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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报：曹路宝书记、潘国强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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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太湖书院  苏州太湖智库主办        市管重点新型智库 

 

 

关于我市大兴调查研究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

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最近中办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全文更是以“工作方案”的形式，对调研内容、方法步骤、

工作要求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这样的具体程度，也是

前所未有的，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在全党大兴调查研

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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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党中央出台这一重大举措，一方

面说明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情况错综复杂，面对风高浪

急、惊涛骇浪，风险挑战多、发展难度大，必须通过深入的调研，

来作出正确决策，来寻求解决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同时，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有的地方对调研工作的重视程度是不

够的，往往有的是“办分室调研”，关起门来想办法，不到基层

去、不到群众中去，不到生动的实践中去寻计问策。即使下去调

研，有的是“作秀式”调研，做做表面文章；有的是“蜻蜓点水

式”调研，“雨过地皮湿”，调研很不深入。显而易见，这样的

调研徒有其名，反映不了基层的真实情况，听不到基层的“真声

音”，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金点子”，于工作无益。 

从我市情况看，市委对调查研究工作高度重视。试举一例：

对我市十大板块的发展，市委曹路宝书记采取每月一次，以市委

常委会专题会议的形式，把常委会开到板块现场。与会的市领导

和相关部门，先进行半天的现场考察调研，然后集中开会，面对

面讨论解决方法。而且，会前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征求相

关板块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并进行汇总，供会议研究。这样的会

议，准备充分，主题集中，针对性强，对板块工作有很强的指导、

推进作用，充分体现了调研在前、决策在后，实际效果明显。 

新形势、新要求下，全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把我市的

调查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结合

我市情况，建议以贯彻落实“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求为契机，



— 3 — 

推进“五个强化”，现形成初步建议，供领导参阅。 

一、强化市级调研部门的调研功能。市委市政府调研部门，

是加强全市调研工作的牵头部门，是承担重大调研的主体力量。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的调研部门长期以写讲话稿等综合文稿为

主，市委的调研部门近些年也正滑向这一状态，异化成“第二办

公室”，为领导决策服务的调研功能和对全市调研工作的组织、

统筹功能大大弱化，这从整体上削弱了全市的调研工作。我们感

到，这里要解决一个认识误区，即讲话稿等综合文稿比调研报告

重要，而事实是，调查研究是“公文之母”，要写出高质量的一

切文稿、包括讲话稿，都是以扎实的调研或平时调研积累为前提、

为基础的，而绝不是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拼拼写写而成。市级调

研部门，很重要的是开展领导决策前的调研，决策执行中问题和

对策的研究，以及实践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应该是服务领导决策

的“外脑”，出思想、出思路的“点子库”，是承担重大调研、

领导交办调研的主要部门，是组织开展全市调研工作的“中枢”，

目前这种“缺位”状况，与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建议市委对此高度重视，对市级调研部门尤其是市委调研部门，

重塑其调研功能，使其回归调研为主的重要职能，发挥其服务领

导决策、统筹协调和扎口管理全市调研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强化县市区板块的调研功能。县市区各板块调研机构是

全市调研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各板块调研功能基本上处

于“不完整”状态，即基本都不设调研部门，或设立了也是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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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办公室合为一体，而且主要从事办公室文稿，很少甚至

基本不开展调研。上世纪 90 年代，是各板块调研部门的鼎盛时期，

大都有调研机构，而且都形成了十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比如，

昆山的调研部门被称为“开发区的发言人”，吴江的调研部门对

民营经济很有研究等等。建议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强化板块调研

功能为重点，不强求机构设置“一刀切”，但在强化调研功能上

要“切一刀”，应明确相应机构的调研职能和承担板块重大调研

的职责要求，在全市形成比较健全的调研主体网络。 

三、强化市级机关部门的调研功能。市级机关部门是加强调

研作的重要力量，其职能虽然以管理为主，但加强调研工作、增

强其调研功能，对服务领导决策、提高工作水平，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尤其是发改、工信、科技、商务、统计、财政等部门，

紧贴发展一线、感知发展脉动，能最直接、最及时掌控情况，具

有开展各种专题性调研和工作研究的显著优势。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机关部门尽管在处室设置上有调研的职能内容，但调研力量、

文字力量总体偏弱，调研功能相对弱化，主要以应付综合文稿为

主。建议以大兴调查研究为契机，全面倡导全市机关部门积极开

展调查研究，重点以工作研究、专题研究为主，成为服务领导决

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四、强化社会智库的建言献策功能。社会智库是全市开展调

研工作的重要补充，其建言献策功能值得重视。近年来我市各高

校纷纷建立了智库，同时我市行业协会、学会等的社会组织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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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非企业，也应该算是智库。但事实上，真正具有一定研究能力

的并不多。近年来市委高度重视，分两批先后明确了 10 家市管重

点新型智库，迈出了加强社会智库建设的重要一步。但客观地看，

其“体制外”的优势，可使得分析问题相对客观，但也正因为“体

制外”，社会智库在服务领导决策上存在天然的制度短板，不可

能直接、及时了解市委的中心工作和决策需求，缺乏经常性开展

重大调研的必要条件，缺少专职的调研力量。社会智库虽然不具

备经常性开展重大调研的条件，但集聚了一批某些方面的专家学

者，在发挥建言献策上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建议市委进一步加

强社会智库建设，比如，对重点智库实行重点资助，促使其形成

具有更强调研功能的重要平台；建立定期通报市委中心工作的渠

道和机制，具体由市委调研部门组织落实；由市委调研部门定期

印发重大调研和建言献策的选题方向，使社会智库的调研和建言

献策更具针对性；以项目化机制，遴选智库承接重大课题，或吸

纳智库人员组成课题组；由市委调研部门牵头，就领导关注的问

题召集智库开展专题座谈，形成向领导的汇报，等等。 

五、强化全市调研工作的组织化程度。要在全市形成大兴调

查研究格局，提高调研的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我们既要鼓励、

发动大家沉到一线开展调研、深入调研，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大

兴调查研究的组织化程度，使机关部门的调查研究不仅成为广大

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更成为一种“工作要求”和“制度安排”，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掌握做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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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真正扑下身子、直面矛盾，既“身入”更“心至”，

提出务实管用的措施，推动苏州的高质量发展。建议市委加强我

市大兴调研的组织化程度，比如，中办文件作为工作方案，明确

了 12 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建议进一步结合我市实际，细化形成我

市值得研究的、分层次的重大问题、重要问题和建言献策的项目

指导；确立“调研月”或“调研年”，在常态化开展调研工作的

同时，形成大兴调研的高潮；在市委市政府层面，以“务虚会”

形式，市领导经过调研，就相关问题在务虚会上进行讨论，统一

思想、理清思路；开展市领导年度调研和机关部门年度调研，由

市调研部门组织，在年初自行确立题目，以文件形式印发全市，

到年底完成、汇编成册，这项工作贯穿全年，成为全市性调研成

果的集中展示，同时也可看到全年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具有积

极意义，以往我市曾实行这一办法，建议以大兴调研为契机，重

新确立这一工作制度，并进一步深化，就部门的优秀调研成果进

行评比表彰，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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