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理论研究  |  应用写作  |  秘书实务  |  秘书教学  |  考试培训  |  活动竞赛  |  秘书与法

       办公自动化  |  秘书文艺  | 董事会秘书  |  商务秘书  |  百科知识  |  秘书博客  |  秘书论坛  |  招聘应聘  |  联系我们  

  站内快速搜索：     关键字 所有的 理论研究 搜 索

 

用户名：  

密  码：

 个人会员  企业会员nmlkji nmlkj

      

信息调研

 ◆ 我是这样撰写基层负面信息的

 ◆ 做好县级党委信息工作的几点

 ◆ 开展效率调研 打造调研精

 ◆ 努力在改进信息服务上取得新

 ◆ 浅谈如何上报信息和舆论监督

督促检查

 ◆ 创新开展常委议定事项督查 

 ◆ 特事特督促恢复 抗冰抢电

 ◆ 督查干部 要树正气 聚才气

 ◆ 树牢优质理念 打造一流督查

 ◆ 大胆创新 优质服务 不断

综合协调

 ◆ 谈公文处理中的协调

 ◆ 略论秘书的协调艺术

 ◆ 也谈怎样当好副职

 ◆ 着眼全局 统筹兼顾 充

 ◆ 办公室主任的协调艺术

提案办理

 ◆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特点、问

 ◆ 重质量求实效 重沟通求满意

 ◆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政府认真

 ◆ 提案办理

 当代秘书 >> 秘书务实 >> 信息调研

深化四种意识 提高调研水平

作者： 唐太培   发表时间：2006-9-11  被阅读：229次
 

——关于秘书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几点思考 

 

 

  调查研究是秘书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秘书工作人员参政设谋的

重要手段，也是决策层领导民主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秘书工作人员开展

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优质服务，必须增强创新、求实、高效和精品意

识。 

 

一、深化创新意识，增强调查研究的时代感 

 

  创新是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国家、民族、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调查研究如果停留

在现时的、表象的、静止的、迟滞的层面上，不仅谈不上主动服务，连被动

服务也谈不上，甚至是劳命伤神的“无用功”。因此，调研工作必须不断创

新，站在时代前沿，紧扣时代脉博，紧跟时代步伐。要使调查研究符合时代

要求，不断推陈出新，作为调研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三新”：一是知识要

更新。当前，新知识、新理论、新概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

仅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要认真

学习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创新理论；不仅

要熟悉从事秘书调研工作的业务知识，而且要学习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管

理学以及历史、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掌握本地本部门包括经

济、社会及风土人情在内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地经验，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视野

开阔，“新”意绵绵。二是思路要创新。思路决定出路，政务调研工作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否

则，围绕旧事物和已经形成定论的工作进行低水平重复调研，都是没有多大

益处的。比如在制定我县“十一五”规划时，我们经过广泛调研，提出了实

施“旅游兴县、工业强县”发展战略和“围绕‘三化’抓产业、围绕产业抓

项目、围绕项目抓投入”的重要举措以及“富裕、开放、美丽的和谐之地，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后起之秀，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道德之乡”的历史定

位，这一思路很快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三是观点要出新。文章天天

写，调研经常搞，要出新观点确实不易。但如果总是翻“老黄历”、“炒冷

饭”，涛声依旧，就以吸引眼球，引入注意。因此，我们提出的观点，既要

有新意、体现时代特色，又不能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既要主旨鲜明，

立意深远，又不能生造硬砌，词不达意。 

 

二、深化求实意识，增强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实为基，以实为本。如果脱离了

实际，则大可不必进行调研，“闭门造车”即可“异想天开”。对事业无责

任感，对人民群众感情淡薄，作风飘浮的人，绝对不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

地去调查研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也往往应运而生。惟有以求

真务实的态度开展调查研究，去伪存真、除虚留实、去粗取精、由表及里，

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提出正确的科学的应对之策。一是立足实用。调查研

究要讲实用，不能围绕那些虚无飘渺的、远离社会主流的事或一些细枝末节

进行调查研究。所谓实用，可理解为“三贴近”：即贴近党政领导中心工

作，贴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贴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即使是超前调研，也不能远离领导的兴奋点、群众的关注点和社会的焦

点。二是掌握实情。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实现民利是调查研究

的目的。能否掌握实情是能否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因此，调查研究必须要

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班组，亲

自听聆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

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实质性问题，找出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

如果我们的调研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给领导决策带来误导，给党的事

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的后果。三是力求实效。调查研究的结论是为指导

工作服务的，而不是为调研而调研。调查研究的结论必须立足于解决实际问

题，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要坚决杜绝做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

的形式主义，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说套话的陋习。因此，调查研



究的结论必须准确、科学，切实做到抓住事物的本质。既不能凭想象，以先

入为主的思想去反映客观现实，用主观想象或猜测代替客观事实，用已有的

结论来左右正确调查、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也不能随大流，要敢于坚持

科学的观点，不被领导意志、流行现象或者有时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所迷失。 

 

三、深化高效意识，增强调查研究的节奏感 

 

  当今时代是快节奏的时代，调查研究工作要做到主动服务，在节奏上要

快。一方面，谋划要有超前性。要紧紧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和领导思考的重

点问题，特别是带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进行超前调研，既要想

领导之所想，更要想领导所未想。调研人员应根据政策走向、时局大势、发

展战略、群众呼声等，未雨绸缪，谋划在领导之前，调研在决策之前，而不

能等领导安排之后、问题出现之后再去调研。另一方面，调研要讲究时效

性。调研研究工作是一项时效性很强的工作，无论是决策前的超前调研、决

策实施中的跟踪调研、还是决策完成后的反馈调研都要及时，真正把调研成

果送在领导决策需要的“火候”上，否则，就会变成“马后炮”。当前，在

一些调研实践中，存在一种求全、求美的倾向，调研人员往往想通过调研拿

出最完美的对策，写出最完美的文章，这个愿望是好的。但调研的过程本身

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家之言，要想通过一次调研完全解决某个问

题，或者希望自己提出的意见全部被领导采纳，这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求全

求美中会耽搁时日，会错过发挥调研成果作用的最佳时机。所以有时自以为

得意的佳作往往得不到领导肯定，就是因为贻误了时机。2005年全省公祭舜

帝结束后，九嶷山旅游开发面临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而当

时随着省祭结束，盲目乐观、松劲歇气等情绪抬头。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

时组织力量开展调研，对九嶷山旅游开发的热现象进行了冷思考，写出了

《九嶷山旅游开发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很快得到了县委、县

政府领导的重视，以《领导参阅》形式下发到全县各级各部门，使本以淡出

的九嶷山旅游开发再次成为全县上下关注的热点。 

 

四、深化精品意识，增强调查研究的认同感 

 

  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要使调研成果进入领导决

策，首先必须争取领导的认同，而要得到领导认同，必须要求我们的调研报



告是精品，而非次品、废品。因此，调研报告要尽量做到用最明确的形式反

映最真实的情况，用最简短的篇幅容纳最丰富的内容，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

最深刻的道理。一是献策要精到。调查研究就是出谋划策，出谋划策就要谋

在关键处，出在点子上。所谓“求实、求新、不求全”，就是要求献策要切

合实际，要有新思路、新观点、新对策，而不是面面俱到。一次调查研究，

能够解决一两个问题，能有一两条建议得到领导采用，就算功德无量了。而

没有必要要求也不可能达到解决所有问题或全部成为工作的指南。二是篇幅

要精炼。调查报告本来可长可短，无可厚非。但我认为以精短为妙，即所谓

“求精、求深不求长”。在追求高效率的社会里，长篇大论是一大忌，况且

领导事务繁忙，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领导能静心安心地去看一篇冗长的调查

报告。鲁迅先生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

删去，毫不可惜”，这对我们是有启迪的。也就是说，文章要写得简炼干

净，达到“四两拔千斤”之功。三是文笔要精彩。虽然调研报告不同于文学

作品，但其可读性仍然十分重要，有血有肉、语言清新的文章才有人欣赏，

枯燥无味、呆板贫乏的文章是不能引人共鸣的。因此，调研报告在文字上应

更生动活泼一些，要有强烈的现场感，使人身临其境，增强真实性。要注意

引用群众语言，群众语言十分丰富和生动，很多是坐在书斋想不出的，鲜活

的群众语言不但可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还可提升调查报告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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