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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

张 海 燕

摘 要: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毛泽东于 1961 年专门就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他不仅倡导全党上下一起动手调查研究，而且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组织实施。经过大量由“点”到“面”的调查研

究，并在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毅然做出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策。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废问题

的调查研究，不仅表明了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态度，而且体现了他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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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及其终结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但从总体上看，纪实性的成果比较多，理论分析性的

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调查农村

公共食堂问题以及如何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解决

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尚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
本文试图从调查研究的缘起、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

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

食堂的存废之间的关系做些分析探讨。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缘起

1961 年，毛泽东以农业问题为开端，在各条战

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农

村公共食堂问题是当时农村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

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成为

毛泽东调查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1．基于历史的惯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毛泽

东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早在大革

命时期，为应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到

湖南湘潭、湘乡等五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后，写出了著

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为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毛泽东

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

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

泽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实

际问题。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

挑战，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

依然情有独钟。
2．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的总结
1958 年至 1960 年，由于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

中的急于求成和盲目冒进，给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

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毛泽东看来，出现这

种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不注重调

查研究的结果。1961 年初，出于对过去一段时期工

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

要性。1 月 1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

出:“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

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

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

少了。”①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

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过去几年的工作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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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太少

了，因而 1961 年要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要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②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

识很快为全党所认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随后

的讲话、报告、文章和批示中，也都对调查研究的重

要性作了相应的阐述。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辑录

刊发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各地报刊登载了大量

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文章、宣传材料及一些有参考

价值的调查报告，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和宣传声势，从

而在全党上下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
3．基于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现实需要
早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就开始试办

起农村公共食堂。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的开展，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的

农村公共食堂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在当时，办

不办公共食堂已经上升到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

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人民日报》的

社论甚至还提出“公共食堂万岁”之类的口号。农

村公共食堂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并提倡“放开

肚皮吃饭”。这种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在绝

对平均主义基础上、与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

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 一是

集中定点定时吃饭，给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制

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是为解决农村公共食堂的

柴火问题，大肆砍伐树木，甚至不惜拆除房子、木桥、
水闸等基础设施，造成了物质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

费; 三是不允许群众养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导

致群众很难吃到荤菜; 四是农村公共食堂组织专人

从事砍柴、煮饭、炒菜、担水等工作，导致劳动力的极

大浪费; 五是削弱和破坏了农民家庭固有的自救能

力，以致在灾害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 六是农村

公共食堂的一些领导者和管理者克扣群众口粮，供

自己和家属搞特殊化，个别干部甚至以不给饭吃来

打击报复不听他们话的群众，直接导致干群关系、党
群关系紧张。对于“吃饭不要钱”的农村公共食堂，

毛泽东曾经一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办公共食

堂是破除私有观念、强化集体观念、巩固社会主义阵

地并加速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条新途径，甚至不

顾党内的反对声音，在实践中强力推广。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村公共食堂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引发的

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不仅迅速引起毛泽东的

高度重视和关注，而且促使他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来

了解其真实的情况，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范式

调查有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所谓直接调查，

就是通过走访、考察、蹲点等形式，深入工厂、农村等

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调查; 所谓间接调查，就是通过会

议、座谈等形式听取汇报以了解情况，或派遣身边的

工作人员去基层调查后再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

主要是通过间接调查了解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
1． 指派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深入农村作

“点”上的调查
为了解农村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

全会刚一结束就指派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

达等牵头组成三个调查组，用 10 到 15 天时间分赴

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实地

调研。当地省、地、县、公社党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参

加了调查组的工作。
由田家英带队的浙江调查组在嘉兴县和富阳县

分别选取了一个公共食堂搞得最差和搞得最好的生

产队进行对比研究。当时，由于粮食减产严重，浙江

省的公共食堂大多难以为继。嘉兴县的和合生产队

1960 年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 291 斤，不到通常年景

的一半。群众对中央“坚持食堂”的规定确实有不

少怨言。③调查组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促膝谈

心，了解到大量的真实情况。如不少社员之所以不

愿意在食堂吃饭，主要是因为食堂只煮饭不做菜，社

员们将做好的饭带回家后往往还得热一次才能吃。
田家英及时将调查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汇

报。④浙江调查组的汇报使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

如何适合群众问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由胡乔木带队的湖南调查组关于公共食堂的调

查汇报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在调研初期，胡乔木

主要抓的是公共食堂搞得比较好的生产队，在向毛

泽东汇报时，他以长沙县的农村为例说明公共食堂

不能解散，并认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公共食堂还能

起到很大的作用。⑤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到

湘潭县韶山大队调查以后，胡乔木真切感受到不少

社员对公共食堂的确很不满意。当他再次向毛泽东

汇报时，胡乔木谈到: 韶山地区因为办公共食堂导致

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劳动力浪费严重等诸多问题。
许多群众尽管有要求解散食堂的愿望，大小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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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

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当毛泽东问胡乔木食堂

能不能立即解散时，胡乔木明确回答说，立即解散虽

然有缺房等问题，但解散有利而且可以解散。除了

口头汇报外，胡乔木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并附

上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

个附件。报告根据群众的反映，认为，大多数公共食

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

中的一个疙瘩，成为农村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

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

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

多不便。”⑥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认为

大多数食堂应当尽早解散。
派驻广东的调查组通过座谈会和实地考证，将

广东新兴、南海、番禺等县农村所了解的情况以“调

查纪要”和“座谈纪要”等形式向在广州的毛泽东作

了汇报，其中吸收了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

部书记梁纪南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的意见。1961 年 3 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
( 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大区) 上，毛泽东谈到食堂

问题时特意提到:“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

堂有四大坏处: 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

没有肉吃( 因为家庭不能养猪) ，四是不利于生产。
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

食堂非散伙不可。”⑦

毛泽东指派的三个调查组将毛泽东的要求贯彻

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及时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

毛泽东作了如实汇报，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

议，这为毛泽东思考并调整农村公共食堂政策提供

了重要依据。
2．听取地方领导的汇报作“面”上的调查
除派出调查组，毛泽东还亲自到南方各省调查

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就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规模问题、分配问题和食堂问题等一系列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大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毛

泽东关注较多的还是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时任中

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汇报，

并询问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农村公共食堂

的看法。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江渭清道出了农村公

共食堂存在的几个问题: 食堂耗粮特别大; 办公共食

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

肉吃; 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⑧这虽然对毛泽东有

一定的触动，但此时他思考的还是如何办好公共食

堂的问题。在江西，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就江西省

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听取汇

报时，毛泽东针对食堂问题，提出办食堂要灵活多

样，满足不同人的要求。在湖南听取汇报时，毛泽东

特意询问了湖南办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时任中共

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华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认为，

湖南的食堂办得好，受社员欢迎。对办公共食堂持

肯定意见的汇报，毛泽东不时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

以求对公共食堂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在广

东，毛泽东征求了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

( 他曾参加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

题) 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在初步了解到湖北农

村公共食堂的基本情况后，他再次强调办农村公共

食堂一定要考虑群众的意愿，但同时他又明确表示:

“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⑨

地方领导人的汇报使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存

在的问题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为他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

案) 》( 简称“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虽然提

出要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纠正，但

未彻底放弃继续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颁布

以后，毛泽东非常关注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反

应，并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了解各地反映的情况。其

中，湖南关于群众反应的汇报给毛泽东的触动最大。
1961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

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农

业六十条”草案反应的汇报，张平化汇报时强调群

众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农

村公共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4 月 9 日，毛泽东

在专列上又听取了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张平化的汇

报。张平化在汇报时特别讲到，以前他对农村公共

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总觉得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

些为数不多的富裕中农，事实上是多数人不喜欢食

堂。毛泽东对此深有同感，并越来越感觉到农村公

共食堂不得人心。⑩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张平化等

地方领导干部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认识在深化，毛泽

东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认识也在深化。
3．督促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实地调查
农村公共食堂到底是继续办下去还是立马停

141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



办，还需要在党的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为达此目

的，毛泽东多次催促中央领导人到农村去做调查。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61 年四五月份，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深入

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并通过写

信、电报、电话等方式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反映

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和意见，提出解决农村问题

和其他问题的方案、措施和办法。毛泽东及时以中

共中央名义转发了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调查报告和通

信并写了批语，供各地参考。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的炭

子冲大队做了 44 天的调查后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

报，明确表示农村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应当解散。
5 月 7 日，周恩来就其在河北邯郸农村所作的调查

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其中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 包括妇女和单身汉) 都

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农业高

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毛泽东极为重视周恩来的

意见，当即指示将电话记录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参考。瑏瑡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

四省重点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回到北京后，他

在 5 月 9 日致毛泽东的信中谈到: 多数群众愿意回

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并列举了

群众所说的农村公共食堂“五个不好”( 即社员吃不

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

吃糊涂面) 。瑏瑢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北

京郊区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5 月 10 日，他们

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认

为，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

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

据群众自愿。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并很快作出

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

考。”瑏瑣

同一时期，中央还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到各地农

村进行调查，其中有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

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

宁海城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详细汇报了当地农村的有关情况，系统提出了解散

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关于农村公

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汇报，不仅说明了农村公共食堂

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坚定了毛泽东解散农村公

共食堂的决心。

三、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农村公共食堂的终结

1961 年 5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

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针对农村公共食堂，该条

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

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

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对于参加和不参加的社员，

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这

样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允许公共食堂停办，从而使人

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用行政命令大办食堂的错误得以

纠正。在被视为“共产主义要素”的农村公共食堂

终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无疑起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首先，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农村公共食堂的解

散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民主的氛围。在当时，继续举

办还是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是与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广大干部

群众而言显然是一个思想禁区，因而即便农村公共

食堂兴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也不敢轻

易发表意见。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农村

公共食堂的态度在全党起着重要的风向标作用。对

于办农村公共食堂，毛泽东最初是十分看好并极力

推崇的，但在公共食堂的问题暴露后，他并不护短，

而是亲自领导调查小组调查公共食堂问题，与各级

党员干部广泛交流意见，并在调查中认同一些地方

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带

头就农村公共食堂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后

来曾说，过去过分强调农村办公共食堂是不对的。
并就 1959 年对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中国科学院昌

黎调查组展开批判一事作了自我批评。瑏瑤毛泽东的

这些言行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公共食堂问题并

不是神圣不可触及的。这在当时无疑起了“解放思

想”的作用，营造了一个让广大党员干部敢于、勇于

并善于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宽松氛围，为全党在彻

底解决农村公共食堂这个政治意味浓厚的问题上达

成共识，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农村公共食堂的解

散提供了决策的科学依据。毛泽东强调: “正确的

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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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瑏瑥可见要想科学决策，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

研究。在农村公共食堂存废问题上，尽管毛泽东主

要是通过间接调查来了解情况，但他获得的绝大部

分信息都比较客观真实，这为他后来作出解散公共

食堂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间接调查

之所以有成效，一是与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

实施是分不开的。在毛泽东指派三个调查组时，对

调查组的人数，怎么调查，做什么准备都作了详细的

部署和安排，甚至连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问题也都

给予了考虑。如提出调查组成员都要是高级水平

的，低级的不要; 每个组要再细分成两个小组; 调查

时要“抓两头”等等。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方

法，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

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除了直接领

导调查小组调查研究外，还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全

党的智慧。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认真进行调

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

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

记，每年一定要有几次亲身进行的有系统的基层调

查，并要形成制度。这在全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使得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二是与其重视全面

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选取调查对

象时就强调既要有搞得最好的生产队，也要有搞得

最差的生产队; 在听取汇报时，既听取对办公共食堂

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同时对肯定办公共食堂的意见

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 既注重高级干部的调查报告，

又注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既有政策制定之前

及制定期间的调查研究，又有关于政策实施及其成

效的调查研究。通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

与中共中央不仅了解到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着浪费

大、破坏山林、不利生产、绝对平均、影响党群关系等

诸多问题，而且认识到农村公共食堂得不到大多数

群众拥护和欢迎的主要原因。认为，既然农村公共

食堂为大多数群众所不满，就完全有解散的必要。
正是立足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才及时作

出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策。
再次，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农村公共食堂

的解散及其善后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农村公共

食堂问题不只是一个吃饭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着

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不能“一散了之”，需要作好解散及其善后工作。毛

泽东通过调查认识到，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是民心所

向、大势所趋，但不能一蹴而就，要有条理有步骤的

进行，因而特别提出要作好解散过程中的各项具体

工作。如单身汉、困难户在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的

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一部分群众的住房及灶具问题

如何解决等。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毛泽东作了调查

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中共中央在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中充分吸收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成果。
这主要体现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及

其修正草案中，如修正草案中明确表示，对不参加食

堂的群众给予切实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保障，对一些

还需要食堂的群众如单身汉办合伙食堂的要求也给

予满足，但明确规定“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

生产队的财务分开”，“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

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经济上不应该有

特殊的待遇”。瑏瑦正是这些合符实际的政策措施有效

解决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

拥护，使农村公共食堂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 1961 年的调查研究，当时公

社化运动中极为突出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才得以解

决。尽管这一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进

行的，缺少必要的制度规范和保障，但它的客观效果

表明，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是行之有效

的法宝，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仍然是极其重要

的决策方法，对密切党群关系、转变党的领导作风仍

然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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