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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与新时代融合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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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直接调查、坚持群众路线为

特征的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 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有用技术,要加强学习借鉴;互联

网调查与大数据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强大工具,要科学进行应用。 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从群众出发

的直接调查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调查统计技术,综合运用现代信息交流工具,不断创新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形成适应

时代发展需要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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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实行的基本工作方法是“调查

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人

民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文

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调查研究方法,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

和宝贵经验,过去是新时代依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

科学方法。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对中

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质疑和批评。 一些人认

为,共产党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典型性难以确定,
主观性臆断性强,带有感情因素,容易出现片面认

识,在现代化快速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的社会显得

落后了。 学界乃至政界相当部分人对西方调查统计

方法趋之若鹜,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用西方的方法代

替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 如果对自己长

期使用的方法缺乏正确认识,就难以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这个问题急需要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正本清源。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

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的调查研究

方法,同时强调调查研究方法要“与时俱进”。 他

说:“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

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

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

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

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

领域。” [1] 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正确处理中国共

产党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现
代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推动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

和融合创新指明了方向。

一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

究方法的传统一脉相承

伟大的实践造就科学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调

查研究方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和构

建的。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艰辛、规模宏大、斗争

复杂,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很多生死

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总是能作出正确决策,化危为

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

利[2]。 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就在于他科学的

调查研究方法。 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

实践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奋斗行为,而是党领

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集体实践。 在总结党和人民

群众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调

查研究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探索与党领导人

民革命斗争实践的统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



究方法的基本特质和初始形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大

量进行的是深入实地,直接面对群众,解剖典型的直

接调查。 从学科结构来说,调查研究方法有三个层

次:在方法论层次,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

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基本方法

层次,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以实地调查为主,定
性分析为主;在具体方法层次,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

的具体方法包括观察、访问、座谈、蹲点“四部曲”
等。 这些调查具有鲜明的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科学性是其内在核心属性,直接深入群众深入

现场是其基本路径,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调查研究

方法相比突出实践性,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相比突

出群众性。 这种从实践从群众出发的直接调查方

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框架和

主要范式。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在新时期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响

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调查研究。 他曾说,要把调查

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前夕,
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是邓小平与错误思潮进行斗争

的武器。 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

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

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 [3]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 几乎与筹备中

共十二大同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

农村调查》,并在 1982 年底正式出版,其中第一次公

开发表毛泽东所写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 有学

者认为,曾担任寻乌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与《寻乌调

查》渊源颇深。 通过发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邓
小平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精髓的评定[4],
表明要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传统,务实开启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江泽民高度重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

家传承下来的调查研究方法。 他指出:“无论在调

查研究的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毛泽东同志和邓

小平同志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5] 在毛泽东“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的基础上,江泽

民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
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的著名论断。 弘扬党的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传统,领导干部是关键,
江泽民提出具体要求:一年中,领导干部必须抽出一

两个月的时间,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写调

研报告不能假手于人,必须亲自动手;报告要把握真

实具体的问题,要有自己观察思考的内容,要提出有

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6]。 这些要求与毛泽东、
邓小平对调查研究的要求是一致的。

胡锦涛在新世纪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

良传统,率先垂范,深入到基层一线做调查研究。 他

特别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切实加强

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调查研究[7]。 他喜欢利用节假

日,深入群众家庭,一边了解情况,一边送去党和政

府的温暖。 自 2003 年起,每年春节,他在基层与群

众一起过节,同时进行调查研究。 胡锦涛的新春足

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不仅体现了他调查研究方法

贴近实际的特色,也体现了一代亲民总书记深切的

为民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党的调查研究传

统,立足时代发展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习近平

调查研究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的调查

研究方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调查研究的新论述,在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是问题性,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

研究涉及科学发展、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热

点难点问题[1]。 二是全面性,习近平认为,“当县委

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

区” [8]。 三是随机性,习近平指出,“调研中可以有

‘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

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调

研” [9]。 四是创新性,习近平是率先提出利用网络

来开展调查的中共领导人[10],提出“要适应新形势

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

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 五

是群众性,习近平在调研中常常深入群众家庭,观察

群众生活细节,与群众拉家常,还帮群众出主意解难

题。 六是纪律性,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次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发布了由习近平提出的改进工作作风的

“八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排在八项规定的第一

条。 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中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以上

率下,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较

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二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

本路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当今世界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所处的

时代相比,科学技术和人们的生活环境都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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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变化,各种新型调查方法、技术和工具层出不

穷,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未因

此过时。 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从群众出发的直接调查

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说到底,
就是要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际、领导和群众的

关系问题。 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指示了认识和改造中

国社会的主要原则和基本途径,其科学性和实效性

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严格检验,在学界和政

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习近平强调的“始
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指的就是坚持党的

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这个传统的精髓要完整继

承,一些具体方法在新时代也可以直接推广和复制。
(一)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是认识事物的关键。 以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调

查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指出,“调查就是

解决问题” [11]2,强调要“有的放矢”,这个“的”是中

国问题,“矢”就是调查研究。 然而,现实中不少人

常常从主观的意愿出发,在调查研究中喜欢总结成

绩,回避问题,或者对问题轻描淡写。 很多的调查研

究,难以深入下去,也不产生实际效果,重要的原因

就是问题意识不强。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搞调

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 [1] 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和矛盾。
只有不唯书、不唯上,带着真问题到群众中去进行调

查研究,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和使命。
(二)坚持直接调查

毛泽东曾说:“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

下来。 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11]10-11 他开创了“亲身

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的“四部曲”:观察、访
问、座谈和蹲点,这“四部曲”的关键是直接面对群

众。 邓小平高度重视毛泽东直接面对群众的调查,
曾尖锐地批评不少领导同志“在自己和群众之间,
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 [12],要求在进行调查研究

的过程中,一定要设法绕过与群众之间的重重障碍,
亲自直接了解实际的情况。 这种接触式直接调查与

间接调查相比,调查者更可以把握真实环境,积累更

多感性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奠定坚实的基

础。 事实表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是不是共同“在
场”,有没有面对面,搜集的资料和对资料的理解是

有很大不同的。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要像中央所

倡导的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端一端老百

姓的饭碗,睡一睡老百姓的床铺,闻一闻老百姓的汗

味,听一听老百姓的牢骚”,通过直接接触达成对调

查对象的正确理解,获得对问题的深刻认识。

(三)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反复强调, “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

去!” [13]“向群众寻求真理” [14]。 毛泽东在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所作的调查,用社会学界的术语可称为

是“田野调查”。 这个“田野”并不是特指乡村,而是

基于一定区域,生于斯、长于斯之人、事、物交织而成

的社会关系[15]。 深入田野,就是要进入这种社会关

系之中,与群众友好互动,开展群众参与式调查。 只

有充分尊重群众,群众才会感到自己的意见建议是

有价值的,才会产生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从而调动自

己多种资源,协助调查者进行调查。 调查者在这个

友好互动的关系中,不仅能够得到真实的材料,还能

够获得解决问题的启示和灵感。 到群众中去,必须

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给

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
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11]790 新时

代党员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就是要拜人民群众为师,
沉下去倾听群众的心声,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也让

群众感受到共产党和每个党员干部为民解忧的热情

与真诚,汲取他们的智慧,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获
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　 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有用技

术,必须加强学习借鉴

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开辟了认识和把握中

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科学道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

色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方法,相反,中国

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是在与其它方法交锋交融中发

展起来的。 西方社会科学界吸收现代科学发展成

果,创造出来的一系列调查统计方法和技术,对认识

中国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帮助作用。 在认识中国社

会上,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与西方调查

统计方法可以形成互补,学习和融合西方调查统计

技术,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
(一)正确认识西方调查统计方法

相对于以实地定性调查为主的调查方法而言,
西方现代调查统计方法遵循类似自然科学的程序,
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测量,用搜集的数据代入模

型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和

时间序列等分析,显得客观、科学,实施起来也便捷。
然而,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

盲目崇拜,现实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所以,要实

事求是地看待西方现代调查统计方法,既看到其

“先进性”的一面,也警惕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缺

陷:一是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揭示事物的内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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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一些调查成果大量罗列某些数据,却不能解

释实质性的问题。 二是数理模型的滥用,使调查研

究的结果脱离现实,却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 三是

照搬的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适应中国国情。 西方

调查统计方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
中国照搬使用会与中国文化产生冲突,难以得出符

合对我国发展有价值的结论[16]。
(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传统与西方

调查统计技术需要融合互补

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虽

然具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着调研对象代表性难以

检验、调研过程缺乏严格标准、调研结果难以比较、
调研时间周期长等问题。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使得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这些缺陷越来

越明显。 因此,改革开放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一传

入我国,立即在学界和政界受到欢迎,一段时间成为

了科学调查的代名词。 在一些人那里形成一个公

式:科学研究 =定量研究 =西方调查统计。 面对着

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一些人全面进行肯定,认为只有

应用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的调查研究才是科学和有

效的,提出要用“先进”的西方现代调查统计方法来

取代传统的落后的调查方法。 另一些人则持全面否

定态度,认为西方现代调查统计方法是为资本主义

制度服务的,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和集团分化问

题,毫无可取之处。 其实,这两种都是极端看法,都
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必须清醒认识

到,借鉴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为了丰富中国共产党

传统调查方法的形式,但决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调

查研究方法去适应西方调查统计技术。 同时也要看

到,随着时代发展,必须借鉴西方调查统计技术,突
破囿于传统的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

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三)推进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以实地调查为主,
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代表着两种基

本的调查研究途径。 不少调查研究者在实践中体验

到,如果单纯用实地调查方法,难以实现精确化的量

化管理。 但如果离开了实地调查方法,纯粹用问卷

调查方法,可能将活生生的调查变成玩弄表格、数据

的游戏。 把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是改革开

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领域一个重要的探索,其实质

是把中国共产党定性的调查研究方法与源自西方的

定量调查统计方法结合起来,实践中从三个方面进

行探索:一是把观察、访问、日记台账与扎根理论等

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实地调查方法。 二是

利用计算机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综合运用普查、抽
样调查和重点调查,丰富和完善问卷调查方法[17]。
三是在进行典型案例调查的同时进行问卷调查,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从宏

观到微观,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四　 互联网调查与大数据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强大工

具,必须科学进行应用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

的工具。 毛泽东曾鉴于“工具”不够用,因此一段时

间主要是“作工具的研究” [18]。 习近平特别强调,
“调查研究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适应新形势新

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 [1]。 当代

世界进入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网络调查

快速发展,大数据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数据搜集和分

析新方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对传统的调查方法构

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为新时期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

提供了重大机遇。
(一)充分发挥互联网调查和大数据的优势

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互联网调查和大数据具

有的优势是:一是搜集资料变得十分便利,降低调查

成本,提高调查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二是不受时空

和地域限制,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无论是调查者还

是被调查者,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同时进行调

查。 三是能够从数据变化异常中快速感知问题,能
够在大范围搜索问题,发现各类数据之间的关联,从
而帮助界定问题和对问题进行陈述。 四是有助于提

高解决问题的决策质量。 决策的各要素通过互联网

进行优化组合,决策方式从立足于经验转向立足于

数据,便于从多种方案中进行量化比较选择,找到更

有效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办法。 充分发挥互联网调

查和大数据在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面的优势,实
现调查数据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形成发现

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调查研究融合的新业态。
(二)避免互联网调查和大数据中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调查和大数据在给调查研究提供强大支

撑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不少隐患[19]。 一是失

真的风险。 网络平台为了增加其点击率,往往夸大、
裁剪和渲染事实。 网民的帖子和点评,情绪化“吐
槽”较多,妨碍对基本事实进行理性的判断。 二是

认识事物的表面化。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

维从探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向关注相关的关

系,内在的科学规律有可能湮没在海量的数据之中。
三是信息资料的泛滥。 互联网中各种真假莫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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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呈指数性累积,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堆积

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有效识别方法,庞大的数据资

料就如废矿一般失去价值。 四是对信息技术的依赖

性。 互联网调查和大数据的价值不仅需要精心设计

获取庞大的数据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在于对获取

的海量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20]。 解决这些问题,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传统,加强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的实地调查,提升理解和把握能力,同时利

用专业的信息技术,对网络案例和观点进行甄别、提
炼加工和分析整理。

(三)综合应用现代信息科技工具

现代调查研究方法是随着现代信息科技发展起

来的。 音像、电脑、互联网等高科技设备的发展,使
搜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乃至使调查

研究报告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只有综合应用

现代信息科技工具,才能使调查研究更精确更便捷。
一是促进调查研究信息化。 要紧密依托互联网,开
发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统计分析软件,使各项数据的

搜集、输入、分类、编码、储存、分析实现信息化,使其

结果输出更加快捷而规范[21]。 二是综合运用网络

调查平台。 国家统计局启动的信息化工程,各个政

府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的网站、APP、微信公众号、
数据库已经成为调查资料的重要来源。 问卷调查和

案例调查现在都可以在百度、问卷星等网站和 APP
上方便地进行。 实地调查中经常开展的“集体访

谈”和“座谈会”,也可以利用微信等工具辅助进行。
从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数千万笔的交易信息,可以

搜集到商品的供求信息。 百度、今日头条等每天处

理搜索、浏览和评论,从这些数据中能发现一段时间

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2]。 三是大力推进大数据发

展和应用。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手段和方式都

发生明显的变化,“海量信息和海量数据的并驾齐

驱,正在深刻重构人们的社会关系” [23]。 正如舍恩

伯格所说:“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

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真相。” [24]在数据资

料的采集、发掘、整理、分析、展现和应用等环节,推
动大数据与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深度融合,创新大

数据时代的调查研究方法。

五　 结　 语

1931 年,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

土地状况的通知》中重申“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并进一步提出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

权” [11]13。 对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索,贯穿着中

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方面面。 中国共产

党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直面问题的调查研究方法,从
其产生、发展、形成到今天,经历了实践反复检验,证
明是认识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然,调查研究方

法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工具,必然要因应社会的发

展而与时俱进。 新时代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

着深刻的信息革命,创新调查研究方法已成为迫切

任务。 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传统调查研究方法

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路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同时,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借鉴西方调查统计

技术,综合运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交流工具,结合大

数据,不断创新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形成适合当

代发展需要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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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CPC

ZHOU Pi-gai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adhered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characterized by problem-oriented, direct investigation and mass line, which are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society. Western survey and statistics are useful techniques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which should be studi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Internet survey and big data are powerful tools to understand Chinese society
and should be applied scientificall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unwaveringly adhere to the CPCs dire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
od based on practice and the ma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draw lessons from western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technology, compre-
hensively use moder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ls, and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
search, so as to form a system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ig data;　 surve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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