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缪金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方式之一，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大优势。社会治安的好坏，

不但同每个人安全感、幸福感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面对社会治

安新形势，如何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课题。对此，

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

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社会稳定形势总体上是可知、可控的，但也要清醒看到，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敏感性、交织性、

关联性不断增强，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也不断增多。

服务管理对象面广量大的挑战。江苏外来人口比重上升、外籍人口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严重。服务

管理对象多，但相应的服务供给产品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同时，社区陌生化和人口集中化也引起治安、

养老、医疗、教育等资源相对紧张，警务力量占常住人口比重远小于国际平均水平，这都给社会治安治理

带来不小的风险挑战。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挑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就业总量、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一

批旧产能、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被挤压、企业被淘汰，由此所带来的企业生存危机、政府地方

债务危机、产业移民就业危机等互相交织、叠加，增加了社会治安治理难度。

利益诉求多样化、复杂化。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门类、质量、时效都寄予很高的期望，维护自

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强化，环保邻避效应、房屋出租与消防管理、流动人口与本地原住民的文化习俗差异等

问题复杂多样。征地拆迁补偿致富群体易赌博、吸毒等现象亟待寻求解决方案，生活窘迫、情感脆弱、自

我调节能力差的个体，极易突发心理异常行为和暴力极端行为，家庭私有财产的保值增值激发商铺投资、

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等风险隐患上升，极易引发群体性维权。

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的挑战。江苏处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污蔑党委政府、丑

化英雄人物、散播谣言虚假信息风险加剧。个人情绪的网络宣泄、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特别是网络诈骗已

成为公安机关防范打击的重点领域。



找准社会治安治理存在的短板

机制体系尚未健全完善。各种基层资源力量、多网融合和行政资源整合不够畅通，实体运作不强，有

系统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如消防、安监、城管等网格员职责界定不够明晰，没有实现资源利用的

最大化。基层综治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综治网格员大多由村（居）两委干部兼职，福利待遇保障有限，在

掌握社情、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等方面能力与水平有待提高。

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目前，符合江苏特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配套法规不健全，尤其在一些新

兴领域，如流动人口管理、快递物流管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公共安全责任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尚未落实，

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体现不够。社会矛盾预警、协商沟通、救济协助、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群众倾向于通过信访渠道表达诉求。

科技建设仍有待深化推进。目前，在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数据”发展的进程中，信息孤岛和部

门壁垒问题依然存在，各类信息整合、数据共享不够，“纵强横弱”的问题比较突出。运用“数据决策”

指挥实战的能力还不够，对重大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动态研判、评估和预警能力有待提升。

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的路径

为应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挑战与问题，应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从机制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建设、科技

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

以机制体系建设为突破点，推动单元政府管理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实现综合治理。一是坚持党的领

导，紧扣“警网融合”抓高质量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完善人防、

物防、技防措施，将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真正融入到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中去，在

政策上落实保障、资金上加大投入，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天候、全方位、无缝隙、立体化覆盖。把警务工

作力量和工作内容主动对接网格，融入“全要素”网格体系，把矛盾排查、人口管理、巡逻防范、安全监

管、服务下延等社区警务工作纳入社区网格，加快探索形成“信息化支撑、动态化应用、网格化管理”的

社区警务工作新格局。二是注重上下联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各种资源力量，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

动发现、坐等上门到走访巡查、静态数字到动态实情、专项行动到常态防控的转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三是构建社会治安长效治理机制。有的地区社会治安问题有时并不明显，此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发现

规律性的问题，针对性地加强管理和防范，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的社会治安长效



治理机制，实现动态环境下对重点地区的有效覆盖和对社会治安的有效管控。

以社会力量建设为落脚点，打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格局，推动实现长治久安。一是创新群防群治力量

管理体制。依托市、区、街（镇）、村（居）四级统筹架构，整合公安、城管等各条线以及社区各类治安

防控力量，构建科学管理、快速反应、依法处置、协同保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天候运转的群防群

治辅助力量实战体系。二是创新群众自治方式方法。群众自治是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要完善志愿服务的

管理、培训制度以及志愿服务评价、回馈等激励机制，凝聚全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共识。注重把物

流寄递、物业管理以及特种行业从业人员等新兴行业力量组织发动起来，让其成为社会治安基本要素的“千

里眼”和“顺风耳”，筑牢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

以科技建设为增长点，加强和完善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一是加快视频监控建联

管用。以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为牵动，建立完善视频监控建设、联网、管理、应用等工作规范。二是推

进数据信息共享应用。按照“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的要求，健全各类基础技术规范标准，着力打通

部门间信息数据通道。建立情报信息通报共享机制，及时掌握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形成

“村连村、乡连乡、农村连城镇、公安连社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网络。三是抓牢网络管控。探索

社区网络管控新途径，将网民当实有人口，把“网站”当“公共场所”，把“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当

“出租屋”，全面加强网络社会防控建设，切实提高网络安全法治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