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 2

1961 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及其当代启示

刘正妙 刘晓玲

摘 要: 1961 年，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信件、文件和批示中阐述了调查研究思想: 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情况、解
决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

调查研究。深入挖掘 1961 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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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并积极倡导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的根

本方法，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

手段，也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基本途径。在党

的诸多领导人中，他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
1958 年不顾客观条件发动的三面红旗大试

验，虽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短暂的精神盛宴，但接踵

而至的是令人沮丧的困难局面。1960 年下半年，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逐步认识到，有些领导

干部不做调查研究，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

造成困难局面的重要原因。因此，1961 年，他决心

在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

年。他在一系列讲话、信件、文件和批示中阐述了

调查研究思想。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调查

研究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 1961 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载体展现

( 一) 发表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在 1961 年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过多次

讲话，其中，在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较具

有代表性。
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

议上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调查研究问题。他说，要把

工作做好，必须有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条，首

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如果我们不

去做调查研究，就无法做到情况明，一切工作无从

着手。因此，同志们开完会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

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农

村做调查研究。［1］233 － 237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了

做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

要用 手 记。谈 话 的 时 候 还 要 会 谈，不 然 就 会 受

骗。”［1］2331 月 18 日，在这次工作会议结束时，毛泽

东再次讲到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希望今年这一

年，1961 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

事物。”［2］1117

1961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

议( 前期又被称为三南会议) 上强调，党员干部要

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23 日，毛泽

东又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关于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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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某些内容，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工作的方法、调查技术，等

等，作了详细阐述。他还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强调了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希望领导干部在新时期注重并

做好调查研究。
除了上述两次讲话，1961 年，毛泽东还在 6 月

12 日北京工作会议、9 月 1 日庐山中央常委会等其

它会议上讲述过调查研究问题。这些讲话从宏观

和微观上就调查研究问题进行了阐述和细致说明，

对人们全方位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开展调查

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 二) 致信鼓励和督促干部做调查研究
1961 年毛泽东撰写的书信，有 16 封被收入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9 册) 》、《毛泽东文集

( 第八卷) 》和《毛泽东书信选集》等重要文献中。
他在其中 6 封信里面谈到调查研究。

1961 年 1 月，毛泽东致函田家英，要求他将

《调查工作》一文分送给陈伯达和胡乔木，并组织

调查组去浙江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

讲到了如何选择调查研究对象问题。3 月，毛泽东

给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信。他说，我们党的干部，不

能因为忙于事务工作而满足于会议上听报告，不作

调查研究。如果我们不做调查，就不能解决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4 月，毛泽东

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和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

议的通知。在信中，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各地领导

同志，要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 食堂问题、供给

制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等) 进行重点调查，

“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3］579。
5 月 6 日，毛泽东专门就调查研究给四川省委书记

李井泉写信，要求他及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这半个月，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

究工 作，并 和 我 随 时 通 信。信 随 便 写，不 拘 形

迹”［4］484。5 月 14 日，毛泽东在写给湖南省委书记

张平化的信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

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

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

策。”［1］2729 月 29 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要他

们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作两三个星期调

查，同基层群众开几次座谈会。
毛泽东的这几封信，生动反映了他对调查研究

工作的重视。其急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

的心情跃然纸上。
( 三) 修改和审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

文件
1961 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不

少都提及到调查研究问题。其中，《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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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简称指示信) 和《中共中央关

于讨论和试行 ＜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 修正草

案) 的指示》( 下简称指示) 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问

题。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

定的《指示信》( 毛泽东拟定了《指示信》的标题，并

加写和改写了部分文字) 。《指示信》高度评价了

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联

系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

行系统的典型的调查研究。“总之，一切从实际出

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的首要准则。”［5］226 进而，《指示信》指明了

调查者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1961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的

秘书田家英起草的《指示》。在《指示》发布之前，

毛泽东对其进行过两次修改，并于 6 月 11 日、15
日，写批语赞赏《指示》是很好的文件，可以作为各

级干部学习的材料。《指示》的主旨是要领导干部

在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的过程

中，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使之完善。《指示》总结了

1961 年上半年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

今后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

示》说，从 3 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和地方

党委委员大多数都开始注重调查研究，这种风气应

该继续发扬。在以后的工作，我们更要严格遵守毛

泽东同志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中的

规定，用马克思主的观点深入群众做调查。
( 四) 批转有价值的调研报告、材料和干群

来信
1961 年毛泽东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进行调

查研究，在全党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少干部纷纷走

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了比较扎实的调查研究。在

此期间，他们给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许多有典型意

义和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材料和信件。毛泽东及

时地批转了其中的一部分，供各地参考。据不完全

统计，1961 年 5 月，毛泽东就批转了十多件，大部

分加写了批语。例如，1961 年 5 月，云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信，介绍他对社队规模问题、公

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和所有制问题的调查情况。
毛泽东收到调查信后，认为:“此信写的很好。他的

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4］501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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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其发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又

如，1961 年 11 月，邓子恢给毛泽东并华东局报送

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

查报告，毛泽东阅后为其写了批语:“邓子恢同志这

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认真调查研究

……建议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

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

作。”“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4］605 － 606总之，

毛泽东积极批转这些调查报告、材料和信件，使大

量调查成果得到汇集，有利于各级干部交流经验，

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 1961 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但反对没有目的的调查

研究。他认为，如果调查研究没有目的，就可能会

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

成了灾难。［4］504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毛泽东指

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情况，进而解决问题。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

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261 他反

对为了报表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调查。“那种既

不提出问题、又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是没有用处

的。”［5］3801961 年，毛泽东进一步谈到了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进行调查研究的具体目的。他说，建国以

前，进行调查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

题。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目

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国

后，我做过的两次调查研究，一次是为了解决合作

化问题，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1］257 － 261 目

前，公社管理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两个平均主义问

题、粮食收购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按劳分配问

题，等等，是应重点调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

外，毛泽东还讲到，通过调查研究，可能会达到一些

次要的目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忽略了主要目的。
( 二)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做调查研究
亲自出马做调查，有利于调查目的的实现。毛

泽东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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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个平均主义问题) ”［1］250; “省委第一书记要亲

自做调查研究，……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

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1］252毛泽

东认为，领导干部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他们注重亲自做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
这几年一些领导干部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

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

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被动，出

现了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书面报告、报表也可以

看，但是这与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两者是

两回事。“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

要报表，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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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 254。
毛泽东提出 1961 年要亲自做些调查研究:“大家作

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
现在 我 要 搞 几 个 调 查 的 基 地，下 去 交 一 些 朋

友。”［1］253“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

研究工作。”［1］237 另外，毛泽东还指出，领导干部亲

自出马做调查研究，一定要抓重要问题，做典型调

查。他举例说，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要

对其问题进行了解，只需调查其中三个就行了，一

个最好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坏的。这样既可以

集中力量解决重要问题，又可以避免陷入细枝末节

的调查而影响其它工作。
( 三) 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贵在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调查研

究思想的精髓。毛泽东认为，要做实事求是的调

查，一是调查者不能带着成见或者框框去作求证式

调查。带着成见和框框下去，调查者就会按图索

骥、按需求证，把事情看走样。因此，调查者一定要

减少主观感情、意志和愿望的影响，从客观事物本

身中引出结论。“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

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

翻”［6］7。“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

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5］226。
二是调查者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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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如果调查者仅仅只是收集材料，不

对其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加工，就可能会产

生片面性和表面性，无法找到带规律性的东西，无

法弄清楚事情的原貌，无法实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的目的。“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

想，……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1］258。
( 四) 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他们最有才智和经验，

最能了解情况:“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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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

底。”［6］1因此，领导干部作社会调查，就是向人民群

众做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必须走群众路线。“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

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4］518。“要坚决走群众

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

为政策贯彻执行”［4］494。进而，毛泽东指出，调查研

究走群众路线，关键是调查者在调查中，不能采取

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态度，应采取当小学生的态

度。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 量) 的。不可以当

钦差大臣，在生活上不许特殊化，不许增加基层干

部和群众的负担。否则，调查者就无法从感情上和

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

泽东对脱离群众的调查者非常反感: “做调查的那

些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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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5

( 五) 调查研究无止境
调查研究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具体实践活

动。毛泽东认为，主客观世界是运动着的，变化着

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逐步深

入的，任何人也不能例外。［6］9我们需要长期进行调

查研究，使我们的认识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

国。在毛泽东看来，即使中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

会，调查研究仍然是必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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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毛泽东指出，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许多领导干部没有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那样坚持不懈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工作里出了很多

毛病。［4］505关于如何才能让领导干部长期坚持不懈

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很有创见地提出:“各级党委要

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4］518 1961 年，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调查研究成为党中央各种规章

制度的重要内容。

三 1961 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启示

1961 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在党内外产生

了重要影响。结合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

际，笔者认为 1961 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仍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 一) 调查研究是发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中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基本方法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

也存在不少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

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

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7］5 要正确认识

和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掌握其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也即是说，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深入实际，做

细致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言之，问题的解决

与否是衡量调查研究实效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

平曾强调:“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

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

把问题解决好。”［8］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

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而是借调研扩

大自己的影响，树立个人的形象，满足个人私欲，那

么，这样的调查研究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
( 二) 调查研究是新时期提高党的科学执政能

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指党制定和运用正确路

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本领。当今中国，如何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立

于不败之地，如何在国内顺利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关键因素在于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会促进党执政能力的显著提升。从宏观

方面来说，有效的调查研究，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

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而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

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正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我

国 6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党制定的正

确方针、路线和政策，无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把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9］9 大跃

进时期，党的执行能力提升受到影响，也正如毛泽

东所讲的那样，因为我们党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调查

研究。从微观方面讲，领导干部亲自到基层作科学

的调查研究，有助于其综合能力的提升。习近平指

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
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8］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

的培养，离不开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更离不开广

泛的调查研究。
( 三) 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

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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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当前，在我们党内，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状况总体是好的。不少领导干部能够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但是，我

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贯彻和落实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

问题。［10］如，有的党员干部经年累月呆在办公室，

很少下基层，接“地气”不够; 有的照抄照搬本本，

唯上、唯书、不唯实; 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靠经

验吃饭; 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唯意志论。凡此

种种，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在

新时期大力提倡调查研究。首先，从实际出发是实

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前提和基础。其次，实事求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11］12 最后，实事

求是要求人们在工作中克服主观主义，调查研究是

客服主观主义的锐利武器。总之，坚持实事求是，

必须调查研究; 不搞好调查研究，就不能很好地做

到实事求是。
( 四) 调查研究是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

系的中心环节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面对人民的

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

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

败之地;……我们党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7］他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多

次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

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

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

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12］保持

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我们党的生存之本。
调查研究是干群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开展调查

研究，有助于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在了解与被了

解、调查与被调查的过程中增进感情，建立血肉联

系。换言之，认真而切合实际的调查研究，能够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紧迫问题，使党群关系更为

融洽、和谐。但是，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开展的

调查研究，不仅没有密切党群关系，反而影响了党

群关系的健康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领导干部在

进行调查研究时要正确地看待群众，虚心向群众学

习，采取眼睛向下的态度; ［13］6 要把群众关心的问

题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对群众负责，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调查研

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风上要艰苦朴素，反

对官僚主义，反对奢侈浪费，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

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等等

( 五) 调查研究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全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

大社会实验和创新，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不

同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同的目

标和任务，面临着不同的风险、挑战与危机。在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停留

于历史的经验和已有的成功模式，更需要时时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地进行调查研究。如何保证调查研究经常

化? 建立和完善制度是关键。一是要坚持和完善

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二是要

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三是

要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的联系点制度。［8］惟其如

此，才能确保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长期

坚持的实践活动，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兴旺发达，实现伟大的国强民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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