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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thod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ata analysis, big data can provide powerful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judgment tools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trial, thus positively influencing the maintenance of a 

good crimin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moting judicial openness, grasping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 understanding judicial operation, objectively evaluating judicial staff and 

rationally allocating judicial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unprecedente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data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to see how machines can 

be used in predicting crime, and sentencing, and how to objectively confront the empirical patterns 

of criminal justice derived from big data analysi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new issues raised by big 

data in criminal justice,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theory itself, can 

likewise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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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大数据能够为刑事案件侦查、犯罪预防和刑事

案件审判等实务工作提供非常强大的信息检索、信息处理和信息研判工具，从而促进司法公开、

掌握并引导社会舆论、了解司法运行情况、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合理配置司法资

源等多个方面对维护良好的刑事运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理论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实证分

析和经验数据资料。但是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何

正确看待机器在犯罪预测和定罪量刑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在理论研究中客观面对大数据分析

得出的刑事司法经验规律并借此完成对刑事司法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等刑事司法大数据所引

发的新问题，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刑事司法；大数据；数据分析

收稿日期：2020-06-12；录用日期：2020-06-27；发表日期：2020-07-0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进行数据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数据说话”，从即有的各种信息中找到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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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未来事物的分析提供依据。大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统计分析，其对待数据的新思维

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灵活运用，使经过分析得到的经验规律更加贴近真实，从而对于未知事

物的预测和判断更加准确、高效，这也正是大数据能够吸引众人的魅力所在。毫无疑问，将大

数据应用到刑事司法领域，会带来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甚至能够对改变刑事司法制度提供强

大的推力。然而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的是，大数据并不是“万金油”，更不是“灵丹妙药”，

作为一种数据分析方法，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具有局限性，不能过度夸大其功能，否则将陷入对

技术的迷信和盲从，进而将刑事司法大数据的发展方向引入歧途。因此，本文分别从实务工作、

刑事司法的运行环境以及刑事司法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大数据给刑事司法带来的影响进行探

讨，以明确大数据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效用空间，同时提出在发展和运用大数据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2  大数据对实务工作的影响

一直以来，刑事司法实践也经常需要进行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并且这些工作对于刑事司

法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通过对破案率的统计可以反映侦查机关在过去一段时期

的办案效率；对某法院几年内审理案件的数量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该辖区出现法律纠纷的情

况；对社会公众关于刑事判决的态度进行抽样调查，可以了解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认可度情况。

而相比于以往这些分析方法，大数据在数据分析方面带来的作用更加强大，因此也能够给刑事

司法实践带来许多不同的影响。

2.1  大数据对刑事案件侦查的影响

在所有的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侦查活动对数据分析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因为数据规律

往往能够在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从很早以前，犯罪侦查就已经开始使用数据分析作为拓展线索和分析案情的工具。

例如英国为侦破连环杀人案，就利用已有案件的信息对犯罪地理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

果判断杀人现场、抛尸地点以及犯罪嫌疑人藏身处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侦查的方向，并最终

破获几起著名的连环杀人案，从而开创了犯罪地理学分析的先河［1］。除了这些著名的应用实

例之外，在一般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结合以往案件侦破的经验信息，根据当前案件的现场

痕迹以及其他证据信息，就可以从体貌特征、职业、心理等方面对犯罪行为人制作犯罪心理画像，

并利用此画像确定嫌疑人的范围，这也是对数据分析的典型应用［2］。

从刑事案件侦查对于数据的使用方式来看，传统的许多分析方法实际上已经体现出大数据

思维的雏形。信息碰撞、摸底排队、拉网排查等常用的侦查措施都是与当前所说的大数据有异

曲同工之处。此外，对足迹数据库、指纹数据、油漆数据库、DNA 数据库以及串并案系统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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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利用，也都体现出对数据价值的充分重视。应当说，在对数据的分析和使用方面，无论是

思维上还是技术上，侦查领域都要比其他刑事司法实践部门领先很多。只是在这些传统的分析

活动中，这些方法都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断摸索形成的，并未如当前的大数据一样经过系统

的研究和开发。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对于这种数据分析方法和具体应用的开发逐渐成为显学，并成为信息

技术领域的独立学科。基于对于数据分析的现实需求，侦查机关也率先开始对了大数据进行应

用。目前，大数据在侦查领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应用实例，并且对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例如在 2013 年美国波士顿爆炸案的侦查过程中，当地警方将收集附近 12 个街区广大居民私人

拍摄、录像终端的图片视频资料，通过对与案件有关的海量数据以及现场数据采集进行比对鉴别，

短时间内就迅速缩小范围并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图像特征［3］。

在我国，大数据在侦查中也正在逐渐发挥着作用。例如在对涉嫌伪造、套用车牌的车辆进

行筛查时，就是利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从海量的车牌中将关键特征分析出来，在几分钟时间内

就可以锁定特征车辆以供进一步排查和确认。各级检察机关也正在加紧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

技术和思维，对来自各领域与金融往来有关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获得侦破职务犯罪的重要线索。

大数据的理念能够第一时间被侦查工作接受并转化为破案利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侦查

活动天生就对数据有敏锐的“嗅觉”。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每一个待侦破案件都是一道结果未

知的题目，所有可被利用的信息就是解决这些题目的已知条件。在对案件的侦办过程中，侦查

人员需要对各种信息加以搜集、提取、固定和保全，并通过这些信息完成对案件原貌的“拼图”。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单纯依靠各种信息直接表达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侦查人员发挥主观

能动性，充分运用分析能力和判断力。当然，侦查人员对信息的分析和判断并不是主观臆测，

而是依据信息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信息与信息之间所具有的客观联系。因此，以数据相关性为

挖掘对象的大数据分析方法，与侦查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方式有内在的契合之处。

侦查工作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基础之上，而大数据的引入能够在数据分析

的广度、数据分析的速度以及数据分析的思路等多方面给侦查数据分析工作带来更大的提升。

目前所展现出还只是初步效果，随着大数据与侦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结合，它很可能会给侦查

工作带来更大的变化。

然而，在意识到这些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大数据在侦查工作中运用时可能产生的

一些负面效果。

诚然，从分析案情和拓展线索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无疑会成为“破案利器”，但是侦查机

关所能接触到的数据有很大的特殊性，不仅有与案件事实和相关嫌疑人有关的信息，同时也有

大量与此无关的“无辜者”的信息，甚至包括许多敏感的个人信息。虽然侦查活动在法律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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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可以根据案件侦查的需要，合理的对公民信息进行使用，但是这种使用行为必须受

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如果突破这些限制，虽然对于侦破案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公民的合法

权利以及基本人权则可能构成严重的侵犯。例如，随着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通讯数据已经成

为十分重要的个人信息来源，如果能够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对海量的通讯数据进行分析和碰撞，

必然能够对侦查工作提供大量的线索，但是这种作法也将涉及到对普通公民的通讯进行普遍监

控和监听，否则就无法得到大量数据来源，这就涉及到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犯。

因此，类似这样的大数据运用方式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便真的有必要使用，也需要有

相应的法律和配套制度对其进行约束。2014 年，美国联邦第四上诉巡回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Quartavious Davis 一案中作出判决，认定警方在没有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随意获取公民手机的

位置信息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 a。该判决作出后，对于美国警方通过广泛搜集并使用公民位

置信息进行大数据侦查的手段形成了限制。

由此可见，由于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的特殊性，法律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数据使用权限，因

而导致侦查机关往往会占有数量十分可观的数据资源。在这种条件下，合理的运用大数据必然

会成为刑事案件侦查的有利工具；但是，如果大数据被滥用，也同样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

2.2  大数据对犯罪预防工作的影响

从狭义上看，对犯罪行为的预防应当属于社会治安工作的一部分，因此许多工作并不属于

刑事诉讼程序的范畴。但是，在通过侦查和审理刑事案件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刑事司

法也承担着教育公众和预防犯罪的职能。并且，犯罪预防的对象是各种潜在的犯罪活动，与纯

粹的治安管理也有所区别，在工作上与侦查工作有诸多的交叉。因此，犯罪预防也属于刑事司

法所应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犯罪预防的对象是潜在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只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可

能性而已，这是犯罪预防与犯罪案件侦查相比最本质的区别。例如，对某类人群是否可能从事

犯罪或者成为某些犯罪行为潜在的侵害对象、某类财物是否可能成为犯罪目标。甚至可以通过

分析，判断出特定情形下，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可能使用的犯罪手段以及可能带来的突发性后果，

从而使犯罪预防工作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同时兼顾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的预防和损失控制。除此

之外，对一个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存在何种犯罪趋势、犯罪动向进行预判，这也是犯罪预防工

作的任务。

犯罪预防实际上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趋势的预测。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已有的犯罪案件对

犯罪人的行为特点、诱发犯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影响犯罪行为实施和发生变化的情况进行规

a　See United States v．Davis，573 Fed．Appx．925（11th Ci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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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总结，再针对当前行为主体的特征和行为习惯以及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从而对可能发

生的行为或者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这种预测的思路与商业领域通过数据分析对消费动向的预测

基本一致，这充分说明在对待数据的思维方面，犯罪预防与大数据是完全契合的。

实际上，利用朴素的大数据思维对潜在犯罪行为进行预测，在犯罪预防领域已经有了比较

成熟的研究和运用。比较典型的就是根据已有犯罪案件信息，针对地理环境因素与犯罪行为之

间的相关关系，实现对特定区域犯罪行为规律和犯罪行为发展趋势的预测，这种分析方法被称

为“犯罪地理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各国犯罪预防研究领域都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1］。

由此可见，对于犯罪预防工作而言，大数据的发展和运用无疑是一次良好的契机。借助大

数据对数据资源的整合，以及其在全样本分析和挖掘方面所体现出的能力，对于犯罪行为规律

分析也会更加的全面和细致，从而也会使对潜在犯罪行为的预测更加准确、更加高效。因此，

仅从犯罪预防的效果来看，大数据势必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关注到这一有利影响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围绕着犯罪预测产生的争议也是十分明

显的。

技术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行为数据，大数据就可以达到深入人思想的效果，

从而实现对广泛人群的未来行为进行预测，这对于犯罪预测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如果

实现了这样的功能，那么犯罪预防工作将变得空前高效，甚至可以如电影《少数派报告》a 中描

绘的那样，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就能准确的将全部犯罪事实以及即将犯罪的行为主体预测出来，

届时犯罪预防也将成为整个刑事司法的核心工作。

然而，这样的结果真的是我们所希望的吗？这种发展思路实际上是对 19 世纪以来针对个体

的“天生犯罪人”思潮的延续，而这种预测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可能导致将人身危险性与实际

犯罪行为的割裂，进而造成仅凭借人身危险而非实际的犯罪行为对特定主体进行限制甚至处罚

［4］。大数据所提供的只是相关性，而这种预测效果实际上是利用经验的相关性替代了法律依

据人的客观行为与相应法律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些犯罪发生之前就预测（而

非证实）其发生，可能会颠覆作为个体承担法律责任之基础的自由意志假定。”［5］即便最终

并未真正因为预测的结果就对“危险个体”施加刑罚，仅仅是因为其潜在的犯罪可能性，就对

其采用监控措施甚至对人身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利进行限制，那么都会使犯罪预防措施本身就

带有了侵害性。

综上所述，由于在思维和方法上的高度契合，大数据必然能够很直接的被运用到犯罪预防

a　《少数派报告》是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短篇小说《少数派报告》，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克鲁斯、柯林·法

瑞尔、萨曼莎·莫顿等主演的科幻悬疑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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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中并发挥巨大的功效。但是，当大数据将犯罪预测的能力大幅提升时，我们也有必要思考，

对于这种基于经验规律得出的预测结果，其应用应当如何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避

免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造成新的侵害。

2.3  大数据对刑事案件审判的影响

目前，对于大数据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谓是备受期待，无论是在各实务部

门还是学术界，都纷纷对此进行了诸多的预期和列举。特别是在 2013 年之后，随着全国裁判文

书上网公开，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建立，海量的裁判文书首次成为触手可及的数据资源。通过

裁判文书对我国法院在案件审判时的态度和趋势进行分析，已经被许多人视作大数据在司法审

判中发挥作用的美好前景。

从数据规模的角度来看，我国法院早已拥有了海量数据的基础。新中国建立的 60 多年时间

里，全国法院审理的案件总量已经有近 30 亿之多，在每一个案件中又都包含着当事人信息、案

件事实信息、证据信息以及相关的大量案卷材料［6］。 将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其规模是十

分庞大的。在过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利用途径时，这些信息不过就是深埋于档案馆中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变为历史。而在大数据的视野下，这些数据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成为

深入了解审判工作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宝贵资源。

大数据刑事案件审判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首先是在事实认定环节，大数据能够给法官带来更加客观、准确和高效的分析结果。在刑

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事实认定是核心任务之一。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是最终对被告人定罪

量刑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对刑事司法的客观和公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经历了神示证据和法

定证据等历史阶段之后，目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要求事实认定者在依据证据的

前提下，需要凭借自身的经验、理性和良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而在具体适用证明标准时，

无论是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内心确信，其最终也需要依靠经验理性来进行判断。因此，在对案件

事实进行认定的过程中，事实认定者基于经验事实得到的认知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分

析和判断的过程来看，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是基于海量的既有事实信息形成的经验性结论，这

一点与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然而人的脑力以及精力和阅历都是有限的，大数据却

能够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对海量信息进行高效、全面的分析，这显然在学习和认知的能力上远

远超越了人所能做到的程度。并且，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和认知经历，并且在判断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要掺杂部分主观因素，导致其对相应事实形成的经验判断往往会有所差异，这就

可能形成对事实认定的偏差，或者是出现难以做出判断的情况；而与之相比，大数据则不受这

些因素的影响，只要依据相同的数据，其结果只会忠实于数据的真实情况，形成更加稳定、客

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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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定罪量刑方面，大数据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

断相关涉案行为及涉案事实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对被告人处于何种刑罚，这也是刑事审判

工作的重要任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于相似性质的案件事实最终得到的判决结果却

有很大差异的现象，即“同案不同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原则形成矛盾，

同时造成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审判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这种现象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官对法

律适用的理解存在偏差。尽管法律规定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却与适用法律

的主体有密切的关系，无法避免受到审判主体的主观倾向性以及在经验认知上存在偏差所带来

的影响。而大数据是基于客观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可以完全避免主观因素干扰，同时也可以

为定罪量刑提供了统一的经验规律。因此，如果能够将大数据运用到定罪量刑之中，则可以提

高法律适用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由上可知，无论是在事实认定方面还是在定罪量刑方面，大数据之所以能够给刑事审判带

来积极影响，主要原因都在于其在经验数据的分析方面体现出的客观性和高效性都是人所无法

做到的。大数据能够消除人的主观因素对审判活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在客观上展现出比

人更为强大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因此不难形成这样的假设：如果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以及足够全面的数据，并且有可靠的、

准确的分析模型和算法，大数据在审判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方面完全可能超越人的能力。那么，

大数据真的能够代替人来完成刑事审判工作吗？刑事判决是否真的能达到“自动售货机”a 一

样的效果呢？［5］对于这样的设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真的思考：

首先，足够数量以及足够全面的数据是大数据能够得出准确的经验规律的前提。从目前的

情况看，虽然裁判文书的量已经积累到很大，但是其全面性显然是不够的，至少还应当有包括

全部证据材料在内的详细的案卷材料以及以往审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的具体理由，这些对于相

关性的分析尤为重要。在没有这些信息的情况下，是无法形成满足事实认定所需要的经验规律的。

即便根据裁判文书数据分析出一些结论，那也只能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能够提供预测和判断作

用，并不能完成全部的事实认定任务。

其次，即便数据质量满足了要求，还需要有可靠的、准确的模型和算法来实现分析和挖掘。

这可能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将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的逻辑完全转变为程序模型和算法，

这在技术上还需要经历大量的研究过程，并且需要大量验证之后才能确定其是否准确可靠。

最后，即便我们拥有了这样的模型和算法，我们真的就要将审判交给“代码”来完成吗？

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网络空间中“代码就是法律”的断言［5］。一些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多

a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过“自动售货机”的比喻，意思是主要输入案件证据材料，法院就会自动吐出相应的判决，

这一设想曾经引起计算机能否定罪量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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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示，程序比人更可靠，其出错的概率要远远低于人的出错概率。但是，如果利用大数据对

经验事实的分析结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和标准，那么就等同于将“描述性的遍历性事实作为

一种规范性规则施加给每一个人”［5］，这实际上是取代了立法的作用。同时，随着数据分析

的复杂化，程序和算法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难懂，除了技术人员之外，普遍的社会公众是很难

明白这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逻辑，这就导致整个过程已经脱离了有效的监督。当算法复杂到一定

程度而无法被人直观理解，形成“黑箱”的时候，这将是危险的［7］。

由此可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数据还不能替代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当然，在刑事

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大数据可以提供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材料以供参考，这已经能够给审判工

作带来极大的帮助了。“鉴于中国地方法院往往会深入介入本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

司法统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分析更有可能加强各级法院整体上的能动性，而非在个案中

提供指引。”［8］而对于应当如何在个案中对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最终的评断，则依然需要由

人来完成。

3  大数据对刑事司法运行环境的影响

大数据除了能够为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和刑事审判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以外，在促进

司法公开、掌握并引导社会舆论、了解司法运行情况、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合理

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作用对于维护良好的刑事运行环境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

第一，大数据有助于提升刑事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司法公开一直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

基本原则。司法权的行使关系到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应当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在阳关下运行。

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民主的基础，也是实现司法公证的保障，同时也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有效

途径。正如丹尼勋爵所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近几年，在刑

事司法信息化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信息公开程度正在日益提升。

相比于普通的信息化，大数据在信息共享和信息分析的速度上会有质的飞跃，从其他领域的应

用实例可以看出，大数据往往可以做到对信息的实时呈现，即在信息的产生和流转过程中，相

关的信息内容以及信息所反映的情况都可以即时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司法信息的公开可以做

到与案件办理过程同步。此外，大数据不仅仅是对信息内容的反映，其主要作用在于能够将信

息的变化趋势和变化规律也都呈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运行情况有更深层次

的了解。因此，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运用，刑事司法公开无论是在效率上还是程度上，都会有

很大的提升。

第二，大数据在网络舆情分析方面的作用，能够使司法行政机关更好的了解社会公众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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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反馈以及对整个刑事司法工作的评价。“舆情”是近几年比较火热的词汇之一，这个词最

早出现在《旧唐书》中：“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9］发展至今，

虽然对于舆情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理解［10］。但是依然可以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根据社会舆

论了解到的社会公众对相关问题的态度。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经成为大众舆论的主阵地，

网络舆论也就成为了反映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这就是网络舆情的分析。舆情所反映的内容是

多种多样的，既有对政治的态度，也有对经济形势的态度，当然也有对刑事司法的看法和态度。

这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对热门案件办理情况的反馈，例如在徐玉玉案、药家鑫案、快播案等案件

诉讼过程中，就有大量的舆情信息产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这几个案件的不同态度。除此之外，

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整体运行情况，社会公众也会有相应的评价，形成相应的舆情信息，

例如对某项侦查强制措施的看法等。舆情就好比一面镜子，能够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将刑事司法

的运行是否良好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清晰的映射出来，了解这些舆情对于刑事司法改革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舆情表现的是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机关以及相应活动的

误解，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存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恶意造谣、抹黑和煽动性言论等在误导公众，对

于这些舆情信息也需要及时进行收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社会公众进行引导，防止这些不利

影响造成更恶劣的后果。因此，无论是对于何种情形下产生的舆情，各级刑事司法机关都应当

予以充分的重视，尽早加以掌握和妥善引导。在网络舆情的收集和分析方面，大数据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大数据最初的发展就是针对互联网信息的分析和挖掘，这一优势恰好可以在网络

舆情分析方面得以充分发挥。并且，大数据不仅仅是信息收集工具，同时也能够对相关信息的

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各种影响舆情的因素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揭示，这种高效、深

入的分析对于掌控舆情引导社会舆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运用大数据，能够有利于及时发现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全面的

分析出其中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可以有针对性的对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刑

事司法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体系，所有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在遵守《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

的规定下进行。然而，法律并不能预先就对所有事项都规划得尽善尽美，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实

际运行当中，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有的是法律执行不严造成的司法人员滥

用权力所导致的，而有些则是因为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所造成的，必须予以及时的发现

和解决，否则这些程序和制度上的问题可能最终影响到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率，甚至会影响到刑

事审判结果的客观、公正，危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而这方面的要求恰恰属于大数据的可

实现功能范畴。每一起案件的相关数据不仅会反映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信息，同时也会将相关的

程序信息记录其中。对这些分散于每个案件中的碎片化的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就能够发现哪

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而基于大数据在数据相关性上的挖掘作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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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事项、程序和因素都分析出来，这样就可以据此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以解决问题。

第四，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被作为评价办案人员是否具备业务能力以及是否符合职业规

范的评价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每一个环节的运行都是在相关办案

人员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这些办案人员必须在业务能力上达到相应的要求，保证能够胜任

并准确完成相应的任务；同时，办案人员的行为需要符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要求，不能恣

意妄为，更不能枉法裁判胡作非为。对于办案人员在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可以通过其在日常工

作中的表现进行判断，而这种判断过程则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方法从其以往办案过程中形成的各

类数据中分析得出。例如，对于法官办理的所有案件数据进行分析，宏观上的统计可以得出其

错案率、上诉率等信息，而深入的挖掘则可以进一步发现其在判决中是否会体现出特定的倾向性、

对于那些问题的判断总是会容易出现偏差等。相比于主观评价的模式，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

果更加客观，能够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办案人员在各方面的表现。因此，大数据的分析结果

可以作为一种对办案人员进行评价和考核的可靠依据。例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行法官员额制改革，

其中就涉及到对相关人员在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方面是否符合对法官的要求进行评价，这种时

候就需要有类似于大数据这样的客观依据。当然，除了对特定司法人员的评价提供依据之外，

大数据还能够从整体上分析我国司法人员职业队伍的业务素质情况。这种分析结果对于改革司

法人员选聘机制、调整司法职业队伍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也都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第五，大数据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方面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因为不同地区的

实际情况不同，对于司法资源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异。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虽然法官和检

察官的人数配置也要远远多于许多边远省份，但是这些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依然十分繁重，人

均年办案量也排在全国前列。司法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保障我国刑事司法质量同时，也需

要节约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为了实现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必须

以了解各地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的需求情况为前提，从而作到按需分配，即不造成司法资源的短缺，

同时也不能无端的浪费。在这方面可以依靠大数据对现有各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全面细

致的了解各地区过去对司法资源的使用情况，并对几种调整资源配置的方案所对应的效果进行

预测，从而避免依据片面认识导致的无功而返和资源浪费。当然，基于大数据对司法资源进行

配置，其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些传统的区域性配置模式上。由于大数据在数据分析方面能够

作到比传统分析更加细致且更加高效，因此在利用大数据进行资源配置时，可以将配置方案更

加细化，即根据更加具体的情形划分来规划资源的使用。例如，通过大数据对一个地区治安和

犯罪现象的分析，可以预测出未来不同的时间段以及不同事件发生时社会治安需要面对的风险

大小以及潜在风险的可能来源，依据这些信息就可以进一步精细化的调整警力配置，比如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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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可以进行轮休、什么特定情况需要借调武警或者其他辖区的警力等。这种“精细化”的资

源配置模式是大数据带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种模式会极大的改变现有的司法资源配置思维，

也许能够使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能。

4  大数据对理论研究的影响

众所周知，理论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以客观现实为基础。因此实证研究一直是理

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脱离实证的理论研究往往会给人以空谈的印象，不能对实践产生指导意义，

并且也很难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刑事司法领域里，许多著名的理论成果实际上都是建

立在长期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而大数据可能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实证分析

方法。与大数据基于海量数据和全样本分析为基础的分析思路相比，传统的社会统计学分析就

如同摆在计算机面前的算盘一般简陋。

以往的实证调查和实证分析都是采用抽样统计的方法进行的。对于从事法学研究的人都清

楚，在这种抽样分析中，样本的数量对于分析结果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对

某地区基层法院进行实证调研时，抽取十个案例进行分析与抽取一千个案例进行分析，其结果

的丰富性和可信度显然都是不同的；那么如果能够对该法院历史上所有的案卷进行分析，其结

果将会是最全面和可信的，只是对类似这种案卷分析的工作往往需要依靠人力来完成，而受到

思维能力和生理机能的限制，这种分析一直以来只能是不切实际“奢望”。但是这种想法是与

大数据的全样本分析的思维完全一致的。因此大数据对于刑事司法理论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不

可抵挡的诱惑。

当前，我国在刑事法律的理论研究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许多研

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或者其他学者的言论就“人云亦云”。当理论脱离实

际时，理论研究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法律是一门实践科学，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的

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a 因此，刑事司法的各项理论也都是由实践中

产生并最终用于指导司法实践的。基于客观数据的经验分析，可以有效的预测出各种因素对法

律运行情况的影响，将问题揭示出来。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方能使研究真正的有的放

矢。然而，在导致我国刑事司法理论研究普遍缺少充分实证分析的各种原因中，排除研究者个

a　霍姆斯关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观点最早出现在 1880 年他对兰德尔论合同法的书所撰写的评

论中，随后，在其同年出版的巨著《普通法》开篇，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

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

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

的数学书。”如果不只是单纯的将“大数据”视作某种机器或算法，而是将其视作是一种只关注相关性而不去总结因果律的

信息分析方法的话，其信息录入和信息产出的形式，就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它是机器和算法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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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习惯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其一是我国关于刑事司法的实证资料公开程度较差，

大量与实证有关的一手资料很难被学者轻易获得，造成实证数据资源匮乏的局面；二是分析能

力受限，刑事司法资料大多为文本材料，通常只能依靠人工分析，而且每个案件资料中都包含

大量的信息，仅凭人的能力，即使有足够量的数据也很难完成分析工作。

因此，大数据的发展也许能够给刑事司法理论研究带来新的实证分析思路和分析工具，其

主要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够引发在实证分析思维上的转变。随着大数据的产生和发展，在法学研究领域已

经掀起了一场关注实证数据分析的浪潮。众多学者都对数据所能够揭示出的信息和规律寄予厚

望，并期待由此可以带来理论研究上的深入和创新。大数据在数据处理思维方面的转变，也会

带动刑事司法理论研究开始关注数据的广度能够带来的价值。也许未来对基础文本资料的结构

和数据化可能会成为新的研究起点，因为这些工作将使大量的法律文本信息转变为有价值的数

据，从而进一步增加可供大数据使用的基础数据资源。

其次，发展大数据能够带来海量数据的汇集，这会给传统法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由于刑事司法实践同样对大数据分析有所倚重，海量的案件资料会也会因此从“档案”变成“数

据”。这些数据的公开和共享，也同时会给理论研究带来海量的一手资料。例如在 2013 年中国

裁判文书网建成之后，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开始将实证研究的目光几种到这个新兴的数据资源上。

最后，大数据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灵活运用，能够给刑事司法理论研究带来强大的数据分析

能力，从而使全样本分析在刑事司法实证分析中也有可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当然，这种分析能

力的提升并不只是通过借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就可以实现的，还需要在软件开发结合刑事司法数

据的特点和实证分析的具体需求进行专门的定制和开发，而对于这种软件的研发属于技术和法

学的交叉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从目前来看，这项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在为大数据能够给刑事司法实证研究带来强大作用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大数

据只关注数据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的特点。因此，大数据给刑事司法理论研究带来的只能是基于

实证数据的经验规律，这种经验分析也并不是万能的。

首先，经验分析除了有海量数据作为支撑之外，还需要有适当的分析模型。在数据分析中，

数据扮演者原材料的作用，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是纯粹的工具，而分析模型则是大脑。缺少大脑

的指导，只有其他两个方面也无法得出准确、可靠的分析结果。正如前文所言，要对刑事司法

数据进行分析，就需要在软件上进行专门的定制和研发，其核心就是对分析模型的构建。在分

析模型的构建中，关键是对刑事司法信息的解读逻辑，这是信息技术所无法提供的，只能由刑

事司法理论研究来完成，并且最终还要将之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解读和运行的逻辑，实现两个学

科领域在思维逻辑上的深度融合。只有在这项复杂的任务完成之后，大数据才可能在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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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带来我们所期待的最佳效果。

其次，经验分析只是对现象的客观呈现，但是对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依然需要在这些

经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细致的剖析。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商业领域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同的，

仅仅知道现象的相关性和未来的可能性并不是研究的最终任务。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将这些

规律转化为对刑事司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创新，这才是刑事司法理论研究所要实现

的价值。对于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追寻，这项极具人文精神的探索性工作是无法被程序和代

码所替代的。

因此，大数据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丰富、客观的实证资料，理应成为理论研究的有利工具。

但是，理论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无论对于刑事司法大数据的发展，还是对于

刑事司法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都是极为重要的。

5  结语

自从大数据在商业领域发挥出强大的分析和预测功能并带来以往所无法想象的巨大收益以

来，各领域都纷纷掀起了发展大数据的狂潮。人们追捧大数据，甚至将大数据视作能够给传统

行业带来革命性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一现象也延续到了司法领域，许多司法人员和法学的研究

人员好像一夜之间都成了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纷纷围绕大数据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其可

能得到的效果做出各种设想，似乎一旦将大数据应用于司法，就可以彻底革除目前司法制度和

司法实务中所有难以根治的顽疾，打造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致公正和高效的司法

机器。然而，这样极端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带有浓厚“科幻”色彩的。只有当我

们冷静下来，细致的分析了大数据究竟在司法领域中有哪些是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以及

还有哪些是根本不属于大数据的功能范畴而是需要法律和司法制度自身加以改变的，我们才有

可能真正看清司法大数据的发展方向。

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直到目前为止，发展刑事司法大数据最主要的动机，依然是希

望大数据技术在其他领域中所发挥出的显著优势，能够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得到“复现”。那么，

大数据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强大的数据检索和数据分析能力。基于由海量、全面的数据构成的数据仓库，大数

据的应用可以为人们提供精准的数据检索功能，同时还能够依托于完善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

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碰撞分析等。刑事司法领域的“数据”，主要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

的。而事实上，从目前大数据在技术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已经可以胜任这种针对纯文本性数

据的分析工作。因此，从理论上讲，大数据在其他领域可以发挥出的数据检索和数据分析能力，

完全可以移植到刑事司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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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一直处于较低的信息化水平，全行业对“司法信息化”的认识，

实际上还停留在“数字化办公”“电子卷宗”的水平上。在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机程度的视野下，

对于一个刑事案件或者是具体的刑事案卷而言，究竟什么才叫数据？怎样才是结构化的数据？

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多数人还缺乏必要的认知，更不用说是实现案件信息数据化了。

那么，在这种缺少司法数据基础、司法数据意识以及司法数据理论的情况下，拿什么给大数据

分析提供基础的数据仓库？没有数据仓库，哪来的数据分析结果呢？因此，要发挥大数据对刑

事司法的积极影响，必须先从理论和实务层面都完成刑事司法“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建设，

让刑事司法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通过数据呈现出来。否则，片面追逐大数据技术应用，无异于缘

木求鱼。

其次，神奇的预测能力。虽然从本质上看，大数据也属于数据分析，但是由于其分析对象

是全样本和海量的数据，因此，往往可以依据过去数据所呈现出的相关性，实现对未来数据变

化趋势的预测——这项能力已经在商业领域和流行病预防领域获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理论上

讲，只要能够给大数据模型提供充足、全面的历史数据，就能够对未来遵循同样规律发展的事

物作出预测。对于刑事司法而言，虽然也需要经常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是从整

体上看，无论是办案规律还是法律原则，都是以稳定为主旋律。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制度和刑

事政策不可能总是在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如果有全面的刑事司法历史数据，实现对犯罪趋

势的预测、裁判结果的预测甚至是对具备某些特征的主体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犯罪风险

的预测，从单纯的数据分析角度来看，都是可行的。

但是，正如前文在“大数据对犯罪预防工作”部分对“个体犯罪可能性预测”以及在“大

数据对刑事案件审判的影响”部分对“自动贩卖机”理论这两个问题的阐述，如果要在这些方

面使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并且要以此替代人的内心确信的话，必须要面临巨大的障碍：我们

在数据质量上，能否满足大数据的“全面性”要求？至少目前，国内正在开发和运行的刑事大

数据项目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获得完整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如果数据不满足“全面性”，

大数据是无法给出准确预测的。此外，即便每个历史案件都能拿出完整的案卷材料，那么这是

不是就可以认为是“全面数据”呢？人的内心选择、伦理道德、价值判断是否有所反映？即使

有反映这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又能否认为其他案件中其他人的数据对当前案件中的主体以及主

体的犯罪行为也是有“相关性”的？就现有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看来，显然不能。所以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现阶段，大数据在刑事司法中针对个案的预测是技术上不可行的，也是不

精确、不客观的。至于如果真的技术上可以实现时，它是不是能够实现用机器替代人来办案、

审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留待条件成熟时再详细讨论不迟。

综上所述，随着以“互联网 + 刑事司法”为导向的刑事司法信息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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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出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将会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也都共同期待刑事司法大数据在未

来的发展能够成为引领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实现这一目的不能依靠对大数据技

术的“迷信”和“盲从”，更不能简单奉行从其他领域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加强刑事司法

的数据化建设，至少要按照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条件开始积累和建立能够全面反映刑事司法各

方面信息的数据仓库；同时，加强理论研究，逐渐形成关于刑事司法的数据化理论和数据分析

方法理论。只有如此，方能使刑事司法大数据走上理性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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