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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理论的新境界

◇蒋建农

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就曾经指出：“重视调查

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

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

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

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就符合客观

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

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

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

蒙受损失。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

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

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关于调查研究的社会实践活

动，从他1969年1月到延川县梁家河下乡插队开始，

迄今已经有了50多年的丰富积累。他既有较长期

的基层工作经验（梁家河7年和正定县3年），又有过

分管许多方面工作的经历，特别是还具有主持各个

层级的，如村（大队）、县、市（地区）、省（直辖市）和中

央全面工作的阅历；并且既有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社

会经济生活的切身体会，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各个

阶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和重要参与者，还是新中国

由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完整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人

和领导者。不同寻常的家庭教育与经历和他自己勤

奋学习养成的深厚理论素养，以及长期工作实践中

的感悟与思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推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使他不仅

全面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勤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而且针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党员领

导干部“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

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不同场合发表一系列重

要论述，形成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新观点、新论断。

这些观点和论断，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查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

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确概括，是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坚持实事求

是，是共产党人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前

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

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

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

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

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

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

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

心、付诸于行”。他特别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呼吁“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

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

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一定要“从国情出

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

中国特色”。

其一，不仅反对主观主义，还要力戒形式主义。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调查研究问题上的一大特色。

在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

开学典礼上，他就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过

程中的形式主义作风。他指出：“当前领导干部中，

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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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凡此种种，严重影响决

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

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他告诫党员干部

“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

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

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

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

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

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不仅要“身入”基层，更

要“心到”基层，调查研究才能够取得实效。他在党

的十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主持中央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旨在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要改进

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

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

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

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

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其二，“始终坚持”与“不断加强”。习近平总书

记认为，不能从本本出发，中国的国情是具体的，是

与时俱进的，而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

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出发点，而出发

点只能是客观实际。他指出“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

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始终坚持

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

始终处在发展变化的状态，其产生的矛盾和人们对

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一直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因此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积极探寻

事物的新状态和出现的新情况，应对新的发展带来

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始终坚持”是态度与行动的统

一；“不断加强”是对力度、广度和深度上的期望。既

要一以贯之，又要步步深入和推而广之，还要与时俱

进，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水平和改进调查研究的方

法，这是新时代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总要求。

其三，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

对调查研究有过一个形象比喻：“调查研究就像‘十

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习近平总书记

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

策就像‘一朝分娩’。”两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似乎只

是一个词的置换，却突出了“决策”的重要性，细化了

调查研究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推崇陈云关于

“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

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

时间就够了”的观点，强调“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

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

策的必经程序”。与此相关，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是：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这样，就

使调查研究成为一个由“调查”到“研究”到“决策”再

到“落实”的完整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就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上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

用，认为“无论是制定决策，还是实施决策，都离不开

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

总结基层经验，为作出正确决策创造条件，为检查决

策的偏差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他

的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精髓的生动再现。

其四，精确概括调查研究的定义。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

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

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对策研究透彻，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

这段论述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明确调查研究的对象

是“客观实际情况”；二是阐明调查研究的步骤和方

法，即“调查了解”“分析研究”、透彻研究解决问题的

思路与对策（决策）、“解决问题”；三是用认识论的观

点描述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质，即了解真相与全貌

是调查研究的基础（从实践中来，获得感性认识），把

握本质与规律是“研究”（获得理性认识），提出思路

和对策是“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毛泽东语，指形

成决策），解决问题是根本目的（再到实践中去）。习

近平总书记不仅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进一步对调查研究的概念作出愈加系统、准

确、透彻的概括，并且为全党上下在“始终坚持”和

“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方面，作出杰出的表率。

作者简介：蒋建农，河南信阳人，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党史文苑》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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