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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由领导者安排选题。即根据领导

决策和工作的需要，由领导出题目，秘书人员分头去调查。

然后写出单项的或综合的调研报告。另一种是由领导和秘书

人员共同研究确定选题。这既发挥领导的主导作用，又体现

秘书的辅助作用。还有一种是由秘书人员对形势发展与领导

决策意向的理解和把握，自行确定调研选题。 无论采用何种

方式 都需要遵循以下的选题原则或趋向：即要从对全局工作

最有意义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去选题；要从群众普遍关心而

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去选题；要从各个时期带有倾向性和关

键性的问题去选题。只有这样，调研活动才会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适用性。写出的调研报告才能反应时代的最强音，调研

才能真正成为领导者决策的前奏和基础。确定调研选题的方

法有好多种，秘书人员直接确定选题通常有以下五种方法： 

一、在智慧碰撞中选题 所谓智慧碰撞，就是集思广益，发挥

领导、群众、和秘书人员的聪明才智，让各种在相互交流中

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而这种“火花”往往就是秘书调研的

选题。秘书撰写的调研文稿不仅仅是秘书本人感性认识能动

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产物，而且是包括调查对象在内的集体

结晶。在形成调研选题的初创阶段通常都有一个智慧碰撞的

过程。碰撞的基本轨迹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出发点，

以同级领导的决策意图为支撑点，以决策的时机及环境条件

为参照点，以推动本单位的现代化建没为落脚点，将这“四



点”有机地连接起来，所产生的调研题目就会是某一段时间

里最重要的研究重点或中心课题。 智慧碰撞的目的就是为了

将上级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选题更具有地方

性和适用性。胡锦涛同志在学习贯彻《干部任用条例》的电

视电话会上讲到，有些地方不是没有思路，不是没有规划，

而是干部作风漂浮，没有扎扎实实的行动。对于上层来讲要

多研究一些宏观思路总体规则；对于基层来讲，更多的是要

研究在实施、执行中怎样进行再创造，“四点一线”的智慧

碰撞就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有助于同级领导把中央精

神的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有助于秘

书人员在“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结合上出题目、作文章

。 二、在全局高度上选题 对于同样一个客观事物，站在不同

的高度去观察，会得出不同的认识；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也会有明显的区别。限于秘书人员所处的方位，一些地方

和单位的秘书看问题往往容易“平视”或“仰视”。“平视

”就容易把好东西、新东西看成平平常常的东西；“仰视”

则总是觉得上面的或外地的东西好，不易觉察身边的有地方

特色的东西，因而一些颇有价值的选题常常被漏掉。比如

，20世纪90年代初，某县在统计农民年人均收入时，一下子

排出十几个年人均收入两千元的村，在具体分析收入构成时

，发现有个村子和其它村子不一样，这个村的“两千元”不

是靠少数几个高收入户拉起来的，村里既没有明显的暴发户

，也没有突出的贫困户，家家都是万元户。如果单从经济收

入看，这个村在全省全国挂不上号，够不上典型，但在现阶

段农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

这个村群体致富的做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于是秘书人员对



这个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做了全面调查，写出题为《共同富裕

的一面旗帜》的调查报告，省报整版刊发。省里主要领导来

这个村考察后，指示要在全省学习推广他们的经验。 这件事

使我们认识到，秘书人员要拿出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必须有

模拟换位、登高俯瞰的本领；必须有意识地站在同级或上级

领导的高度上观察认识问题；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去看待

和掂量本单位的具体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拓宽野，深化认

识，进而发现有普遍指导价值的调研选题。 三、在反向思考

中选题 秘书人员的思考要紧跟形势，要围绕中心搞一些“热

门”问题的调查。但是秘书的调查不能总像是新闻记者那样

追踪“热门”活题。每隔一段时间，秘书应冷静下来，对本

单位决策和实施决策的情况来个“回头看”，看看有哪些突

出的经验，有哪些明显的失误，有哪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

或倾向。这样的“回头看”往往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选题。

比如，在某县的一次汇报会上，一位乡党委书记“摆功”说

他的工作如何辛苦如何忙，并举例说他有时候一天要接待五

、六个检查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秘书人员对此

进行反向思考，感到县委部门最近的检查、评比活动确实不

少，对基层工作已经形成了干扰。于是他以此为题，作了专

题调查，写出了《形式主义面面观》的调研报告，引起县委

的高度重视。 实践表明，反向思考是一 种发现力。它有助于

秘书人员多侧面、全方面地思考和认识问题；有助丁秘书人

员走出顺向思维圈子，用独特的视角，于平淡中看出新奇，

从一般中发现特殊。而这种反向思考的新发现往往是领导者

完善已有决策和作出新的决策所需要的。因此，这类选题通

常具有出奇制胜的功效。 四、在联想分析中选题 日常生活中



存在着大量的小事，如果孤立地去看，似乎没有什么价值。

但如能发挥联想力，由表及里地想，由此及彼地想，就能从

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发现一些具

有较大使用价值的调研选题。比如，某秘书下乡调查农民负

担过重的问题时，发现有两位邻居因盖房子问题吵架，这本

不算什么大事。但是秘书打听发现，这两家是在闹宅基地纠

纷，于是他顺着这个由头走访，发现这个村农民新盖的房子

大部分没有宅基地批准手续。回到县里后，这位秘书又向好

几个乡镇干部打听此事，发现宅基地纠纷相当普遍。因此他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县委据此作出了

农村宅基地公证的决定，使潜伏多年的宅基地问题得到化解

。 秘书人员在听到、遇到某一种调研题材后，要善于触“景

”生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就可以从已知的题材或

观点出发，推及出同类问题中的另一个题目，有时还可能由

此引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调研课题。这种联想分析引出的

课题往往是秘书闭门苦思所难以发现的，往往能够收到“踏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效果。 五、在经验积累

中选题 秘书人员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积累两种经验

：一种是直接经验，即自己从事秘书工作的亲身体验和进行

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感受；另一种是间接经验，即通过看书学

习、与人交谈，从外地同行及本单位领导那里获得一些别人

的感受、观点或看法。这两种经验是秘书人员的宝贵财富。

随着两类经验的大量储存，秘书头脑中积累的纷繁复杂的信

息经过消化和融合、排列和组合之后，便能够从它们的内在

联系中发掘出一些新的调研课题。这就叫优化组合“提”观

点，请教同行“借’’观点。采用这种选题方法，要求秘书



人员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广泛收集和积累各种资料，养成

勤学好思的良好习惯。只要重视并不断积累两类经验，有价

值的调研选题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