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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中，要实现一良善的法律秩序，不仅需要国家权威的扶持、社会基础的支撑，来自法学理
论的指引也不可或缺。
在小政的《法律生长与实证研究》中，其预设的逻辑基础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复杂化，每一
种法学理论“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根据某个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创
造或解释法律制度。
在方法论上，相互之间如果不进行借鉴、吸收，或者综合改造，就很难建构理想的“法律大厦”。
对此，博登海默有一经典的描述：“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
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法律生长的方向如何？
在比较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分析法学等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本书主张法社会学的“超越”之处在于
，注重社会的利益诉求、法律的实用性以及社会效果等，深化了法治主义中的实证研究倾向，促进了
法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变革。
实际上，20世纪中叶以来，中外许多法学家在著作中纷纷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
庞德的话精妙地概括了其中的危机感和必要性：“生活在法律的气氛中而不顾全全部尘世间和人的因
素的法律修道士，不可能将实际的原则恰当地适用到有血有肉和变动不居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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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多数人而言，传统、权威、宗教和权力等因素依旧是主要的知识来源。
神话、迷信、未经证实的信念与预感等方式也可能带来某种可靠的确定感，产生可怕的行为动力。
经常怀疑周围“常识、常情、常理”的人可能被看做“神经病”。
令人伤心的是，在我们周围，一些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法律“学说”、“观点”、“论点”等——
有的甚至披上“定理”、“公理”、“定律”的华丽外衣——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它们实际上只是“
半生不熟”的研究假设，或者“一吹就破”的学术泡沫。
它们未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的检测，就被“赶鸭子上架”，不仅解释力差，而且践行力也差。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周围知识的真假、善恶，或者建构新的关于真、关于善的知识，这是人类反思传统
“思辨研究”和“炉边归纳”的结果。
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堪称“方法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灵通宝玉，但堪称“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当然，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相比，法律领域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但
具有特殊的方法体系和运行特征。
    本书分章梳理法律实证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方法，总结国内外．一系列研究项目的成败得失，进
而专项论证：进行科学、合理的法律实证研究，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设计、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式、进
行定性与定量的资料分析、把握研究中的伦理责任和风险管理、保障评估的有效性并确立可持续的推
广计划等。
其中，法学家和司法精英的贡献必不可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中国经济开放、政治民主、民族优抚等过程中，进行实证研究并推动改革，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
但是，以实证研究方法变革中法学研究范式，优化中国法律变革道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
此还比较陌生。
缺乏实证精神是中国法律现代化中最大的拦路虎。
本书预测，法律实证研究在中国的时代即将到来。
法律实证研究，有利于当代国通过“更少的法律”，实现“更多的秩序”。
当然，法律实证研究必须结合当前转型社会的制度需求、社会语境、研究基础和学力储备等因素进行
有序安排，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盲目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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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小政，男，湖南郴州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担任
人民法院出版社《原法》执行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法学教授，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学术研究
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在《中国刑事法杂志》、《法学研究》、《中
国图书评论》、《法律科学》、《法学杂志》、《法制日报》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参编《证据法学
研究述评》、《我国证据法理论与实践》、《取保候审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论著十余部；荣
获过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十星、陈光中奖学金，第44批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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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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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法律实证研究的基础理论一、实证研究的方法“本质”与基本要素所谓实证研究，在研
究方法层面，它与思辨研究相对应，是指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有关信
息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科学中的兴起，主要源于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实证研究与科学
方法论在特定社会中，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和功能实现与其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在科学发展史中，人类关于方法论的探讨，首先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对自然的探索。
狭义的科学方法论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
法等。
20世纪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方法，如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
。
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有其风险，我们注意到，在现代社会，科技理性及其相关技术开始出现“统
治”人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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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阅读到白建军教授在《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一书中“多一点我发现，少一点我认为”、“中国问
题，世界方法”时，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相信法律实证研究在中国必将发达，虽然这是一条荆
棘的道路。
在奔赴地方拍摄《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酌定不起诉试点纪录片》、《实践中的和解纪录片》时，许多公
安司法人员对我们的法律实证研究项目感到吃惊：“原来法律还可以这样研究！
”我期待，学界同仁不仅能“回归乡土意识”，较为精确地提炼出中国问题，建构中国模式，促成中
国理论，而且能迎面全球化挑战，对世界问题、普世模式、科学理论作出积极贡献。
在创作《法律生长与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我坚持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实证研究方法论，意味着对传
统法学研究和法律变革方式的改变，这对于中国法律、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嘹亮的号角。
在论证了其必要性后，关键是如何探讨可行性？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目前，中国许多法律实证研究项目日益科学、规范。
在创作中，费孝通教授、袁方教授、仇立平教授、赵旭东教授等社会学名家的著作给予了我许多启示
。
德不孤，必有邻；学不孤，必有群。
就我个人而言，参与法律实证研究也是一段对知识、对法律的“朝圣”路程。
在这一路程中，我能比较迅速地实现从思辨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过渡，并激发对规划设计、风险控制、
沟通话语、评估推广等的强烈兴趣，主要得益于许多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
我们在一系列法律实证研究项目中相识、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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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实证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它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尤其是分析问题、澄清疑点
、证明结论上。
实证研究还是学者们做学问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实证研究的基础就是活的案例、活的数据，有疑难、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而且迫切需要改革的，都可
以在一定范围进行实证研究。
这样决策会更加科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光中 以实证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在我国尚属较新领域
，它不同于以往书斋式的、逻辑性的理论论证。
法律本身是生活的、具体的。
关注法律生长的实际土壤、分析各种改革方案的收益与风险，值得中国人重视。
雷小政博士的这本专著密切结合现实案例和调研经验，在充实这方面的经验上十分难得、意义深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江学者　陈卫东　 雷小政博士以极其细腻的文字论述了中国
法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对于刑事司法等法律系统，要作出准确的判断、提出有效的对策，实证
研究不可或缺。
他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为基础，分析了法律实证研究的多种方法，其精髓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既
要学习世界方法，走向全球的先进行列，同时也要尊重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保持中国本色。
对于雷小政博士这些年来参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工作，我都十分认真地进行观察和学习，也非常欣赏
他有如此过人的眼界和有趣的经历。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会愈加体会这本专著的指导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Hauser国际非营利研究中心主任　Christopher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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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实证研究丛书:法律生长与实证研究》这本专著密切结合现实案例和调研经验，在充实法律实证
研究的经验上十分难得、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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