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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化、多元化和碎片化，这既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式手段，也给调查研

究带来了新挑战。调查研究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换一个视角，跳出调查研究看调查研究，可能会更精准把

握调查研究的真谛。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再认识

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对其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认同，进而在实践中、行动上才能重视。调查研究

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其重要性不能正确认识，就无法在实际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

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调查研究”

贯穿始终。为什么是调查研究？因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和保持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主要抓手，是了解实情、集中智慧、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是党员干部增强能力、锤炼

作风的重要途径，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我们党是学习型政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调查

研究。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需要面对新问题、

新矛盾、新风险。如果我们不以调查研究为根本途径和基本前提“，胸中无数点子多，情况不明胆子大”，

那么必然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调查研究不仅有利于掌握工作主动

权，而且有助于消除认识盲区，克服路径依赖和本领恐慌。

调查研究开展前，必须弄清为谁调研、为何调研？要坚持为人民群众调研、为中心工作调研。任何背

离民心、脱离中心的调研，都是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自娱自乐，都是“作秀式”调研和无意义调研。

可以说，只有尝过调查研究甜头的人，才会更加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个基本功，谁重视并经常

调查研究，谁就掌握了工作主动权；谁勤于并善于调查研究，谁就能打开工作新局面。

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的技巧

简洁务实是调查研究最好的方式方法。调查研究强调事实为王、追求务实至上。要跳出传统的、狭义

的纯调研技巧，以系统思维提炼调查研究的新门道、好门道。

选题。调研前，要先确定正确的调研方向。选好调研题目，调研就成功了一半。调研选题要体现时代

性、针对性、超前性、创新性和可行性，要坚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决策部署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等基本方向。调研既要选择重大、关键问题作选题，也要关注痛点堵点和薄弱点。

择机。调研时机的选择很重要，调研宁可适度提前一点，也不能滞后，这是“凡事预则立”的必然要

求。滞后的调研属于“马后炮”式调研、事后诸葛亮式调研，效果也只会不尽人意。



深察。事实、真相、问题在现场，灵感、思路、办法也在现场。深察方能善谋，“真知”才有“灼见”。

要全面掌握真实情况，就必须走出网络和案头依赖，多到现场去，摸清真相。为防止“被调研”，避免群

众不愿说实话，可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

不两直”方式开展定向或随机调研，切实增强调研公信力。

兼听。偏听犹盲人摸象，兼听才能了解真相。调研过程既要重视大多数人的主流意见，也要关注少数

人的不同声音。既要重视不同人员之间头脑风暴、思维碰撞式的相互启发，也要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

建议。要坚持受众为本，多倾听，听真话，听逆耳的话。在调研座谈会中首先要“会听”，要多听少说，

先听后说，想好再说，莫把调研变指导。要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特别要在网络

“民意”甚嚣尘上、非理性声音盖过理性声音等情况下，保持冷静、理性、定力，坚持独立思考，抽丝剥

茧，客观揭示事物的真相、本质与规律。

结合。调研者要放眼大势，置身大局，善于寻找各方面结合点、交汇点，找到共同项、最大公约数。

如找准自身工作与新发展理念、历史性机遇的结合点，找准中央精神、省市部署、群众期盼、外地经验和

本地实际的结合点。按照中央的“调子”，省里的“号子”，探索出地方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和

具体迈出的“步子”。

借力。入山须问樵，入水当问渔。为突破能力限制，可借助第三方专业力量参与调研，在其专业调研

成果的基础上再调研。为突破精力限制，可借助平时工作或出差，嵌入微调研和体验式调研，或借助接待

外地调研组，进行反向调研。

提升调查研究的效果

解决好调查研究的“临门一脚”问题。调查研究，应是七分调查，三分研究；调研报告，应是七分调

研，三分写作。我们既要把前期的调查和调研工作做充分了，也要踢好研究、写稿这个“临门一脚”。在

完成充分调查后，要做好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得出正确结论，提出新招实招妙招高招硬招；在完成充分

调研后，起草调研报告时，要先想后写、想好再写。调研报告最简单的写作之道，就是简洁明了地把事情

写清楚。同时，要善于向他人尤其身边同事学习借鉴其调研和写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此外，调研与总结水

平的提升最终要靠常态化的调研实践“，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对策建议要精准、可行。



对策建议是调查研究的价值所在。一要做到对策精准。要精准把脉，分清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

是主要问题还是次要问题、是全局问题还是局部问题、是反复性问题还是偶然性问题、是阶段性问题还是

趋势性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问题不同研究，精准施策。二要做到对策可行。要靠船下篙，项目

化、清单式列出接本地之地气、管用实用、能做到也能做成的若干对策建议。

最大限度地促进调研成果转化运用。调研不是“一调了之”“一研搁之”，不是让调研成果停留在资

料汇编中、束之于办公室书橱里、堆砌在办公桌案头上，而应体现到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中、转化为推动

实际工作的思路举措。调研对策转化为决策或政策等之后，要跟踪问效，及时改进，避免出现“无效调研”

或“调研无效”。

乐于分享调研成果。调研成果可以与同行广泛分享交流，进而产生新的更多的思想。对主要领导批示

的调研成果，在去密化的前提下，可在地方主流媒体或学习强国的地方平台上发表，争取社会广泛理解与

支持，为调研成果的转化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也可作为地方党校和各类专题培训班的教学培训内容，

启迪和拓宽党员干部的思维和思路。

做好对调研本身的反思、总结。千金难买回头看。调研活动结束后，要对调研活动本身的选题、时机

和方式方法、调研的组织过程等进行“回头看”，查找不足，改进完善。同时，要努力实现调查研究与本

职工作的互动并进与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