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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传承的传家宝，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寻乌调

查》一文作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经典代表作，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有着鲜明的新时代价值。

这一新时代价值，具体体现在它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有效地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地增强调研方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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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代表

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典

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泽东同志 1930 年

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

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

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商

品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

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

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

习。”[1]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宣部

做的《寻乌扶贫调研报告》又做了专门批示，号

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219)。为纪念中国

共产党百年诞辰，十分有必要重温《寻乌调查》

这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经典力作，从中汲取

唯实求真的精神力量。 

围绕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目前学术界主

要探讨了寻乌调查的调查动因、调研方法、历史

地位、思想精神等内容。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它既

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人形成正确的思想认

识，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效地改进工作

作风，切实地增强调研方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寻乌调查》对新时代提高思想 

认识的价值 
 

调查研究是联结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毛泽东

的《寻乌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客观世

界提供了经典教材，从根本上体现并贯彻了我们

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提高认识能力、坚持实事

求是的认识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 调查研究是形成正确思想认识的必要

环节 

开展深入唯实的调查研究是获取正确的信

息、形成科学思想认识的必然之举。毛泽东的寻

乌调查正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而展

开的。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遭遇了错误思想的严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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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这些错误思想主要包括单纯军事主义观点、

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绝对平均

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其中教条主义、

主观主义较为严重，具体表现为“唯书论”和

“唯上论”。“唯书论”者不注重对社会实际状

况的调查研究，生吞活剥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要求一切从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出发”。“唯上论”者不顾实际情况，盲目

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致使党内普遍存在一种单纯

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这些错误思想严重阻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限制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只有通过调查研究，

才能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

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克服并纠正党和红军中

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而指导并引领实践发展的正

确方向。因此，1930 年 5 月，红军攻克寻乌县城

后，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

开展了为期 20 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

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

争等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 

正是在对寻乌进行了系统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毛泽东掌握了寻乌社会发展的真实情

况，获得了关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知，有力纠正

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这充分证明了“人

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来源”[1]，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状况，进而

制定科学决策。新时代，我们应进一步警惕刻舟

求剑、闭门造车和异想天开等空想论调的危害，

持续重视调查研究在获取正确思想认识方面的

巨大作用，将调查研究视为形成正确思想认识的

必要环节，提高调查研究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

“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3]，使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常态化，促进全党对于中国社   

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准确清晰、全面深刻的 

认知。 

(二 ) 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提高认识能力的  

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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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强调了调查研究在提升领导干部能力

方面的重要性。寻乌调查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认

识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新时代通

过调查研究提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能力和水平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高超的认识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体

现在：第一，毛泽东对大量零碎的寻乌调研材料

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寻乌调查的内容涵盖寻

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

地斗争等 5 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分若干个细目，

毛泽东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调研信息更

加系统化、条理化，最终形成了 8 万余字的寻乌

调查调研报告。第二，毛泽东对寻乌纷繁复杂的

调研信息进行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和分

析，透过事物现象抓住了本质。《寻乌调查》中

提到的娼妓问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毛泽东将

寻乌的娼妓问题置于整个寻乌的社会背景来分

析，认为“商人的生意不行”“毕业公司的兴   

起”[4](168)等，均同娼妓问题有直接关系，同时认

定这种现象的产生同当时整个社会现状密切相

关。可见，毛泽东以“点”的普遍性推及全局，

以全局视域分析“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增强了调研的整体性和实效性。 

新时代，应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提高和考

核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能力的实践过程。在开展调

查研究的过程中，全党应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

为标杆，吸收《寻乌调查》中提高党员认识能力

的有益经验，不断检视和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

分析能力和工作能力。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要有效甄别、系统梳理和科学论证所获取的

调研信息，使调研信息更加清晰化、条理化、系

统化，而且要“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

认识深刻化” [1]，善于通过纷繁复杂的事物     

表象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实现对调研信息从

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找准事物发展的

内在规律和运动趋势，做出正确判断和科学   

决策。 

(三) 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思想认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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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寻乌调查》从

根本上体现并贯彻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

神，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

精神实质、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原则有着重

要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过程中实事求是精神的

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确立调研主题和中心

内容。在深刻洞察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以及

自身对于商业和富农问题了解匮乏的基础上，毛

泽东制定了寻乌调查的主要内容，即调查寻乌的

商业状况、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 

第二，坚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决

策。毛泽东调研发现，中国城市的阶级关系是相

当模糊和复杂的。例如，杂货店的学徒出师后，

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与学徒期间相比也

会发生变化[4](139−140)。因此不能完全照搬“本本”

和已有模式来理解中国城市的阶级关系，必须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明晰了各阶级的政

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城市

工作政策。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调研成果。

在总结寻乌调查的成效时，毛泽东认为寻乌调查

的缺憾之一，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而这一问题在一年后的《兴国调查》中得到了补

充。这表明了毛泽东不断检验和完善调研结果，

通过持续性的调查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主观与

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

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

器。”[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寻乌调查》

中汲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养分，将实事求是的

原则视为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思想利器，

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积极培养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坚持从实际出

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

展已有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认

识能力，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寻乌调查》对新时代践行群众 
路线的价值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

典范。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调研依靠

人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调研

为了人民，有效回应人民的关切，拉近与人民群

众的距离，获取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寻

乌调查》为新时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标

杆，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好党的群众路

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坚持群众观

点的重要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 

线”[6](84)。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生动体现和践

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为新时代通过扎实做好调查

研究工作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范本。 

毛泽东寻乌调查中践行群众路线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调研依靠人民。寻乌调查中，毛

泽东采用了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古柏等调查会

成员是毛泽东得以顺利开展调研、获取有效信息

的主要依靠力量，深刻体现了毛泽东依靠人民开

展调研。 

第二，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调

查寻乌富农和贫农问题时，他意识到贫民提出的

“彻底废债”和“平田”等口号是针对富农提

出的，因此作为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

党，必然需要争取广大贫民群众，打倒半地主性

的富农。可见，坚持从群众中来，使毛泽东向群

众寻求真理，深入了解贫农主要关心的问题；坚

持到群众中去，使毛泽东深化了对支持和争取广

大贫农的认知，向群众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 

第三，坚持调研为了人民。在调研寻乌房屋

分配问题时，毛泽东了解到有房屋借住的地主不

满借住人在自己家里生育，毛泽东即提出“把地

主的房屋也完全按照地主的土地一样加以分

配”[4](231)，以此动摇封建基础，保障贫农利益，

彰显了调研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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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为新时代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提

供了根本途径和标杆样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7]。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需以《寻乌

调查》为典范，将寻乌精神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因子，将调查研究视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方

法和途径，坚持调研依靠人民，调研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坚持调研为了人民，调研成果由人

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从而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

众基础。 

(二) 贯彻群众路线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党和人民事

业向前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寻乌调查中，

毛泽东紧密围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展调研，

提出了保障人民利益的科学举措。这对当下中国

共产党人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

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

自 1927 年冬开始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

地。1928 年 12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井

冈山土地法》，并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

相应的修订。寻乌调查中，通过调研寻乌土地关

系和土地斗争状况，毛泽东意识到：解决富农问

题，“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

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8]

寻乌调查后不久，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于 1930

年 6 月在福建汀州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毛泽

东寻乌调查的研究结果提出，“在按人口平均分

地中，只是‘抽多补少’还不行，有许多富农把

瘦田让出来，自己把持肥田，对此贫农大不满意。

所以，应该在‘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了‘抽

肥补瘦’的原则”[9]，“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

则正式形成并部署落实。这一原则很大程度上优

化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分配的标准，提高了共产

党制定土地分配政策的科学性，最大程度上维护

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紧扣维护广大人民利

益这一调研主旨，彰显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调研

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调研作风，是中国共产党

人贯彻群众路线的模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2](134)，这是新时代贯彻好党的

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当下全党应深刻领悟毛泽

东《寻乌调查》中蕴含的为民情怀，从中汲取利

民惠民的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

场，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以

维护人民利益深化党的群众路线的价值性，在此

基础上更好地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

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 

(三) 贯彻群众路线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 

学习 

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是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的重要方法和基本要求，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

智慧源泉和关键途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甘

当做小学生”，满怀求知的热忱和谦虚的态度，

积极向寻乌人民求教问策，在充分掌握寻乌客观

实际情况的同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

持，这对于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人民

群众学习起到了示范作用。 

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依托 11 人组成的调查

会获取了诸多关键信息，持续性地开调查会保证

了调研的效率和周密性。这 11 人中，有干部、

秀才、商会会长、教师以及小官吏。毛泽东指出，

他们都“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都给了我很多

闻所未闻的知识”[10](790)。在调查会成员郭友梅

和范大明的指点下，毛泽东认为自己“像小学生

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4](131)。在

调研寻乌高利剥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对寻乌农

民用卖妻子儿子还债的方式表示怀疑，为此他在

调查会上仔细询问了当地的农民，细问的结果是

“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    

事”[4](215)，卖妻子儿子还债的问题得以证实。寻

乌调查后，毛泽东在全党宣誓，“和全党同志一

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

志愿。”[10](791−792)可见，毛泽东始终保持谦虚的调

研态度向人民求教，通过拜人民为师来弥补自身

知识短板。 

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获取调研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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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知水平的制胜法宝，对此毛泽东指出，“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10](790)。习近平总书记接续这一思想，对领

导干部提出了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虚心求

教，做群众的学生，做群众的朋友”[11](534)的时代

要求。新时代全党应继承并发扬我们党善于向人

民学习的优秀传统，从《寻乌调查》中吸收拜人

民为师的宝贵经验，积极探索并掌握向人民学习

的方式方法，以此更好地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不

断提升我们党的凝聚力和群众向心力。 
 

三、《寻乌调查》对新时代改进工作 
作风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注重改善党的

工作作风，根源在于作风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关

乎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深刻彰

显了其注重问题导向、深入唯实、亲力亲为的工

作作风，对新时代有效改进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一) 发扬注重问题导向的工作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

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

现实问题”[12]。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

具有鲜明问题导向、不断破解中国现实问题的探

索史。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坚持了明确的问题导

向，对于当下发扬注重问题导向的工作作风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鲜明问题导向体现

为：第一，对求知的深切欲望。毛泽东指出，“关

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

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

来做这个调查。”[4](118)这是主动回应问题，积极

探索认知盲区的表现。第二，对重大问题的关照

和对问题主要矛盾的把握。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背

景下，深入农民中了解土地斗争开展的真实情

况，探索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获得革命

中的支持力量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毛

泽东在寻乌调查中着重对寻乌的商业状况和土

地关系进行了调研，这使毛泽东意识到：团结中

小手工业者和争取、依靠广大贫农对取得革命胜

利具有极端重要性，争取广大贫民群众是农村斗

争的重要策略之一。第三，对问题导向中效果导

向的追求。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目标十分明确，即

了解城市商业状况、富农问题和农村土地关系问

题，进而制定科学政策。这为有效开展调研、正

确解决问题提供了先决条件，实现了问题导向和

效果导向相统一，调研同决策相 结合。 

可见，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不是为了调研而调

研，而是应问题而生、应决策之需，以解决问题

为最终目标的调研，为当时制定科学决策发挥了

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13]，新时代

全党应以毛泽东《寻乌调查》彰显的问题导向为

精神滋养，形成注重问题导向的工作作风。全党

应善于以直面和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把化解矛

盾和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坚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准确把握、科学解决新

时代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做到科学统筹事关全局

和长远的紧要问题，奋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 坚守深入唯实的工作作风 

深入唯实的作风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显著

标识，贯穿于寻乌调查的始终，是毛泽东得以获

取大量翔实信息、做出科学决策的保证。寻乌调

查为当下坚守唯实求真的工作作风树立了光辉

典范。 

关于寻乌的商业，毛泽东对寻乌地区各条通

道上的大宗商品种类，商品的来源、出口地、出

口量，商品的平均价格、年销量、年总价值、缴

税情况等进行了细致调研；毛泽东还详细调查了

寻乌城的盐、油、豆、酒、水货、豆腐等杂货以

及屠坊、理发、打铁、打首饰、修钟表和圩场等

行业的经营状况；同时详细了解了店主的出身、

资本数量、店铺大小、政治态度、家庭情况、经

营方式等，涉及店铺 100 余家。关于寻乌的旧有

土地关系，毛泽东从寻乌农村人口成分、旧有土

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

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的文化 9 个方面细致地

掌握了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其中仅地主问题，

毛泽东就调研了 8 个头等大地主[4](182)、12 个二等

大地主[4](184)和 113 个中等地主[4](192)。关于寻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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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斗争，毛泽东从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

问题、池塘分配问题、房屋分配问题、分配快慢、

废债问题、土地斗争中的妇女等 17 个方面掌握

了寻乌土地斗争情况。可见，寻乌调查是一次细

致入微的深度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行动党”，

而非“口号党”，必须做到“求真务实、讲真话、

办实事”[6](54)。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为当下中

国共产党人改进工作作风提供了经典案例。新时

代应赓续和弘扬寻乌调查深入唯实的工作作风，

保持真抓实干的优秀传统，推动全党力戒空谈、

崇尚实干、精准发力，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实，以寻乌精神激励全党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打赢作风建设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尤其

是在开展调查研究方面，全党需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深、实、细、准、效”[14](1)的原则要

求，在调查研究中践行寻乌调查深入唯实的调研

作风，不断提升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和成效。 

(三) 坚持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 

秉持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是正确认知客观

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做出科学决策的有效途径，是当下转变全党工作

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开展的寻乌调查是落实

亲力亲为作风的代表，对新时代全党转变工作作

风具有鲜明的启迪意义。 

凡事坚持亲力亲为、躬身实践是毛泽东开展

调查研究的鲜明特点。寻乌调查前，毛泽东亲自

领导开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以及在湘潭、湘

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等地的 7 个

系统调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宁冈调查》《永新调查》

等调研报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寻乌调查

中，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调查会，在会上“自己

口问手写”[10](790)，亲自列出详细的调研纲目，

积极同到会的人开展讨论。在调研寻乌商业情况

的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来到寻乌的各个商店、集

市、作坊与小手工业者开展面对面的交流，详细

了解了寻乌的商业发展状况和各阶级的政治经

济情况。在调研寻乌的土地斗争状况时，毛泽东

实地走访了寻乌的田间地头，边调研边做详细的

记录，充分掌握了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

状况。寻乌调查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凡担

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

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

事。”[15](117)由此足见毛泽东对亲力亲为工作作风

的高度重视和深度践行。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为全党坚持亲力亲为

的作风树立了光辉典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号召全党“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

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

市区。”[2](132−133)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因此，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锻造亲

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不仅要走出“文山会海”，

力戒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且要“扑下  

身子，沉到一线，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  

题”[2](219)，在厂矿车间和田间地头同群众一同讨

论问题，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总结群

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在亲力亲为中充分掌握

第一手资料、把握新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

路新视角和新对策。 
 

四、《寻乌调查》对新时代丰富调查 
方法的价值 

 

“调查研究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14](166)，

调查研究方法是开展调查研究、实现调研目的的

工具，调研方法的选取和使用直接影响调研的成

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采用了多种调研方

法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了调查方法的功能，对于

当下科学归纳和创新发展调查方法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一) 调查研究需采用合宜的调研方法 

采用合宜适当的调研方法是提高调查研究

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关键。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实现

了多种调研方法相互配合，其中蕴藏的调查方法

精髓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寻乌调查中，毛泽东采用的调研方法主要有

以下几种，第一，开调查会法。寻乌调查期间，

毛泽东总共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4](119)，这种经常

性的讨论和磋商为毛泽东高效开展调查发挥了

重要作用。第二，典型调查法。毛泽东指出，“要

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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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4](132)

因此毛泽东选择了位于三省交界、极具代表性的

寻乌县作为调研对象，深入分析了寻乌的基本情

况，并将典型样本同全局情况有机结合，实现了

解剖“麻雀”的应然效果。第三，实地走访法。

毛泽东多次深入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

人、小贩、游民等群众谈话[16]，充分掌握了各阶

级的家庭情况和经济情况。第四，数据统计法。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大量运用数据统计，从各阶

级的人数及其占比到每一商业行当的成本、销量

和收入，数据涉猎范围之广、条目之细，实属罕

见。第五，阶级分析法。毛泽东通过深刻剖析寻

乌各阶级的本质面貌，获得了对于各阶级的正确

估量，从而制定了科学正确的团结策略和斗争 

策略。 

毛泽东运用的各种调研方法在调研领域和

功能上各有侧重，各调研方法实现了协同配合、

相互促进，形成了的巨大合力，在很大程度上保

证了寻乌调查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

科学性上下功夫”[11](536)。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明

晰各种调研方法的内在特质、应用领域和主要功

能，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且要善

于根据不同类型的调查研究选取合宜适当的调

研方法，形成多种调研方法的优化组合和有机统

一，以提高调研效率，确保调研成果的可靠性和

实用性。 

(二) 注重对有效的调研方法进行提炼升华 

毛泽东十分注重总结被实践证明且行之有

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并将其凝练升华为具体的方

法论，使之更为规范和易于推广，以此提高调查

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毛泽东的这一做法

对于当下构建本土化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提高

调研方法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开展寻乌调查的同时，

完成了《调查工作》一文，后改名为《反对本本

主义》，寻乌调查为《反对本本主义》提供了翔

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依据。如上文所述，毛泽东

在寻乌调查中主要采用了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

通过调查会上的磋商和讨论获取了关于寻乌的

大量第一手资料，确保了调研的周密性和系统

性。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开调查会方

法加以提炼和总结，将其单列为全文最后一部

分，并命名为“调查的技术”。在这一部分中，

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及此前开展调查研究的经

验，首先明确提出了开调查会做讨论式调查的重

大意义：认为只有通过开调查会“才能近于正确，

才能抽出结论”[15](116)；其次系统地总结了开调查

会方法的具体内容。一是调查会成员在年龄和职

业方面要具有多元性。二是调查会人数的多少可

根据调查人的情况而定，但“至少需要三人，不

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15](117)。三是要

事先准备好调查纲目，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四

是要自己做记录，不可假手于人。可见，开调查

会的调研方法得到了全景展示和系统总结。这一

方法经由提炼和升华后，在之后的兴国调查、长

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中得到广泛引用，

并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 

新时代全党应深入学习毛泽东注重总结提

炼调查方法的经验，不断提高调研效率和效益。

一方面，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要提高综合分析和

归纳的能力，善于总结提炼和优化完善自身开展

调研的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力求形成科学有

效、可供推广的调查方法。另一方面，伴随着调

查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多样，全党要善于学习掌

握和总结提炼不同调查方法的特点、主要内容及

适用范围，同时深化对于各调查方法的学理分

析，力求将其升华为具体方法论层面的调查方

法，助力构建起适宜中国本土的调查研究方法 

体系。 

(三) 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调查研究方法提出了“提

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11](537)、扩展调研渠道、

创新调研方式的时代要求。因此，需坚持守正和

创新相结合，以毛泽东《寻乌调查》等中国共产

党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为基石，汲取老一辈中国

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的精神力量和优秀经验，

同时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创新调查方法，以确保

调查方法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多样性。 

继承和完善传统调查方法是提高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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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基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凝结和存续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11](537)，例如，

毛泽东《寻乌调查》中采用的典型调查法、开调

查会法、实际走访法、数据分析法等均是中国共

产党长期以来使用的经典调查方法，在中国共产

党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对

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在新时代加以继

承和完善，保证中国共产党传统调查方法的强大

生命力和适应力。 

根据时代条件不断创新调查方法是提高调

查方法多样性的动力。一是将多学科理论引入到

调查方法中。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变性和不

可预测性，亟须通过引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

学、系统论、协同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理

论，提高调查方法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为正确做

出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翔实的学理依据。二是将现

代信息技术引入到调查研究领域。新时代调查研

究的对象更为复杂多元，调研信息更为繁多冗

杂，因此全党应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的调研方法”[1]，系统掌握抽样调查、问

卷调查、统计调查、网络调查的调查方法，善于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改进调查方法，不断创新调查方式、丰富调

研手段。 

总的来看，《寻乌调查》作为毛泽东开展调

查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和精神

魅力在跨越 90 余年的历史间距后，依然熠熠生

辉，始终是指引我们党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更

好地坚定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创新调

研方法的光辉典范。在建党百年之际，全党应进

一步挖掘和弘扬《寻乌调查》的唯实求真精神，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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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value of Mao Zedong's "Xunwu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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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has been a heirloom passed dow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one hundred years, and a big issue that affect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cause for both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s a classic representative of 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article "Xunwu 

Investigation" boasts of both an extremely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tus and distinct value of the new era. And 

its time value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its importan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being a correct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mass line of 

the Part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working stye, and practically strengthening the diversity and efficiency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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