识———实践”这个认识路线的公式,同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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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坚持下去”的领导工作路线的公式结合起来,认为由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概念、判断形成的过程、推理的过程,也就

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过程,就是经过宣传解释,

把领导的思想观念化为群众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见诸行动的

过程,也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然后,再从群

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

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总之,依靠

群众的实践来认识世界,又依靠群众的实践去改造世界,这是毛泽东

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谛所在。

那么,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上

面谈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公式或路线为解决主观与客观相

符合问题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但并不等于现成地就能把这个问

题解决好了。要实现认识论的公式或路线,关键的一环,必须进行科

学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 《反对本本主义》,深刻地

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提出了 “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② 的著名口号;一年后他又提出了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

样没有发言权”③ 的口号,以此对前一个口号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发展。

这两个口号表明,没有科学的调查研究,就不能取得对客观环境的正

确认识,因而也就失去了 “发言”的权利;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而硬

要去 “发言”,那只能是瞎说一气,于认识事物毫无裨益。可见,要不

要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

1958年毛泽东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中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

究和认识论的关系,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就是调查

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④ 任何概念和判断的形成过程,推

理的过程,都是认识事物的过程,而要认识事物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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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作战计划的制定为

例,讲到人们认识情况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他说:“指挥员

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

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

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

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

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 这里讲的虽然是关于

确定军事计划的特殊认识过程,但它体现的思想原则具有一般性的意

义。一般地讲,任何方针、计划等领导决策的确定,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就是 “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调查和研究”——— “按照

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样一个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原则不

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

义的观点。”②

可是,对于某一具体过程来说,制定了方针、计划等,还不是认

识过程的终结。认识不但存在于方针、计划等制定之前,而且存在于

方针、计划等制定之后。当某一方针、计划,从开始执行起,到最后

实现,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第一个认识过程

产生的方针、计划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加以检查,

就是根据实践的标准予以验证。经过调查和验证,原方针、计划和实

际情况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对于后一种情形,

必须依照新的认识,形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方针、
计划加以改变或部分改变,使之符合新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

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鲁莽家不知改

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③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贯穿于 “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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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始终,并且是实现认识和实践统一的重要方法。由于人类的认识

运动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限的,没有尽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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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

二　调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毛泽东从调查研究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对

调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其主要点是:

第一,调查研究是实现领导机关基本任务的保证,毛泽东说:“要
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

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

世界。”② 领导机关要完成这两大任务,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因为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③ 至于 “掌握政策”,同

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原因是,任何政策不仅在制定时要通过调查研究

去进行,而且在实施中要靠调查研究去检查、修正和完善。我们看一

个领导机关是否坚强有力,就要看抓调查研究的状况如何。只有经常

地全面地周密地做好调查研究,才能保证做到 “情况明、决心大、办

法对”,这样的领导机关才会是坚强有力的;不然,就会情况不明,决

策失误,而且对决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也不甚了了,这样的领导机关

只能是软弱的,官僚主义的机关。

第二,调查研究是履行好领导干部基本职责的前提。毛泽东指出: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

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 ‘出主意’一类。”④ 所谓 “出主

意”,就是决策;“用干部”也包含决策内容。领导决策水平的高低直

接反映领导水平的高低,而正确的决策必须以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为前

提。如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没有调查研究也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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