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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调查研究：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关键①

乔　凯１，齐玉龙２

（１．蚌埠医学院 药学系；２．蚌埠医学院 党办，安徽 蚌埠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具体表现在：调查研究活动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要实践基础；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调查研究规定是毛泽东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调查研究实践、创新调查研究理论和形成调查研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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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命题和任务。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０８ＢＫＳ０５９）；２０１３年安徽省高校质量工程项目（２０１３ｓｚｘｍ０３２）
作者简介：乔　凯（１９８３－），男，安徽蒙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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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制度规定的品格和实践探索的特征，毛泽东总是从实践、理论和制度３个方面推动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而毛泽东开创的调

查研究传统是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我们有必要从实践、理论和制度３个方面学习毛泽东
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　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１］。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终于完成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张

通过社会调查来建立社会理论，他拟定了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提纲和《工人调查表》。恩

格斯为了解工人的具体情况亲自到许多城市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共计２１天，最终写就《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论》等都是通过调查研究，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

上完成的［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事

实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伟大胜利。

（一）大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同学“游历”千里，试图通过“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来熟悉和了解中国社

会的历史与现实。起初，毛泽东认为城市工作更为重要，理应优先得到解决。１９２４年，毛泽东因病回湖
南老家休养，同时利用各种渠道作了多次调查活动。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

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３］１０７。此后，毛泽东经常深入工矿和城乡，考察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生

产状况。通过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进而指出动员并组织农民参加斗争是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否则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１９２７年，为了驳斥对农民
运动的责难，毛泽东进行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调查区域覆盖衡山、湘乡、湘潭、醴陵和长沙等湖南五县，

在获得珍贵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田野研究作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４］。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指挥打仗、行军的同时，始终不忘调查研究工作。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

率领部队开辟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等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

么能够存在》，阐释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论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

可能性［４］。１９３０年前后，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进行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

冈乡调查、长汀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写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报告。从文本来看，毛

泽东正是通过调查对农村根据地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土地政策、阶级状况、文化教育、商业交通、家庭

伦理和宗祠族权等情况才有了大致了解。他曾明确指出：富农与地主的区别是在寻乌调查后明晰的，进

而提出差异化的解决策略；雇农与贫农的不同是在兴国作直接调查后明白的，进而重视发挥贫农团的

作用［５］２２－２３。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１９４８年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为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胜利打下了重
要基础。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６日到达兴县蔡家崖，毛泽东对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进行了调查，通过
召开座谈会向区县干部、土改工作团成员和贫农团代表了解农村群众动员、土地占有和阶级比例等情

况。１９４８年４月７日，毛泽东在繁峙县伯强村邀请村干部和贫农团成员参加座谈会，了解当地群众生
活、农业生产和土地改革情况。４月１１日，毛泽东来到阜平城南庄，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参加了由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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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主持的阜平、曲阳和定县三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汇报会并向与会

干部调查了解情况。得益于这些具体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对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整党整军、土地

改革和政权建设等情况有了准确而细致的了解与掌握，并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调整。

这在毛泽东撰写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中都可以得到很好地反映，如《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不同地

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６］。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研究活动

建国后，毛泽东开展的调查活动并不象革命战争时期那样顺利，而是历经反复、比较曲折。在过渡

时期，毛泽东对全国很多区域进行视察，调研不同行业情况，倾听当地干群的呼声，并发动党内领导干部

进行大量调研活动，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富有成效［４］。然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党

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局面。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１９６１年１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
查研究，使１９６１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分别带领调查组到浙
江、广东和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结果。此后，各级政府和领导纷纷开展调

查研究。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党中央发现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条例

和政策，不利局面也迅速得到扭转。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

能来源于调查研究。”［７］１４８

二　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
毛泽东在开展调查活动的同时，非常注重对调查工作进行提炼和总结。他通过调查不仅写下了具

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田野报告，为把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供了借鉴和启示，而且将相关感受与

体会形成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８］。这些思想涉及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明确目的、重要意义和正确态

度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构成。其中，毛泽东于１９３０年５月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
是其调查研究理论创立的标志。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方法既是正确的工作策略，又是有效的领导艺术。他曾在《反对本本主

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那种不对矛盾的历史情况和客观实际进行调查就瞎说一顿的错误做法，并认为

这种应被共产党员视作耻辱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大量存在。为此，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

权”［５］１。为让更多的党员干部认识到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坚决对“唯书”、“唯上”的不良倾

向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曾明确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如理论与实际有

效沟通的桥梁是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的中心环节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唯

一方法是调查研究。

（二）调查研究的明确目的

毛泽东高度肯定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但并不认同为调查而调查这种做法。他反复强调明确的调

查目的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在有问题需要解决时才应进行调查研究。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支

持，推翻反动政权，消灭地主剥削，打倒西方列强，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重要任

务。但由于当时党内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缺乏了解，必须通过深入实地的直接调查才能弄清楚各阶级

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合理的策略。在遇到问题、面临困难时，我们应该怎

么办？他呼吁应该亲自到实地看看、走走、问问，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加以针对性的调查

研究。对于调查与解决问题的关系，他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

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５］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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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认为，采用科学方法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概括起来说，毛泽东运用的调查方

法既有典型调查，又有一般调查；既有直接调查，又有间接调查。毛泽东曾把典型调查比喻为“解剖麻

雀”，把一个地方的各个方面研究清楚、透彻，然后推广到其他同类地方，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就有

了基本了解。毛泽东以典型调查为主，但不忽视一般调查。为了确保调查材料的全面性、准确性，毛泽

东把点上的材料与面上的材料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对照，进行多点综合分析［９］。毛泽东进行实地调查

的主要形式是开调查会，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实地调查具有深入、准确的优点，但是获得的材料

是局部的、静态的。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他也重视间接调查方法，充分利用历史文献

和报刊杂志，以使调查材料具有广泛性、全面性。

（四）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重要途径，但是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保障。一

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从存在的社会事实出发，根据调查得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研究。也就是说，

研究结论的产生应该在调查活动结束后，而不是在调查活动开始前。二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态度，拜

群众为师，以小学生的姿态进行调查研究。换言之，我们的调查要聚焦基层、深入一线，向群众请教，抱

着学习的心态。因为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倾听群众真实呼声，最终制定出符合群众

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决策。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调查者一定要获取群众的信任，与之建立和谐的

关系，这样群众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调查才能取得丰富的真实材料；否则，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

调查，必然得不到群众的配合，难免会陷入“走马观花”、一知半解、粗枝大叶的境地。

三　调查研究规定：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了一套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

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呼吁党内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活动，积极推行调查

研究计划；抗日战争时期，经由毛泽东起草、党中央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推动了调查

研究制度化、规范化。

（一）调查研究常态化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为了提高指战员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水平，就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规定下来。１９２９年９月１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赴上海，曾向中央军委就调查研
究工作汇报三点：一是红四军把调查研究作为优先进行的工作；二是调查研究活动组织化程度较高；三

是调查表的制定由政治部负责，项目内容比较丰富。同时，红四军在第九次党代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到调

查研究工作，强调这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此外，红四军政治工作纲领中有调查研究方面的内

容，对负责制作和下发调查表、指导和督促调查统计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１０］。

为了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毛泽东于１９３１年４月２日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总政
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在通知中首

先提出并得以具体阐述。在这一通知中，毛泽东提出从事调查需注意几个方面：调查者必须对调查活动

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调查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繁琐，对大量数据进行统计；调查者应使用阶

级分析方法，防止将不同人群的阶级阶层情况弄错［１０］。

（二）调研内容系统化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整顿党内的党八股、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风气，毛泽
东认为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确保党内领导干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党中央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发布
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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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专门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简称《决定》）是由毛泽东起草的，自此以后，调查研究成为我

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首先，《决定》指出：我们要辩证地认识２０年来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
既取得成绩，也存在不足。其次，《决定》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党内尚未形成共识，很多同志

并没有认可这一真理，不进行系统的调查就制定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决定》指出：我们党不断

壮大，担负着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不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要在对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国情、省情

以至县情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动员各方力量参加革命。最后，《决定》指出：调查研究机关应在

党政军机构内普遍建立，作为实施调查研究的直接推动力量，同时，要求把党政机关人员调动起来作敌、

友、我三方阶级、文化、军事、经济、政治情况的详细调查，也可以学校为基地，培训获取敌、友、我三方真

实情况的知识和经验［１１］３６０－３６３。

（三）调研机构多元化

《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是《决定》的配套文件。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中央调

查研究局，主要承担国内国际阶级、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调研，下设三个部门，即党务研究

室、政治研究室和调查局，二是各独立区域省委或党委、南方工委、上海市委、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华

中局和北方局等成立调查研究室，负责管辖范围内敌、友、我三方阶级、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情

况的调研，形成研究报告和调查总结。同时，区域调查研究机构应将调查资料交予上级领导机构中央调

查研究局，调查研究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和指导也由中央调查研究局提供［１２］。

从党的历史看，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任务，而且以调查研究的实践、理论和制

度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江

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需要解决的

问题十分繁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我们的，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１３］。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从新时期的实际出发，努力从实

践、理论和制度等方面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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