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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唐代青年才俊王子安是“初唐四杰”之一，有着“诗杰”之称，其《滕

王阁序》有云：“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拙著初版至今已

经有三年了，真可谓是“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三年时

间，放在以亿万年计数的历史长河或者宇宙生命中可能不过是白驹过

隙，但是放在不过百年之多的人生中却是不容小觑的“一寸光阴不可

轻”的一段时间。

自从初版起，笔者就觉得深有改版之必要，并且一直在断断续续地

进行着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适逢编辑王熹老师盛情邀请笔者着手对拙

著进行改版，正中下怀。看来，王老师和笔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儿去

了。如果厚着脸皮说，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有点儿感觉“盛
情难却”，又有点儿感觉“机不可失”的笔者果断答应并着手进行拙著的

改版事宜。

改版的必要性，无非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就客观方面而言，这是公安事业特别是侦查业务发展的要求和相关

学科理论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是公安事业特别是侦查业务发展的要

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公安事业特别是侦查

业务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新的科技手段不断涌现并且

被应用于侦查业务之中，诸如“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

术、“VR（虚拟现实）+”技术、警务建模、智慧警务管理平台，等等等

等，不一而足。所谓实践决定认识，新的技术手段呼唤新的理念，侦查

业务的新特点呼唤新的理论。作为反映侦查业务的侦查思维理论及其核



心内容——推理方法自然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必须作出及时

而深刻的调整。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这是相关学科理论

发展的需要。推理是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关于推理，不仅逻辑

学进行研究，其他诸如心理学、脑科学、认识论乃至人工智能等新老学

科也以其为研究对象，以至于推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硕果累

累。从某种意义上说，推理属于思维学研究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伴随

着侦查业务的发展，侦查思维学的内容、方法和体系也出现了新的变

化。这些新变化、新成果也需要笔者及时对拙著中的某些内容进行调

整。

就主观方面而言，这是笔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更广思考和吸收相

关专家合理建议的结果。一方面，这是笔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思考的

结果。一如笔者在第一版后记中所言，鉴于主客观因素，笔者对于诸多

问题的观点可能不太成熟。为此，本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笔者也无

时无刻不在思考之中，以期相关的观点更趋成熟，正所谓“心之官则

思”。特别是对相关的问题在深度上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在广度上进

行更加全面的思考，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观点。另一方面，这是笔者吸

收相关专家合理建议的结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子性非异

也，善假于物也”，初版三年多来，笔者经常就拙著中的一些观点与业

界的专家们、公安实战部门的同行们甚至笔者所授课程的那些学生们进

行了比较详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受益匪浅，所获良多。

改版的思路，无非在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

就内容方面而言，笔者遵循“删繁就简”“击实避虚”“取长补短”的三

大基本原则，对拙著在内容方面进行了或增或删或改式的调整，并且适

当更新了部分案例。就结构方面而言，本着“从侦查思维到侦查推

理”“从侦查推理到侦查假说”“从侦查假说到侦查证据”的一脉相承的思



路进行优化调整，以期更加贴近侦查思维的实际情形。结构方面的调

整，可以浏览调整后的目录；内容方面的调整，可以参阅调整后的正

文。

经过内容和结构方面的调整，说拙著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调整可能

有些危言耸听，但是调整的力度就算不是“绝后”，也可算是“空前”了。

这绝非虚言，因为据笔者初步的粗略统计，拙著调整的内容已经接近

60%了。

相信拙著再版后将会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相信读

者诸君仔细审读之后会获得不同于初版的前所未有的新认识。当一缕轻

风拂你面，一捧清泉濯你足之时，那种久违的惬意会悠然涌上你的心

头！

马前进

2020年10月12日



凡例

本书中出现的字母和符号的含义约定如下：

S表示直言判断的主项；

P表示直言判断的谓项；

M表示两个直言判断中共同具有的那个项，即中项；

﹁ 表示“否定”，读作“并非”，一元联结项，置于一个支判断之前；

∧表示“合取”，读作“并且”，二元联结项，置于两个支判断之间；

∨表示“析取”，读作“或者”，二元联结项，置于两个支判断之间；

→表示“蕴涵”，读作“如果……，那么……”，二元联结项，置于两

个支判断之间，“如果”后面、“→”左边的支判断称为前件，“那么”后
面、“→”右边的支判断称为后件；

←→表示“等值”，读作“当且仅当……，才……”，二元联结项，置

于两个支判断之间，“当且仅当”后面、“←→”左边的支判断称为前

件，“才”后面、“←→”右边的支判断称为后件；

□表示“必然”，读作“必然”，一元联结项，置于一个支判断之前；

◇表示“可能”，读作“可能”，一元联结项，置于一个支判断之前；

├表示“推出”，读作“推出”，置于前提和结论之间；



≡表示“等于”，读作“等于”，置于两个能够互相推出的判断之间。



绪论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二、本书的定位和研究对象

三、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刑事案件办理中的侦查思维

第一节 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与思维

一、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始末

二、该刑事案件侦查中的思维

三、思维的分类

第二节 侦查思维及其特征和类型

一、侦查思维的含义

二、侦查思维的特征

三、侦查思维的分类

第二章 侦查思维中的侦查推理

第一节 推理概述

一、推理及其主要特征

二、推理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侦查推理及其步骤

一、侦查推理的含义及其特征

二、侦查推理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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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侦查思维中的类比推理与枚举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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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侦查思维中的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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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侦查思维中的类比推理的应用

三、侦查思维中的类比推理的优缺点和运用原则

第二节 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及其特征

一、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含义及其原理

二、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特征

三、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作用

第三节 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常用类型

一、侦查思维中的实际枚举推理

二、侦查思维中的预测枚举推理

三、侦查思维中的典型枚举推理

四、侦查思维中的完全枚举推理

第四节 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缺点和合理性原则

一、侦查思维中的枚举推理的缺点

二、侦查思维中应用枚举推理的合理性规则

第四章 侦查思维中的因果推理

第一节 侦查思维中的因果推理的类型

一、侦查思维中的契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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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侦查思维中的因果推理的优点和缺点

一、侦查思维中的因果推理的优点

二、侦查思维中的因果推理的缺点

第三节 侦查思维中应用因果推理的合理性原则

一、提高因果推理的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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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思维中简单事件初始概率的确定

二、侦查思维中概率演算的规则或逻辑句法

三、侦查思维中的决策推理

第三节 侦查思维中的模糊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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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思维中的选言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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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侦查思维中的选言三段论必然式

一、侦查思维中的选言三段论必然式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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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侦查思维中的真势模态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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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侦查思维中的真势模态推理

三、侦查思维中的真势模态推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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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思维中的规范模态判断和理想世界

二、侦查思维中的规范模态推理

第十章 侦查思维中的溯因推理和侦查假说

第一节 侦查思维中的溯因推理

一、侦查思维中的溯因推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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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思维方法在形成侦查假说中的方法论意义与本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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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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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思维中的侦查证据

二、侦查思维中的侦查证据相关性的条件分析法



绪论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侦查思维的角度探讨侦查工作中的推理方法。

侦查工作无疑需要动脑的方法——思维方法、动手的方法——操作方法

和动口的方法——表达方法。在这三种方法中，思维方法是最重要的，

它制约着或者影响着操作方法和表达方法。因此，本书着重从思维的角

度探究方法。

本书第一章以一个真实典型的刑事案例为起点，探讨了侦查工作中

运用思维的必要性；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限制方法，在考察思维及其特

征、分类的基础上，考察了侦查思维的含义、特征及其分类问题。

侦查思维的主要方式是侦查推理，侦查思维也需要侦查推理，侦查

推理服务于、服从于侦查思维。基于此，本书第二章在考察推理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了侦查推理的定义、类型、基本特征和主要步骤。最终

在探究侦查思维与推理方法之关系的基础上，对侦查思维中推理方法的

含义、特征、类型及其要求进行了初步探索。

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认知的顺序基本上遵循从归纳到演绎、从或然

到确然、从定量到定性的进程。因此，本书第三章至第十章也基本按照

这个顺序分门别类地论述了侦查思维中的侦查推理。

侦查思维的核心问题是形成侦查假说，侦查思维需要侦查假说，整



个侦查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侦查假说的形成、推演和检验过程。此

外，侦查推理的结论未经检验也表现为侦查假说。侦查假说是假说的一

种，是假说在侦查思维中的具体运用。为此，本书第十章第二节着重探

讨了侦查假说的特征、类型，侦查假说形成的要求、步骤和评价标准以

及直觉思维在形成侦查假说中的作用。

侦查假说本身具有的一些属性决定了侦查假说必须接受检验，间接

检验侦查假说的方法称为假说演绎法。能够支持侦查假说的案情事实称

为侦查证据。为此，本书第十一章分别探讨了假说演绎法和侦查证据。

就理论意义而言，从侦查逻辑自身与侦查工作的紧密联系出发，系

统探讨侦查思维中的各种推理方法，吸收、概括和借鉴国内外研究侦查

推理方面的先进、优秀成果并加以整合。本书是从侦查思维的角度探究

推理方法的，强调侦查思维与推理方法的相互关系，这有利于丰富和发

展侦查逻辑和侦查思维乃至侦查推理的内容，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

就实践意义而言，本书不仅总结和应用了广大侦查工作者在实践中

形成的有益经验、建议和尝试，应用了大量鲜活、真实而典型的刑侦案

例并加以提炼和归纳，而且从侦查思维的角度探究侦查推理，这有利于

提高侦查人员的推理意识和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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