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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搬家 公安打造信息大“超市”
各地公安完善信息平台助力公安部“清网行动”；破案率平均达到40%以上；信息收集后严守保密条例

6 月 14 日，上午 9 点，
苏州市公安局金阊分局的
民警杨诚来到辖区——嘉
业阳光城小区，如同往日
一样，他先到居委会和物
业管理处了解前晚的治安
情况。

协调完一起纠纷，杨
诚又来到门卫处，询问有
无 新 来 人 员 出 入 。 每 周
一，他还要了解停车位出
租的变化，还会走访小区
附近的房产中介，查找新
来人员，采集信息。

如有新来者，杨诚需
找到此人，采集常规信息，
包括身份证、电话、工作单
位等。

2008 年开始，他所收
集的信息不仅记在个人的
笔记本上，还需交给同事，
专门录入派出所的电脑信
息平台。

杨诚只是采集系统中
最基本的环节，一个人在
苏州市区行走；住旅店；去
网吧；娱乐场所，以及买卖
废品，都可能会被依法采
集相关信息。

庞大的信息采集系统
收录 650 万外来人员的有
关信息，仅在全市网吧采
集的网民身份信息达7.6亿
余条，而江苏省各级警务
信息平台已收集了 550 多
亿条信息。

拥有大量的基础信息，
是 公 安 信 息 化 的 重 要 支
撑；信息采集录入，是公安
信息化的基本。

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
的推进，杨诚感到“社区民
警工作责任更加重大”。

杨诚不仅要完成最基
本的信息登记，还要了解
社区各 种 人 员 的 行 为 信
息，“例如一个无业人员，
近 期 突 然 变 得 暴 富 。 这
是需要关注的信息。”杨
诚解释。

目前，杨诚已采集小区
住户 6800 多人信息。“做社
区民警 10 年，我采集的信
息超过十万条。”他说。

杨诚采集的信息将一
条不漏录入苏州市公安局
金阊分局的信息平台，进
入下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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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8 点 半 ，苏 州 市
金 阊 公 安 分 局 指 挥 中 心
研判民警曹俊杰到单位，
登录平台，开始查看各类
信息。

曹俊杰每天的主要工
作是，通过信息预判警情，
系 统 将 敏 感 信 息 抓 取 出
来，进行重点研判。“信息
化建设是通过对信息的掌
握，做到对警情的预判，从
而减少案情的发生。”金阊
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主任张
志坚说。

2008 年，公安信息化
建设作为“三项建设”的“龙
头”，被公安部党委摆到了
突出位置。

5 年来，信息化建设已
全面触动了各项公安工作
的“末梢神经”，给警务改革
带来“蝴蝶效应”般的变化。

苏 州 市 面 积 8848 平
米，有 30 多万个摄像头遍
布全市，民警1.2万多人，警

务辅助人员3.5万多人。“加
上一些社会力量，每人每天
都在采集信息。”张志坚说。

据介绍，在陕西省渭南
市，公安机关通过信息化手
段破案数量已占到全部破
获案件的90%。

在山东，公安机关刑侦
部门通过建成信息数据“超
市”、创新网上破案，利用信
息技术破获小案的比例已
由前几年的不足 20%提升
至50%以上。

在西藏，公安工作借助
信息化大平台建设两年间
实现了“一步式大跨越”。

当下，以数字化、网络
化、扁平化为特征的公安
信息化建设已步入深度应
用阶段。全国公安基层所
队网上运行率达到 97.7%，
每 100 名民警 104.6 台计算
机，通过信息化破案率平均
达到 40%以上，一些发达地
区达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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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公安部开展
“清网行动”，河南一位普通
的户籍女民警因为善于通
过网络寻找线索，锁定嫌疑
人身份而著名。

该民警从户籍、身份证
和网络等多方面入手，通过
自创的“网上追逃工作法”，
和战友们共查获各类在逃
人员信息 1000 多条，协助
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57人。

在这场依托信息化平
台建设与应用的追逃大战
中，全国公安机关密织出
一张网，在逃人员纷纷落
网现形。

张志坚记得一个抓小
偷的案例。民警从监控中
发现小偷偷车，得手后逃
走。民警通过监控视频接
力，指挥中心指示就近民警
抓捕，整个过程不超过 3 小
时。“疑犯从作案到逃跑，都
在监控当中。”

去年，苏州市平江区发

生一起命案，案发 3 小时抓
获嫌犯。破案的关键是：嫌
疑人来苏州 5 天，其信息已
被社区民警采集。

据苏州警方数据，现行
命案破案周期由平均 15 天
变为5天，破案成本由50万
降为 15 万。苏州市公安局
局长张跃进认为，这一切归
功于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基
础建设。

张志坚介绍，破案中，
将每个分散的信息连接起
来分析是关键。从全省的
范围看，一个人如果在苏北
犯过事，警方录入他的信
息。嫌疑人逃到苏州，个人
信息只要被警方采集到，系
统便会立刻报警。

收集大量的信息后，系
统便能做到积分预警，构建
轨迹库，以分值高低开展
红、橙、蓝三色分类处置。
红色交由专业部门侦查，
橙、蓝由社区民警了解。

系统分析 出现疑犯信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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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公安信息化建设被放到突出位置，各地公安机关着力完善各大信息平台。该平台
就像一个“蚁穴”，民警像“蚂蚁”，通过社会监控，以及对旅馆、网吧等地走访，收集各类信息，
将信息搬至信息平台。

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可以预判犯罪事件的发生；案发后，可以通过已有信息分析出
作案人员的轨迹和特点，提高破案率。“这就像一场革命，改变了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方式。”江苏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信息化革命的蝴蝶效应，已经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显现。6月16日，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
在江苏召开，“信息化条件下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成为主题。 □新京报记者 陈宁一 江苏报道

杨诚说，社区民警因为
信息化建设，工作责任更加
重大。

现在，杨诚每录入一条
外来人口信息，会得到 0.04
考核分。他举例说，他曾登
记过小区一住户汽车信息，
是一起经济案件涉案人的车
辆，该信息若成为重要线
索，会得到更多的考核积
分，甚至有立功机会。

考核使最基础的工作变
得更加重要。苏州市公安局
局长张跃进认为，信息采集
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们也面临着
更大的工作压力。”杨诚说，
压 力 来 源 于 案 件 倒 查 机
制。张志坚介绍，重大案件
破获后，分局会立即开展倒
查机制。

在建立信息平台之前，
民警将收集来的信息记在本
子上。案发后，民警要一本
本去翻看，难免遗漏。甚

至，有民警根本没有收集到
该信息，事后还能加上一
笔，上级无法问责。

如今，信息是否登录进
去，一查就知道。如果遗
漏，就要扣分，有凭有据地
问责。张志坚说，“任何环
节出了问题就要问责。”

大量信息被收集后，如
何保证信息安全？“公安部
做了严格的要求和措施。”
公安部的相关人员介绍说，
在公安部门内部，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进入信息平台，只
有办案民警被授权，登录必
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每个
民警只能看到职责范围内的
信息。

同时，公安部的信息平
台不与互联网相连，做到物
理隔绝。

金阊分局政治处相关负
责人说：“内部人员严格遵
守信息保密条例，一旦发现
泄密情况，严惩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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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庆期间，苏州市公安局巡逻民警在南门汽车站用警务通进行巡逻盘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