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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
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中，逐渐演化出来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
献分析、实验等。
主要类型有：遵循人类学、社会学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发现习惯法；通过文献分析以发现法律文本
规律；通过调查、实验以检验司法改革效果或进行司法改革“试点”。
与思辨研究相比，实证研究的特殊性就在于主要是直接以活生生的“人”为研究对象，因而研究关系
十分复杂。
此外，由于法律实证研究的被研究者往往是刑事被害人、罪犯等弱势群体，他们的知情权、隐私权等
更容易受到实证研究的侵害，甚至还会造成司法不公。
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有时还会造成影响其他法律实证研究顺利开展的“研究污染”。
这就亟须研究伦理的规范，以明确研究人员的研究关系、权利责任和道德义务。

　　《法律实证研究丛书：法律实证研究导论》是作者长期专注于法律实证研究的哲学反思，是在经
历参与具体项目、规范研究方法、反思研究本身等阶段的八年间，对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历史、要素
、伦理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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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云忠，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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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刑事诉讼谦抑论》（2008）、《法律实证研究导论》（2012），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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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体质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是文化与社会背景中的人类的研究
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田野工作者。
实地研究是人类学全部四个分支的真正核心，这也正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
这远非只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去野营。
必须懂得，人类学即是要去理解民族志研究的复杂性，同样，要理解人类学家如何搜集资料本质上就
是要理解他们寻觅到的资料。
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来自如下事实：实际观察所得与从民族志报告中读到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田野工作就是要去获知社会事实的本性。
参与性观察的优越性之一是，通过采访可以得到一个民族的规范和价值，然后从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
来检查他们是否遵从这些观念。
以问题表为原始资料来源的社会科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论述具有数学上的准信度，但调
查研究的结果常常不可靠。
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他身上必然有某些不可以测量的东西。
仅仅靠表面的数据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用“心”去体验。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人类学家田野作业中的“田野”开始主要选择在“落后”民族的栖息地
，社会学家的“田野”是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区或者相类似的地区，那么，法学家的“田野”是如何
选择的呢？
由于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因此，法律实证研究的地点选择既重要又复杂。
经典的观察个案由于当时较大程度地受到资讯、交通、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在地点选择上偶然性很大
；选择调查地点的关键因素之一，则是在识别调查总体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样本；由于广义的文献包
括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因此文献分析的地点取决于文献的具体种类；与前三种方法相比，实地实验面
临的困难包括人为干扰因素尤为突出，实验地点的确定就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经济、文化、人员、案
件等诸多因素。
 （三）亲历与局外 人类学研究中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被视为传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征
之一，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创立。
它要求观察者在较长时间内置身于被观察者的社区中，通过参加他们的日常活动尽可能地成为其中一
员。
参与观察有很多优点：它实际上是对无文字民族进行民族志调查的唯一途径；由于调查者长期置身于
该社区当中，他就会对当地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融入社区生活可以提高调查者的信用度，还可以
使调查者对社区成员的行为更加宽容；调查者可以更加容易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观
察所得不是他人的叙述而是第一手资料；在社区中生活，学习当地语言可以使调查者更好地从当地人
的角度去了解他们赋予文化的意义。
通过参与观察，调查者可以了解到被调查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各种因素间的功能联系。
参与观察的不足之处在于：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其中一部分的效率并不是很高；人类学家不停提
问的行为很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向他人解释参与观察也比较困难；人类学家的出现有时会影响
被观察者的行为；要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事实上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参与观察中，通常还
要采用其他方法，例如，统计学、家谱学、问卷法、访谈等。
参与观察是一种矛盾的方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当人类学家参与当地人的活动时，他就不再是进行纯
粹的观察。
有大量人类学作品就此进行了讨论。
最为理想的做法是人类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两种角色：通过小心控制不停变换着的位置，在参与和
观察之间来回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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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实证研究丛书:法律实证研究导论》是作者长期专注于法律实证研究的哲学反思，在经历参与具
体项目、规范研究方法、反思研究本身等阶段的八年间，对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历史、要素、伦理等
核心问题的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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