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

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经验时，《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

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

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

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及“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就确定的党的基

本思想路线，也是新时代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

的根本遵循。

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

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会期长达11个月的扩大的

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原

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

的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对党内若

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总结了

党的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决议认为，党的历史

上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要克服主观主

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

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和中间环节。从现代政策

科学来看，当中共中央形成这样的思想路线

后，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和政策研究哲

学、理论和方法的完全自觉和完全成熟，这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毛泽东

是党的政策研究体系主要奠基人，也是政策研

究的主要倡导者和力行者。

一、苏区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与实践

毛泽东是党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体系的

奠基者。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基

础的科学主张，不仅给出“没有调查，没有发

言权”的科学论断，而且他本人就是调查研究

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

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仅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农

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大革命时期，

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了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

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

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

调查》（1930 年 11 月）、《木口村调查》（1930

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

溪乡调查》（1933 年 11 月）。基于这些调查，

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思

考。第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形成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在 《调查工作》 一文中，除了“没

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外，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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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了“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

唯心精神”等重要论断。在长冈乡调查中，毛

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

题，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

中，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

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①；第二，

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

基础”。他在 《调查工作》 中指出，“一切结论

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一切决策、

论断、结论，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问题的

解决，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第三、调查研究

是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

提，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恶习，不断地侵袭着党

的肌体、影响党的作风。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

的认识。在他提出的各种克服上述坏习气的办

法中，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基本的办法。1961

年3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逐

段解读了他在 1930 年 5 月写成的 《调查工作》

一文，并提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

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

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由此可见，他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在调

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上，毛泽东对形式主义官僚

式的调查深恶痛绝，曾批示“实行官僚主义的

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

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

们轰走。”②
苏区时期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

构，但是毛泽东这一段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及

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思考成果是极其重要的，

奠定了党的决策的唯物主义原则，就是决策要

基于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

有科学决策。这和当时党内习惯从马列主义的

本本出发，从国际工人运动的教条出发的不科

学决策相比，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社会的实际

出发，把调查研究作为主要决策方法无疑是更

加成熟、更加符合实际、更经得起检验的科学

路线。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

点，是后来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起点。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大革命

时期，没有条件建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开

展专门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二、延安早期具有政策研究职能的教

育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党校的政策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建成的

第一所党校——中共北方党校。该校课程中已

开始强调革命形势的学习，专门开设了世界革

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第一

任校长罗亦农还经常组织开展时事问题的报告

和讨论，有效提高了学员对世界和中国革命形

势的认识。1926 年3 月，上海区委第一期党校

办成，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偏重对政策形势的学

习，设置了现时国际状况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趋

势、第三国际的政策、中国各种社会阶级之倾

向与吾党之策略等课程③。这些建党初期成立的

党校，虽不具备政策咨询的功能，但已经有了

形势政策教育的意识。中央到达延安后，有了

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这时终于有可能建立

具有政策咨询功能的机构。首先，延安时期成

立了中央党校，其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政策咨询机构”。中央党校前身是 1933 年在江

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

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恢复办学，更名“中共中央党

校”，并在1937年2月迁入延安。毛泽东十分注

重党校教育，早在 1936 年 12 月 27 日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办党校和

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

的四种人才。”④1940年8月，中宣部在其所颁

发的 《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 中又明

确规定：“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

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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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

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⑤1941年8月2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采用

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

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⑥在这种背景下，从

1941 年9月开始，党校对原有的教研室作了相

应的调整，将原有的四个教研室合并为两个

——时事政策研究室和理论研究室，分别由杨

英杰和宫释夫任主任⑦，开始为党组织培养精通

时政和理论的干部人才。除了干部培养，中央

党校还在中央做重大决策以及党建工作前进行

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除了中央党校，延安时期还成立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学院。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在

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193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简称“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

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学校

为了加深学生对于党的理论和政治、哲学等方

面的学习，建立了一些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

究室、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室等⑧。

除了这两所干部学校以外，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第一个专门科研机构——延安自然科学

研究院也于1939年6月在延安成立。1939年12

月下旬，党中央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科技

盛会——自然科学讨论会，深入讨论了边区的

经济建设和抗战生产问题，与会人员共同建

议，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培养

边区科技人才，以解决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燃眉

之急。1940 年 3 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更名为自然科学院。

自然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对当时党的重大决策产

生过重大影响。如1940年夏天，自然科学院的

生物系师生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考

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自然状况和植被分布情

况，师生们发现并正式向党中央报告了一处非

常适合农垦和屯兵的“烂泥洼”。这一重要发

现，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最终通过了

开发“烂泥洼”的决定，这便是大生产运动中

最成功的典范——南泥湾开发。

三、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确立和专门调查研究机构的出现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

义的正确轨道，但是险峻的战争条件使得主观

主义和教条主义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从思想上

清理，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

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

动。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主

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认识和实

践的关系，主观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战略和政

策。建党以后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无不

和战略政策失误有关，而革命由低潮转变为高

潮也和及时的战略政策调整有关。整风运动确

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实

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

事”就是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

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

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事物的

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

求是就成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

又生动的表述⑨。为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

央加强了政策研究工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

究和政策研究机构。

1941 年 7 月，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的成立

大会上，发表了题为 《实事求是》 的重要演

讲，要求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

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工作指明了方

向。为了贯彻中央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指

示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8

月，马列研究院更名为中央研究院，设9个研究

室。除国际问题研究室和俄文研究室外，中国

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艺、新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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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研究室，均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研究对

象，1942 年并入中央党校第三部。按照中央

《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的规定， “中央

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直属中央宣传部。”1942年1月，研究院的洛甫

率队深入绥德，米脂和晋西北作了 400 多天的

调查，写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19篇调查

报告。

1941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中共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提到领导机

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系

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只有对

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深入调查

和研究，才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决定还对

开展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组织领导等方面

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就包括“在中央下设中央

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

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

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中

央调查局下属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

央党务研究室，负责调查和研究国内、国际和

敌占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各地党的现状与

党的政策，其研究报告是党中央进行决策的依

据和基础。1943 年3月，中共中央调査研究局

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任局长，下设

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图书馆。其任务是广泛

收集国内外、敌我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及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为中共中

央的决策提供材料和建议⑩。

四、西柏坡时期“政策生命说”的提

出和研究室体系的确立

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

东全面审视了政策对于团结力量、孤立敌人、

赢得胜利的重要性，将党迎来战略转折点的政

治原因归为“政策适当”。1948 年 2 月 27 日，

毛泽东就工商业政策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

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I1。再

次强调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必须在实践中

证明其正确性；随后1948 年 3 月 20 日，即

中央机关动身离开陕北驻地米脂县杨家沟的当

天，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作出了“政策和策略

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I2。继“政策生命说”

之后，毛泽东还在当年五月强调“按照正确政

策实行初步整党……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

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I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1948 年 12 月 15 日，党中央特地下发了 《中共

中央关于中央政策研究室业务的通知》，宣告中

共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政策研究室——中央政

策研究室成立，明确其“是帮助中央了解与分

析情况并制定与贯彻执行政策的助手之一，是

党的政策参谋部的一部分”。《一九四八年以来

政策汇编》 便是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拿出

的第一份重要成果�I4，收录了大量关于形势与任

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

党的建设和主要经验的介绍，并有组织地、系

统地下发，令党员学习。1949年，毛泽东还高

度评价了此番全面的政策策略教育，称提高了

党的政治成熟程度，“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

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

政权的。”�I5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策研

究思想和机构变迁的简单考察，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虽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素

很多，除了党的三大法宝外，中国共产党还有

毛泽东这个全党核心。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战略

家，而且是一位娴熟地从事调查研究的社会科

学家，是一位政策制定的大师。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他总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推动

政策实施和及时调整政策，为全党树立了战

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典范。通过整风运动，

他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政策制定的能力。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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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组

成部分的调查研究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全

党的政策制定方法。实事求是的战略和政策

研究体系成为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

要经验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

代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

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思想。2021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再次强调了毛泽东的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基本观点，强调要

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

务、政策策略，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实

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

化�I6。他提出了调查研究要坚持“深、实、细、

准、效”五字方针、要实现制度化经常化、调

查研究方法要做到与时俱进等重要观点。具体

来说，在实践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自己

在浙江从政期间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提出广

大领导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时要提高调查

研究的深入程度、坚持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

细化调查研究的对象与材料、准确把握调查研

究的实际情况以及提升调查研究的具体成效。

将调查研究的具体要求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制

度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和完善

一系列调查研究相关制度，努力推动调查研究

实现制度化与经常化，为调查研究提供制度保

障；在调查研究现代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结合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信息网络化

的时代潮流，使调查研究方法常用常新、与时

俱进，即借助网络媒介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展调

查研究，不断推进调查研究在方式方法上实现

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党的政策研究理论及方

法，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准判

断，构建了新时代科学的战略科学和政策科

学，使党的战略科学和政策科学的科学性、战

略性和前瞻性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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