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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 

作者：卢洁

文章来源   《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一书,摘
编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语一百余段,选辑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
文章21篇,收录了他们撰写或指导撰写的调查报告9篇,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
的思想和实践。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兴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之风,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 

第一,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与理论的链条
中,调查研究是重要一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人民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反对从“本本”出发、脱离
实际的教条主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从而做到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
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并且深刻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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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把调查研究同思想路线、思想
方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那以后,“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语汇,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1941年3月延安整风前夕,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对中国革命危害极
重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亲自将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撰
写的11篇调查报告收集、整理为《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
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并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
说。这期间,他还多次郑重地指出,不做调查,这是一种危险。“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
头。” 

革命时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建设时期同样如此。1956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少奇在党的
八大的政治报告里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反对不做调查研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反对用空谈代替调查,由
感想定出政策,全党要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
“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50年代后
期,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其中重要原因是头脑发热,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为纠正“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以端正思想路线。
他重申“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着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
究竟是从“本本”出发,搞“两个凡是”,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
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
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
展。”那末,怎样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呢?他仍然强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由此可见,重
视不重视调查研究,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坚持思想路线的大问题。邓小平、陈云常讲“摸
着石头过河”,其中就包含着在摸索中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意思。 

第二,关于正确的决策来源于调查研究。正确的决策只能建立在周密地了解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
和判断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石。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
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就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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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指
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任务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据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这一领导工作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毛泽东多次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
下情,就没有原料,没有半成品,就不能制造出来产品。并指出:“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
实践中。”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多次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周
密、全面地搞调查研究。这也从反面证明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正如陈云所说:“难者在
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他反复强调:要用90%以上的时间去做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
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才会避免和少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调
研, 50年代后期关于压缩钢铁生产指标决策的调研, 60年代初关于调整农村政策的调研,是陈云通过调研
作出正确决策的范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对于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们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
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
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才能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周密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精细
研究调查所得材料,正确把握它的规律,做出正确的决议和指示;必须通过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对工作
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做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
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还提出要绝对禁止少数人不做调查研究,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搞出害死人
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第三,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本措施。党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它们也是党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
把调查研究同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联系起来,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
的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从党的历史上来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往往都是从确立和坚持党的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开始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往往是转变党风、
端正思想路线的先导。延安整风是如此,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伟
大历史性转折也是如此。1941年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毛泽东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
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此, 1941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批评了缺乏调
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指出这是极坏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出要“使这种了解
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内
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根本上转变党的作风,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摸清情况,调整政策,解决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
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旨在克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瞎指
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等风气,转变党的作风。1961年3月23日,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
央局、各级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要使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的首要准则”。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并且定出制度,
造成风气。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下去调查研究,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党风明显转变。在1962年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仍强调全党要调查研究,形成风气,以此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第四,关于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
要性,而且回答了怎样去做调查研究,怎样“做正确的调查”的问题。 

首先,领导干部要亲身从事社会实际调查。他们指出:凡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
实际调查,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不能假手于人,书面报告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
调查是不相同的;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要和工人、农民接触,增加感性知识,这样才能对实际情况摸底,
心中有数;不能一味忙于事务,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汇报,看书面报告,或靠报表来了解
情况。其次,要做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他们指出: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的任何一方面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
础;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深入研究;要加强对历史、对环境、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
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比较、
和过去的比较,还要和国外的比较,才能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再次,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
度和方法。 

他们指出:调查研究要有满腔的热情,“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求知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要放下架子,同群众做朋友;调查研究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并且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典型的调查
掌握一般情况;要找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并多注意听反面意见;为了弄清事实,需要交换、比较、
反复,既要占有更多的材料,又要抓住要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毛泽东曾明确地提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训。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总是时时刻刻提醒全
党要重视调查研究,不断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新问题。江泽民在1993年曾指出:“尽管
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
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显得更为重要。”2005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
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 

为了更好地实践党的指导思想、宗旨、路线、纲领和奋斗目标,就必须搞好调查研究,这是我们学习老一
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相关论述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一定要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理论创新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
不断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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