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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研究的内涵与起源 1

何谓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即人们对客观情况的调查

了解和分析研究。在英国霍恩比所著的牛津高阶英汉双

解词典：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中词条：

“research”作研究、调查、探索、探讨来解释。在中国，

调查研究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管子·问篇》。在这篇文

章中，管仲提出“为国所查问”的 69 个问题，其中属于

人口方面问题涉及 37 个，经济方面问题涉及 25 个。在

《管子·八观篇》中，管仲分别从调查地点、调查内容、

调查技术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国情调查问题。这两篇文章

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调查研究提纲。但回顾

诸多史书典籍如《说文解字》、《尚书序》，可以发现“调

查研究”作为专业术语、专有名词出现在各类文献中的

时间并不久远，表达的仅是“调查研究”的意涵，而没

有“调查研究”的称谓。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将“调查研究”这一基本概念应用到

著作中，自此，调查研究得以从实践范畴走向理论范畴，

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

用”。[1]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对人类

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重要原因在于：它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过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的客

观现实理论，并随历史条件的转移不断发展创新。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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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实践形成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创

了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的调查研究思想

“实践胜于一切理论”[2]，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调查研究”这一概念，但他以亲身实践践行了调查研

究。19 世纪 40 年代，为了弄清在莱茵省议会中引发激烈

讨论的农民问题，马克思曾对德国摩塞尔沿岸地区农民

的生活状况展开调查研究，他以记者的身份深入摩塞尔

沿岸地区，深入农民的生活，获得了大量实地材料。在

真正了解到农民的困苦后，马克思为广大贫困农民发声，

写下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谴责了普鲁士政府不顾

农民利益的官僚主义作风。19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身体欠

佳，但仍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为对法国工人阶级有全面

的了解，他制定了《工人调查表》。这个调查表有四大部

分，近一百个问题。涉及工种性质、环境、劳保福利、

工资和日常消费以及劳资关系、工人阶级为改善工作和

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和工人的体力、智力和精神状况

等问题。表中所列问题具体细致，逻辑严密，可操作性

强，是问卷调查方案设计的典范。而马克思提出的“研

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

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原则更是成为后世马克思主义

者开展调研的重要遵循。

马克思坚信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理论创新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为完成《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奔走于欧

洲各国，全面考察了英、德、俄、法、美等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在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

基础上，他对诸多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和批判，创造性

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剖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矛盾的经济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让《资

本论》成为无产阶级理论著作中不可磨灭的经典。

（二）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思想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他将

调查研究放置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中加以运用。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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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成为恩格

斯揭示现实阶级状况，集中群众意见的科学方法。1839

年恩格斯在伍珀河谷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工厂一

线，深入劳苦大众的生活，了解工人的真实情况。高强

度的工作、不断延长的工时、微薄的工资收入、肮脏的

工作环境、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些状况令他极为震惊，

在将调研材料整理分析后，他写下了《伍珀河谷来信》。

这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史的开篇之作，尖

锐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更加坚定了恩

格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决心。1845 年恩格斯写

出了调查研究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同时他

在书中向后来人解释：这一著作是在二十一个月的亲身

观察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近两年的时间里，

恩格斯多次深入工厂和工人家中进行调查研究，结识了

很多工人，获得了诸如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健康状况、

生活条件、子女教育等翔实的、鲜活的资料。这部著作

是恩格斯在大量调查研究英国社会现状基础上，比较详

尽地剖析了政治经济制度、阶级关系，以实地调查而得

到的大量真相和事实，比较细致地说明了英国工人阶级

的凄凉生活，进而义愤填膺地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

行尖锐的揭露和严厉的控诉。无数事实证明：恩格斯为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是

以坚定而踏实的调查研究为支撑的。

（三）列宁的调查研究思想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基础

上，将“调查研究”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和范畴提出来。

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他指出：“当前的

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3] 这也

是“调查研究”首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资料中。

同时，列宁将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思想应用到俄国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深入基层一线，与工人、农民同

吃同住，逐渐对俄国国情有了基本判断。在无产阶级革

命年代，“他细心观察生活，同他们交谈时，总是善于了

解他们的情绪，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4]。列宁在广

泛调研的过程中，真正了解了俄国的工农群众，并得到

了他们的真心拥护，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21 年，苏联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将余粮征

集制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是列宁基于对当时苏

共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深入一线调研，

对战争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之后所做出的

正确决策。三年内战期间的苏维埃极度困难，工农阶级

以巨大的热情，特别是农民拿出了自己的余粮支持国内

战争和反侵略斗争。当刚从战争时期进入到生产建设时

期，苏共没有及时认识到在战争背景下采取的经济政策

只是战争条件下的特殊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但如果在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的建设时期，在政治上仍沿

用这一政策，则使经济发展遭遇阻力，而且还会导致政

权不稳固，促使农民阶级立场倒向资产阶级一边。正是

深刻洞察和研究了这一严峻形势，在俄共十大上，列宁

提出了以征收粮食税为核心举措的新经济政策，以减轻

农民负担，逐步恢复发展生产。而当苏共党内有些人不

重视调研，把政策的实施“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

看做和欺骗差不多”[5] 时，列宁十分警惕并及时告诫苏

共全党，必须扎根群众深入调研，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

虑问题，做好农民群众的工作，以达到恢复发展经济和

巩固苏维埃政权执政基础的目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大

量调研实践的基础上，开创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

究理论，并为后世留下了调查研究这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

通过调查研究社会现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生活而创立

的实践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调研实践中形成

了调查研究思想，并在实践中逐渐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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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

思、恩格斯正是在大量收集经济学统计资料与大量实地

调研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唯物史

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正确看待社

会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揭示了社会基

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剩余价值学说则揭

示了资本剥削人的秘密，指出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

的唯一源泉，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为自己的解放而奋

斗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

展的学说。理论要发展，需回到实践中去吸收养分，经

受检验。调查研究是连通理论与实践的媒介。调查研究

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社会，

同时又在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规律，产生新的学说。毛

泽东曾说：“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

究，……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

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7]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之一，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更是

在帝国主义国家林立的环境下，通过深入工农群众，深

入基层一线，科学判断俄国的社会性质，揭示俄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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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系列独具创造性的新理论、新

观点如“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等，为当时诸多落后国家的

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引，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

的高度。

（二）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亲身实践为后世留下了调查

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马

克思曾说，“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

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

现。”[8]，因此，实现社会变革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社会现

状。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时间效仿俄国攻

打中心城市，而不顾中国实际国情与具体情况的“城市

中心论”甚嚣尘上，“夺取首都，一击而中”，“饮马长

江，会师武汉”等“左”倾冒险主义言论在党内占据上

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诸多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一切经验原则“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在自身力量弱小、中

心城市敌人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深入广大农村做调查研

究，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反本本主义》

（《调查工作》）、等著作，指出了“离开实地调查就要产

生违心的阶级估量和违心的工作指导”并提出“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0] 他们通过充分而全面

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占当时中国人口 88% 的农民是中国

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应走工农结合的道路。从而探索

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道路。毛泽东曾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

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

政策，那是危险的。”[11]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是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调查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

本国国情有了精确的把握，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完备、

符合本国革命形势的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

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三）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相关论述对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与发展了起到了重要作用。列

宁曾说：“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而是自在之物本

身”[12]，列宁强调要基于事实本身，理清与不同事实存

在的关系，以把握客观规律。在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历程

中，诸多经典文献都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调查研究思想的这一原则，如《论十大关系》的问世。

这篇文章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开山之作。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为了摆

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符合我国国情

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对工业、农业、财政等 34 个中央

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他曾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

的呢？是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

34 个部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13] 这些调

研材料为《论十大关系》这一著作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

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实践中形成的调查研究理

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蕴含的调查研究基本

原则和方法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

献。当前，我国正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征程上，传承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调查研究思想，

开展好调查研究工作，必然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提供极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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