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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现代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

社会的变化，在现代化信息技术慢慢走入人们的生

活之后，全球进入大数据时代，社会中各式各样的

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数据与信息已然成为了如同空

气一般的存在。［1］大数据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技术

革命，其改变了现代生活方式为人们带来诸多便利

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危害性较大、影响社会稳定

的新型犯罪。［2］此类犯罪一般是传统犯罪与现代

化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在保留传统犯罪特点的

同时兼具了信息技术的特点，呈现出高度的非接触

性以及智能性、隐蔽性，犯罪分子借助互联网平台

联系或作案导致侦查人员无法确定其身份，因此极

易逃避法律制裁。面对这种形势，社会对侦查工作

有了更高的期待，传统的侦查方式变得愈发现代化，

公安机关应对犯罪活动开始从被动打击向主动预防

过渡。公安实务的转变也使得大数据侦查成为侦查

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更多地将目光着眼于侦

查实证研究，探索大数据与侦查工作的结合。［3］

［1］涂鸣越．大数据背景下公安基层侦查情报工作的

优化路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9，32（4）：124-

130．

［2］姜南，朱明．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

［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31（3）：100-106．

［3］龙皓．国内大数据侦查研究的热点及趋势——基

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J］．网络安全技术与

应用，2021（10）：70-73．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分析软件在侦查研究中的应用

——以 SPSS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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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的到来给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研究模式带来了巨大影响，更多更全的数据使得侦查实证研究逐渐壮

大，规模庞大的数据只有通过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本文尝试对近 10 年来侦

查领域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上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并阐述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在侦查实证研究中的可

行之处与应用现状，以期能够对侦查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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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侦查实证研究必然会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大

数据的到来使得数据的获取不再成为难题，而如何

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才是

关键所在。因此，探索统计分析软件在侦查研究中

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统计分析软件在侦查领域的应
用是大势所趋

（一）侦查工作中可利用数据不断增加

国务院于 2015 年第二季度末发布了《促进大

数据发展要求》，该要求对推动数据开放、促进产

业创新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要求。2017 年 6 月，公安

部召开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推进大数据

时代公安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1］2018 年 1

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明确要求要大力实施公安

大数据战略，着力打造数据警务、建立公安大数据

中心。近几年来，我国各级公安机关都纷纷探索信

息化建设道路，在将大数据应用到公安工作的过程

中取得了较大进展。［2］随着源源不断的资源投入，

公安机关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于是大数据侦查

应运而生。大数据侦查模式与传统费时费力的“人

海战术”不同，大量原本零散或不曾被使用的信息

都被有效地利用起来，一切与犯罪行为有联系的信

息都能够得以量化后进行分析，侦查工作中的七何

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情、何故、

何物均能赋予其可操作化定义通过数学运算转换为

可被统计分析软件运行的数据，实现从“以人为中

心”到“以信息为中心”的跨越。［3］

（二）大数据的应用为侦查领域学者带来了

崭新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侦查模式带来巨大变革的

同时，也刺激了学者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变化。

首先，关于“侦查信息化”与“大数据侦查”的文

献大量出现，以知网为检索平台，分别输入检索条

件为“侦查”和“大数据”“侦查信息化”进行主

题检索（模糊匹配），可以检索到与“大数据侦查”

相关的文献 1495 篇（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如图 1），与“侦查信息化”相关的文献 141 篇（截

止到 2021 年 10 月 16 日，如图 2）。由此二图可以

看出，在近十年内“大数据侦查”与“侦查信息化”

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与“大数据侦查”

相关的文献逐年增加，并且在两次检索的过程中“大

数据”“侦查信息化”“信息化侦查”等词语在关

键词在频频出现，据此可以显示出侦查模式在近 10

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侦查人员与侦查学界学者

对侦查的认知结构产生的巨大变化。除此之外，侦

查学界的学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

法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仍然以知网为检索平台，

输入检索条件为“侦查”和“实证研究”进行主题

检索（模糊匹配），可以检索到与“侦查实证研究”

有关的文献 1027 篇（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如图 3），结合图 1 与图 3 可以看出学者围绕“大

数据侦查”与“侦查实证研究”所做研究的数量同

时递增，不难得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实证研

究方法在侦查领域的大范围使用，而进行实证研究

需要通过许多不同的统计分析软件才能得以实现。

［1］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公安教育，2017（7）：1．

［2］本报评论员．大力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 着力提升公安机关核心战斗力［N］．人民公安报，2018-02-03（04）．

［3］胡向阳，张巍．基于大数据的侦查讯问文本数据挖掘与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5（6）：35-4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截止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

图 1  大数据侦查研究文献数量年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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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截止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

图 2  侦查信息化研究文献数量年度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截止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

图 3  侦查实证研究文献数量年度统计表

（三）统计分析软件的应用有助于提高研究

效率

学者在对某一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得出与假

设相符合的结论的过程中，必然会围绕该课题收集

大量与之相关的信息，大数据使得人们搜集数据的

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各种信息的利用率也大幅度提

高。但是光有数据而不对其进行整理、优化、分析，

再多的数据也只能是一堆苍白的数字与字符串，所

以统计分析软件之于数据就像是炊具之于食材的关

系，再上乘的食材也需要合适的炊具以及精湛的厨

艺才能将其的风味发挥到极致，面对大量收集而来

的五花八门的数据也只有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精确高效的统计分析过程才会快速地得出相对

更加准确的结论。

二、SPSS 在侦查领域应用的可行
性分析

（一）SPSS 界面简洁易操作，对使用者能力

要求低

上文已提到，针对不同的数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统计分析软件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处“有

可能”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过程难以得出我

们所期待的结论，与之正相反，正是因为实证研究

过程的严谨性以及所获得样本的随机性才决定了所

得出结论的准确性。倘若选对了正确合适的统计分

析软件而因为缺乏统计学原理知识或统计分析软件

使用难度较高导致无法获得理想的实证分析效果就

得不偿失了。

在众多统计分析软件中，SPSS 是世界上最早面

世的，同时也是最容易上手操作的统计分析软件，

与其同类的诸如 SAS、MathCAD 等统计分析软件都

需要精通统计学原理才能够上手使用，而 SPSS 则

相对友好的多，其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操作界面对

于使用者来说十分简洁易懂并且输出的结果美观漂

亮。自其被开发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优化更新，

SPSS 已具有“第四代语言”的特点，即使用者只需

要掌握一定程度的统计分析原理，无需精通各种繁

琐的统计方法的运算过程，绝大多数更能只需要使

用者通过键盘键入数据或输入命令并通过鼠标选择

不同对话框就可以完成，大大减轻了使用者的负担。

除此之外，SPSS 操作简便并不意味着其功能单一，

恰好相反，经过不断地开发、更新、维护，SPSS 已

经集统计分析、数据挖掘、预测分析、决策支持等

功能于一身，能够提供 11 种类型的 136 个函数进

行数据运算。

侦查领域的学者大多长期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工

作，传统研究方式以思辨说理为主，但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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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让实证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学科群体当中逐

渐能够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去学习、尝

试实证研究，而 SPSS 无疑是最合适的统计分析工

具，它让“缺乏统计学知识”和“统计分析软件使

用难度高”不再成为拒绝实证研究的“借口”。无

论是早已在学海中深耕已久的学者还是初识浩瀚的

新人，只要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基础的统

计学原理就能够自己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开展

自己的研究。

（二）创新侦查领域研究方法，增强结论可

信度

与法学学科相同，侦查学往往被人们所视为

人文学科，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诲人

不倦的教师或是敏而好学的学生都经常局限地使

用案例分析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传统研究

方法，很少有新颖独特的研究方法出现，因此学

者所做的研究若不在公安机关实践运用，总有纸

上谈兵的感觉。［1］即便是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进

行实证研究，也只是根据问卷得出结论，数据的

支撑力不够，所得出结论的说服力也不够。如果将

SPSS 应用到侦查研究工作当中，结合大数据时代

产生的大量信息，就能够在实证分析以及案例分析

的过程中将各类数据导入，通过 SPSS 来检验数据

的信度与效度，并将无效或错误数据删除以提高数

据可靠性，或对不同的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分析，通

过确切的数据支撑理论提出的假设，让结论更具有

说服力。此外，得益于 SPSS 自身兼容性强的特点，

其能够直接读取 Excel、DBF 等其它格式的数据，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凡是通过 SPSS 软件进行的计

算与统计分析皆无需证明运算过程。这一特点能进

一步提升侦查研究过程中产生结论的可信度。

（三）打破学科壁垒，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综

合分析能力

“现如今，大数据的概念来了。不管是不是情

愿，法学可能又得有所准备，思考如何回应无处不

在的大数据及其影响。”［2］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

仅给法律行业带来了冲击，也给司法工作人员敲响

了警钟。随着大数据技术革命的进行，基层司法机

关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工智能及其它信息化辅

助设备走进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因此司法机

关对司法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全面依法治国、

公安大数据战略等国家方针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综合

能力强的法治人才，而基于当前的法学人才培养模

式，仅靠案例分析和逻辑思辨很难让法科学子走向

实务部门后快速提高实务能力。所以无论是已在岗

位的司法从业者还是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法科学子

以及未来的侦查人员，跳出舒适圈去学习一定的统

计学原理，掌握一定程度的 SPSS 统计分析能力都

是十分必要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感知大数据对

时代的影响，将强大的大数据迁移运用到法学、侦

查学领域，全方位提升综合分析能力，为实务工作

提供帮助。

三、SPSS在侦查领域的研究现状

（一）利用 SPSS 对调研数据进行信度、效度

检验

数据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学者往往通过随机抽

样、发放问卷、实地调研、案例公开网等途径获取

研究所需的数据，但在收据数据的过程中难免会因

为一些不可控因素产生错误数据或无效数据。为了

保证统计分析过程的顺利以及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在开始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先对其进行筛选

并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是十分重要的。

1．信度检验

信度即数据的可靠程度或稳定性，在实证研究

的过程中信度检验通常被用来检验研究中所使用的

样本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

就是判断答卷者是否真实回答了每个问题。衡量信

度最常用的标准是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

其计算公式为α= K
K-1

 （1-
∑ Si

2

Sx
2 ），该公式中为α

信度系数，K 为测验题目数，Si
2 表示所有被试在第 i

题上的分数变异，Sx
2 为所有被试所得总分的方差。

通常认为，信度系数应该在 0 ～ 1 之间，如果

输入数据分析后的信度系数在 0.9 以上，表示被检

验数据的信度很高；如果信度系数在 0.8 ～ 0.9 之间，

［1］孙楠，王丽娟，葛欣．大数据环境与 SPSS 统计

结合的法学案例教学研究［J］．作家天地，2021（12）：

112-113．

［2］白建军．大数据对法学研究的些许影响［J］．中

外法学，2015，27（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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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信度可以接受；如果信度系数在 0.7 ～ 0.8 之间，

表示被检验数据中有些项目需要修订；如果信度系

数在 0.7 以下，表示数据中有些项目需要抛弃。［1］

2．效度检验

效度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

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指所测量到的结果

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

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对

问卷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即判断问卷各题项能否准确

测出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效度分析一般需要经过

KMO 值检验与 Bartlrtt 球形度检验，当 KMO 值高于

0.8 时说明样本数据效度高，若 KMO 值低于 0.6 说

明样本数据效度较低，KMO 值介于 0.8~0.6 之间效

度逐渐下降，计算出 KMO 值后还要通过 Bartlrtt 球

形度检验，当检验的显著性 p 值≤ 0.05 时认为数据

有统计学意义。

3．信效度检验的实际应用

在实际进行检验的过程中无需将数据代入公式

依次计算，这样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并且当

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后靠人力计算是不可能的，利用

统计分析软件 SPSS 能够迅速地导入数据并得到检

验结果。国内学者王浩在研究大数据在审讯中的应

用现状时深入审讯实战部门针对审讯民警发放了问

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 211 份有效问卷，然后依

次对其问卷数据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得出 211

份问卷数据的 Cronbach α 系数 0.936，KMO 值为

0.898，Bartlrtt 球形度检验所得 p 值 =0.0000，说明

其所收集的问卷数据信度质量高、问卷题项准确有

效，所得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能够利用该数据进

行更深入的统计分析。［2］

（二）利用 SPSS 回归分析影响犯罪活动的

因素

回归分析是统计学中一种常用来确定两种或两

种以上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方法，其研究

的是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联系，在实际应用中常

被用于预测分析、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回

归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农学、工学等自然科学

及工科领域，近十年来随着实证研究在人文社科领

域的逐渐推广，回归分析在侦查学研究中也发挥出

了重要作用。

侦查工作是侦查人员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

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寻找与犯罪有关的线索、

收集犯罪证据、认定犯罪事实的过程，其处在将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前端。侦查与犯罪始终是对立

的两面，大数据时代二者的博弈仍在继续，技术的

迭代与科技的发展致使犯罪的手段也不断更新，侦

查主体需要提升数据感知，拓宽对犯罪的认知域，

应用数据挖掘与犯罪相关的一切信息，预测犯罪活

动的发生，应用数据研判辅助理性决策的产出，以

帮助侦查人员更加精确地打击犯罪，回归分析在侦

查中的应用就能够帮助侦查人员发现犯罪活动的影

响因素从而预测犯罪活动的发生，从而作出针对性

的打击与预防。

将回归分析应用于对犯罪活动影响因素的探

究，国外学者比国内学者要早得多，早在 19 世纪

法国学者 Guerry de Champneuf 就对犯罪活动与季节

变动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 Cohen

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通过 SPSS 回归分析对

包括大气温度、大气压力、日照时间、相对湿度等

在内的 281 个社会变量与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探究，通过对各项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与显著性

检验，他发现侵财类犯罪的发案率与大气温度之间

有相当显著的相关性。［3］国内学者陈鹏等人以北

京市的犯罪数据为样本，利用 SPSS 回归分析开展

了关于犯罪活动的时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填补

了该领域内缺乏定量化深入分析的空白。

首先他们选取了 2012 年北京市城六区入室盗

窃案件的接处警信息，通过筛选和信效度检验最

后获取有效警情数据 14667 条，然后确定了包括

平均气压、平均气温、平均风速、平均相对湿度

与日照时长等在内的天气因素为自然变量，确定

了包括周末、主要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在内的可

能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作为社会

变量。确定变量后，他们对包括时间序列在内的

［1］周俊．问卷数据分析—破解 SPSS 的六类分析思路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43．

［2］王浩．大数据在审讯中的应用研究［D］．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2021．

［3］Cohn E G，Rotton J．Weather，seasonal trends and 

property crimes in MINNEAPOLIS，1987—1988：A moderator-

variable time-series analysis of routine activit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0，20（3）：257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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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量与自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得出了

天气与警情数量确有线性关系的结论，且表现为

随着天气升高入室盗窃案件的数量随之增加，这

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国外学者对于气温与

案发量之间关系的论述。除此之外，他们对入室

盗窃数量与社会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入室盗窃警情与周中、非节假日、非重大活动的显

著性水平分别为 p=0.000，p=0.001，p=0.005，这一

数据说明各社会变量与入室盗窃案发量显著相关，

即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

时，入室盗窃发生的时间和次数也会随之发生显著

变化。随后，他们在 SPSS 软件中采用皮尔逊相关

检验对各自变量之间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舍弃了

平均气压与平均相对湿度等变量，并进一步对各变

量进行了回归分析。［1］最后他们得出气温升高，

犯罪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以及周末与节假日期

间入室盗窃案的数量会显著下降的结论。陈鹏等人

使用SPSS进行的实证研究所选取的数据科学有效，

分析方法合适正确，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结论

基本一致并证实了犯罪学理论中心理学效应与社会

学效应对犯罪活动的影响。

（三）利用 SPSS 探究影响侦查人员各项能力

的因素

侦查活动涉及到包括摸底排队、现场勘查、

痕迹检验、询问讯问等在内的多种侦查措施，不

同的侦查措施需要运用到不同的能力，一线侦查

人员往往身经百战，综合能力极强，但并不是所

有侦查人员都能力超群，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侦

查人员甚至同一部门的侦查人员做同一件事的能

力都会有所差距，每个人的能力都会受到不同因

素的影响而变得参差不齐，尤其是当下大数据对

侦查工作的模式带来了巨大影响，公安机关信息

化建设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用机器解放人力，

让信息跑腿已经成为了侦查活动的常态。然而不

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经历的侦查人员对大数

据的认识与理解水平是不同的，这就会导致侦查

人员之间的能力差距越发增大，这样必然会影响

到侦查活动的高效开展。

以审讯为例，审讯是公安机关侦办案件过程

中重要的一环，讯问笔录是八种法定证据之一，

讯问笔录中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对于侦破案件

以及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大数据侦

查模式下，讯问作为侦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受到了大数据带来的影响。大数据在审讯中

的应用可以帮助侦查人员获取更多更全的与犯罪

嫌疑人有关的信息，并对海量的案件数据进行分

析，在侦查人员审讯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犯罪嫌疑

人信息及审讯技巧为审讯人员提供建议。虽然大

数据能够为审讯带来极大帮助，但审讯人员自身

运用大数据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大数据在审讯中

的应用情况不够理想。

通过 SPSS 可以对审讯民警运用大数据的能力

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从而找出提升审

讯民警运用大数据能力的途径，有针对性地进行培

养或练习，进一步优化审讯效果。国内学者王浩利

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审讯民警运用大数据的能

力与多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他向多地审

讯民警发放了关于大数据在审讯中应用的调查问卷

收集了审讯民警对于自己运用大数据能力评价的数

据以及审讯民警的基本信息，将运用大数据的能力

与从警时间、审讯年限、审讯犯罪嫌疑人数量、审

讯经验、参加大数据培训次数、自身对大数据应用

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在部门对大数据应用的重视程度

作为变量进行了卡方分析［3］。分析结果显示，上

述每个影响因素都导致审讯民警运用大数据的能力

呈现了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审讯犯罪嫌疑人数

量”“审讯经验”“参加大数据培训次数”“所在

部门对大数据应用的重视程度”四个影响因素运算

p 值 =0.000，由此他得出审讯是一项非常看重侦查

人员个人经验的工作的结论，要提升审讯民警的大

数据运用能力加强审讯效果，各级公安机关可以考

虑加大对审讯民警的大数据培训力度与对大数据应

用的重视程度。

［1］陈鹏，黄鸿志，胡啸峰，等．基于统计回归的犯

罪活动时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6，32（6）：16-23．

［2］胡向阳，张巍．基于大数据的侦查讯问文本数据

挖掘与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5（6）：35-43．

［3］卡方分析是用于分析定类数据与定类数据之间关

系情况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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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分析软件侦查实证研究中
应用的反思与感悟

（一）大数据时代侦查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当前实证研究在侦查学领域已经有了长足

的进步，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学术成果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实证研究在侦查学领域应用是有局限的。

侦查实证研究的思路主要表现为“发现问题—

提出假设—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而

这一过程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阶段。对数

据进行处理，首先是需要搜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大数据的到来让搜集数据不再成为难题，但在着手

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各种抽象的、难

以理解的信息转换为可以测量的、具体的数据，这

一过程被称为操作化定义［1］。然而侦查学属于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为研究对象

不同，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现

象的研究必然离不开人，而人是具有主观意识和思

维的，这就导致社会科学在对众多社会现象进行操

作化定义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困难。［2］在侦查学

领域，充斥着大量极具主观特征的信息，例如犯罪

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等都是

难以具象化的抽象信息，这必然会给实证研究带来

极大的阻碍。难以对信息进行可操作化定义，即使

使用功能无比强大的统计分析软件也无法得出准确

的研究结论。因此，如何将更多抽象的信息通过赋

予操作化定义将其转换为可测量的数据是目前必须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提升统计学知识水平，助力侦查实证

研究

将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到侦查学领域当中已然成

为侦查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数据为实证研究

带来了更多可能，但侦查学领域的学者是否做好了

准备？面对功能多样的研究工具与作用强大的研究

方法，研究者们是否具备了驾驭这一切的能力？实

证研究虽然对侦查学研究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想通

过它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是存在一定门槛的，实证

研究的过程中会大量使用到统计学的原理和知识，

如果是不具备任何统计学知识的小白初次接触实证

研究，难免会有些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直接上手

去采集数据开始研究。所以侦查学领域的学者、老

师乃至学生，都应该尝试跳出现有的认知范围，尝

试学习并掌握一定的统计学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

能力。于学者而言，学习一些统计学知识能帮助其

掌握更多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更好地利用实证研

究得出学术成果；于学生而言，在接受知识最快的

年纪学习更多有益于自身的知识必然是没有任何坏

处的，对统计学知识的学习能使其尝试探索实证研

究并能更好更快地适应未来对运用大数据能力要求

极高的实务工作。

（三）时刻保持对经验的敬畏之心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纯思辨的研究方式有着显著

的区别，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

按照研究所需的要求搜集大量的经验事实并对其进

行逻辑推演或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而不是不经

任何推演仅通过逻辑上的思辨直接得出结论。［3］

尽管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经验事实

进行搜集，但最重要的是对经验（集体经验、群体

经验）心怀敬畏。［4］利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

研究确实可以将各种数据通过五花八门的形式表现

出来，随处获得的数据与按照研究目的精心选择搜

集的数据也都能够进行量化分析，但是在数据层面

的不严谨是对经验事实的亵渎，也是对现实生活的

亵渎，更是对科学的亵渎。［4］只有经过研究者严

谨地对数据的类别、数量、来源等进行筛选，才能

得到最符合研究所需的数据，否则就会陷入“自欺

欺人”的陷阱。或许对随意得来的数据进行分析也

能得出结论，但这种违背科学原理的研究不能被称

为实证研究，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无法真正令人信服。

五、结语

当前大数据对整个社会已带来巨大影响，实证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7：12．

［2］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

心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6（4）：198-217．

［3］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

心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6（4）：198-217．

［4］白建军．大数据对法学研究的些许影响［J］．中

外法学，2015，27（1）：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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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随之逐步崛起，统计分析软件是实证研究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众多统计分析软件

中，SPSS 最为出类拔萃。本文尝试对统计分析软

件 SPSS 在侦查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作出简要阐述，

并对实证分析方法在侦查领域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些许看法和建议。侦查学领域的学者

只有不断学习统计学知识，掌握更多的实证分析方

法，并始终不忘对客观事实的追求，才能不断推动

实证研究在侦查学领域的应用，让其为侦查学研究

服务。现在的实证研究仍是一颗茁壮成长的树苗，

相信未来其一定会成为参天大树，在侦查学领域不

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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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ake SPS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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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on the research mode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data has made the investig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gradually grow. 

The large-scale data can only be better play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Its valu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investigative field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elabor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SPSS 

in investig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vestig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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