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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

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

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这都对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把调查研

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于变局中开新局

的“金钥匙”，促进各项工作推陈出新、取得突破。

用好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如何充分发挥调查研究

对谋划工作、科学决策的辅助作用，《之江新语》中有精到论述，“各级领导干部在调

查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

下功夫”。“深、实、细、准、效”，短短五个字蕴含深刻的哲理和方法论意义。“深”，

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到田间地头去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实”，就是作

风要实，轻车简从，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

面意见，掌握全面情况。“准”，就是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

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就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办法，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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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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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

策研究透彻，这个过程，必须求深、求细、求准。要增强看问题的眼力。坚持树立问题

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的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增强观察力、辨别力，

善于发现、分析、总结问题的本质根源。要增强谋事的脑力。坚持系统思维，把握好全

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调

查研究中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要增强察民情的听力。深入群众

倾听他们的真实心声、现实关切，俯下身子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真正做到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要增强走基层的脚力。基层是调查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既要到开创

了工作新局面和先行一步作出探索的地方学习并借鉴成功经验，也要到群众意见集中、

工作开展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去搜集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将情况摸清、将问题找准、将

对策落实。

调查研究必须求实。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锤炼党性和作风的过程。开展调查研究，是停

留在一般性口号还是身体力行，成效大不一样。调查研究不能搞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浅尝辄止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端着架子、只作指示、不听意见的“钦差式”

调研；不能搞只有“规定路线”没有“自选动作”的“被调研”；不能搞“坐在车上转，

隔着玻璃看”的“悬浮式”调研；不能搞先入为主、主观臆想、还未调研已有结论的“主

观主义式”调研；不能搞只看“门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的“盆景式”

调研和“嫌贫爱富式”调研；同样不能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的

“作秀式”调研和“一股脑、一阵风”的“扎堆式”调研。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也是纠正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既“身

入”基层，更“深入”基层，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在基层下得去、立得住、站得久，

既“人到”基层，更“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如此

一来，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是准确的，所作出的对策也才能是有效的。实效是深入调研后

的结果，是下了一番深、实、细、准功夫后作出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的成绩。

效在深、实、细、准之后，其中的规律值得思考、必须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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