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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实证研究本土化探索》素材直接源自实际进行的法律实证研究项目，对其他国家的一些研究成
果也作了介绍，还收录了开展法律实证研究时制作的调查问卷、访谈提纲与记录、数据收集表格、研
究报告等基础资料。书中以中国社会近些年来进行的一些法律实证研究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一种理
论归纳与实例解析相结合的方式，概括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或者心得体会，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法
律实证研究的基本面貌，为开展法律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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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律实证研究概述
  一、法律实证研究的含义与特征
  二、法律实证研究基本状况
  三、法律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法律实证研究的功能
第二章  立项
  一、项目策划
  二、立项申请书
第三章  实验前调查与文献研究
  一、实验前调查与文献研究的任务
  二、实验前调查
  三、实验前文献研究
第四章  实验地点的选择
  一、选择实验地点的基本要求
  二、选择实验地点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五章  实验方案的制订
  一、制订实验方案需要的信息
  二、制订实验方案的基本思路
  三、制订实验方案的基本要求
  四、实验方案的内容
第六章  实验人员及其培训
  一、实验人员
  二、培训目的
  三、培训时问与方式
  四、培训内容
第七章  实验的运行
  一、实验运行的两种模式
  二、实验运行中的管理机制
  三、实验运行中的跟踪
  四、实验运行中的沟通
  五、实验研究中的回访
第八章  实验数据收集
  一、数据收集的基本要求
  二、问卷
  三、数据表格
  四、照片、录音、录像
  五、工作记录
  六、二手资料
  七、数据的整理
第九章  实验效果评估
  一、实验效果评估的内容
  二、实验效果评估的基本要求
  三、实验效果评估的主要阶段
  四、实验效果评估的主要方法
第十章  研究报告
  一、撰写最终研究报告的基本要求
  二、撰写最终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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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终研究报告的框架与内容
第十一章  项目推广
  一、项目推广的方式
  二、实验方法的推广与成果的制度化
  三、项目在办案机关中的可持续发展
  四、项目在其他人群中的可持续发展
附录  调查问卷、访谈提纲、数据收集表格、研究报告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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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龙勃罗梭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将实证
的、归纳的方法引入犯罪学研究领域，引起了犯罪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场方法论革命，使犯罪学向科学
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在龙勃罗梭之前，大量的犯罪研究主要是通过思辨方法进行的，研究人员根据
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已有的结论、自己的思考、臆想以及支离破碎的观察、偶然遇到的案例进行犯罪研
究，研究人员普遍使用演绎法解释犯罪问题，根据前人的结论演绎出对当前犯罪问题的解释，使犯罪
学研究充满脱离实际、空洞玄虚的形而上学色彩。龙勃罗梭将近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应用于犯罪
研究，注意通过仔细观察、系统调查、生理解剖等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从自己收集的大量事实、数据
证据中归纳、概括出研究结论，犯罪学研究密切联系实际，从而扭转了犯罪学研究中脱离实际的倾向
，大大促进了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②　　正是在犯罪学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实证研究方法得
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逐步进入法学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调查后发现，英国、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法学
院都正推出新的研究生课程（例如，社会学法学研究、女性法学研究、批判法学研究以及国际法新解
等）.大力推行跨学科法律研究方式。不少法律教育学家已留意到实证法学研究和社会学法学研究的兴
起。③　　随着实证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经验的积累，其知识体系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法律实证
研究既以收集数据为基本框架，又重视对各种法律信息的性质判断。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调查
研究。从规范的角度而言，调查研究既包括对调查对象总体的调查，也包括对所选样本的调查。在社
会学里，调查研究往往侧重于对样本的调查，指的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
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
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①通过自填式问卷、结构式访问等手段，研究者可以收集社会各界对立法
、执法、司法环节的看法、态度和建议等。二是观察研究，即实地研究。其核心方法是研究者进入到
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去近距离地观察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环境中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观察研究往往
可以有效地发现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原因何在。三是文献研究。即研究者通过收集与研究对
象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考察与归纳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种载体的文献资
料进行研究，可以掌握其中某一法律现象的运行规律、分析其历史经验与教训。四是实验研究。即研
究者首先提出一种关于研究问题的理论假设，然后根据研究目的引进自变量，在实验外部环境保持基
本不变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空间和时间跨度的实验，观察因变量是否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研究方式。在开展一项法律实证研究时，可以有选择性的或者综合运用以上具
体方法。　　与思辨研究相比，法律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亲历性或经验性。法律实证
研究要求研究者基于自己或他人的感知、认识、经验进行研究，需要亲身经历或借助于他人经验。法
律实证研究各种方法的运用，包括调查、观察、文猷分析、实验等，都要求亲历或基于经验而进行。
　　第二，参与人员的广泛性或多元性，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互动性。对于多数法律实证研究来说，
没有其他人员的参与，单个研究者往往难以完成项目研究，尤其是调查、观察、实验更是如此。这种
参与人员的广泛性，或者表现为研究人员本身广泛或多元，或者表现为其他参与人员广泛或多元（如
被调查或被观察的对象、参与实验的其他人员等），或两者兼而有之。在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相关
机构之间、研究者与被调查或被观察对象之间、甚至被调查或被观察对象之间等，都存在各种互动关
系。　　第三，研究对象的特定性与特殊性。任何实证研究，都有其特定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法
律实证研究与其他实证研究并无不同。不过，法律实证研究的对象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适用，法
律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法律文化的透视等，这些对象自身具有内在规定性，尤其是法律的制定、修改
、适用，具有特殊的规范与规则，使得法律实证研究对象的特征不同于其他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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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实证研究很有帮助的一本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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