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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的 
SysML模型构建研究 

□祝小宁  杨力维  韩家升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1731] 
 
[摘  要]  “城中村”治安问题是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由于对“城中村”的改造不能一

蹴而就，一定时期内“城中村”治安问题将长期存在。基于公共服务理念和系统管理的思想，在引入

系统建模语言SysML的基础上，对“城中村”安全需求系统性地分析，由此提炼“城中村”治安管理

运行机理，构建了由治安调适子系统、治安防控子系统、舆情预警子系统、联动响应子系统和治安恢

复子系统组成的“城中村”治安管理SysML模型。根据模型探测出现阶段治安管理在思路、环节、方

法上的不足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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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中村”治安研究背景 

（一）“城中村”治安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社区形式。

在高速推进城市发展、不断扩张城市用地的过程中，

大量农村耕地被征用，这些地区的原住农民仍然在

该地区生活，他们表面上实现了向城市的转化，但

其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甚至自组织方式都并未转变，

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特性，显现出“非城非村”的景

象，因此又称“城中村”。“城中村”自形成以来问

题就层出不穷，受到来自城市、乡村和其他外来成

分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城中村”呈现明显的人

口复杂性、经济复杂性和管理复杂性[1]，而在二元

管理体制下，其内部建设的无序性、人员构成的复

杂性、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性埋下了许多社会隐患。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聚变方

式的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即“社会解体”，

加速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而“城中村”复杂环

境以及与城市的不相融，更是催化了社会失范和犯

罪行为的产生，“城中村”治安问题日益突显。 
（二）“城中村”治安研究基础概述 
国外没有直接的“城中村”治安问题研究，但

不乏对“城中村”和“社会治安”的相关研究。关

于“城中村”，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

旧城更新理论，德国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边缘区理

论和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理论。而关于“社

会治安”，西方以“社会解体理论”和“社会失范理

论”为代表，以社会结构变化研究犯罪心理动机。 
对“城中村”治安问题专门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国内，但起步较晚。国内对“城中村”治安问题

的研究承袭了西方部分研究基础，多从“犯罪形成

机制”来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有杨高峰《广州城中

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之解释——以默顿社会失范理论

为展开》[3]，刘战国《城中村犯罪的形成机制》[4]，

以及徐启明《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

机制》[5]。另一部分是从“人口构成”的角度进行

“城中村”治安问题研究，并由此分流为“流动人口

犯罪研究”和“原住民犯罪研究”。分别以刘阳《成

都市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6]和赵熙竹《重庆城

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探究》[7]为代表。就目

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多以某个城市、某个村的具体

研究为主，缺乏对“城中村”治安管理的系统性研

究，因而难以建立有效的“城中村”治安管理模式，

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城中村”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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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中村”治安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城中村”治安现状 
“城中村”是城市犯罪的髙发地带。这既不利于

“城中村”的管理与发展，也为整个城市的发展埋下

了安全隐患和社会风险。据统计，城中村犯罪率高

发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共同现象。根据表1，违法犯

罪嫌疑人员居住在城中村的比例极高，成都70%，

广州60%，深圳90%，太原80%，苏州90%，昆明

80%[4]，且每年城中村人口违法犯罪嫌疑率的比例在

不断增长，根据图1中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统计还可看出逐年攀升的趋势。 

表1  城中村人口犯罪率 

城市 成都 广州 深圳 太原 苏州 昆明 

犯罪率 70% 60% 90% 80% 90% 80% 

 

图1  城中村犯罪嫌疑率占比变化趋势 

（二）“城中村”治安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社会解体引起的治安风险，即城市化进

程中的社会解体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人

际关系和社会聚变方式相应变化，如贫富差距的加

大、人际关系的疏离等，这些变化是引起犯罪的重

要因素。“城中村”经历了城市高速发展、社会经济

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住居民的价值观念

和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城中村”

内部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解体特征，这是造成“城

中村”犯罪的重要原因。 
第二，集体效能低下导致社会失范。“城中村”

内部较低的集体效能表现为：（1）人口结构的稳定

性差。“城中村”是人口流动的高频地带，居民以租

房为主，人口的快速流动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难

以形成有效的社区组织和社区网络。复杂的人口结

构导致档案管理难度增大，发生治安事件后不易查

清。（2）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程度高。“城中村”的外

来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语言、文化、生活方式有很

大差异，排异心理和沟通欠缺使得居民之间的信任

缺乏，难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社区治安，相反还会

增加矛盾与摩擦，增加了犯罪的可能。（3）社会弱

势地位。“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原住居民长期以

农业为生，本身文化程度不高，转型后并不具备在

城市生存的能力，在社会上不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经济上又处于劣势，在金钱和物质的刺激下，激发

了犯罪动机的形成。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利影响。受二元体制

的影响，由农村转变为“城中村”以后，相应的管

理规制尚未制定或修改，不适应城市管理需求。这

使得“城中村”各管理部门之间衔接脱节，部门之

间联动行为缺失，难以形成严密的防控体系。同时，

对“城中村”居民心理关注的缺失，以管控为主的

传统治安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治安

问题。 
综上，造成“城中村”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然弊病，基本原因是治安管理机

制的不健全，直接原因是“城中村”环境复杂性与

不安定性[8]。“城中村”治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生

活，更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一种新的解决思路：SysML的引入 

（一）系统管理思想与SysML 
系统管理思想，是把一般系统理论应用到组织

管理之中的思想。将系统科学的思想运用到公共管

理领域，把管理对象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对其中的

子系统和各要素加以分析，能够有效避免管理脱节

和顾此失彼等问题。随着系统研究的深入，一种新

兴的系统建模语言SysML破土而出，将SysML引入

公共管理，是系统管理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化，

是系统管理思想指导下的方法论创新。利用SysML
建模技术对“城中村”领域展开研究，能够将复杂

的“城中村”内部系统条分缕析，基于SysML的系

统研究能够更好地解决“城中村”治安管理中的相

关问题。 
（二）SysML的机理分析 
SysML包括语义和表示法两个部分。SysML为

系统的结构模型、行为模型、需求模型和参数模型

定义了语义，同时通过类图、装配图、参数图、需

求图、活动图、顺序图、时间图、状态机图和用例

图9种基本图形来表示模型的各个方面，实现语义的

可视化表示。SysML作为一种多用途的标准建模语

言，支持各种复杂系统的详细说明、分析、设计、

验证和确认，能够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9]。在结构

模型层面，用类图、装配图厘定参与主体及其相互

关系；在行为模型层面，以活动图、顺序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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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理顺关系，优化流程；在需求模型层面，以需求

图实现需求先导的公共服务供需分析；在参数模型

层面，一定条件下可结合参数图实现定性、定量研

究的结合，实现公共服务程序化。这既是一套建模

技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需求图

SysML图 

行为图 结构图

活动图 序列图 

状态机图 

用例图 模块定

义图 
内部模

块图 
包图

参数图 
 

图2  SysML图形结构与机理[10] 

四、“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的SysML模
型建构 

（一）“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运行机理 
1．“城中村”治安管理需求分析 
“城中村”治安管理需求分析主要从“城中村”

居民的安全需求和管理者治安需求两方面考虑。

“城中村”居民生存在城乡“夹缝”中，一方面依赖

于生命、健康和财产等生理安全与物质安全；另一

方面，他们更依赖于心理安全保障，这种心理的安

全感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接纳以及生活方式的融入。

因而“城中村”居民安全需求表现为：第一，保障

“城中村”居民心理安适；第二，维护“城中村”居

民生理安全。因此，“城中村”治安管理的第一要义

是安全服务，其次才是治安管理。而对于“城中村”

管理者而言，为了完成治安管理职责，他们的需求

主要表现为治安管理实施所必须的条件与保障，具

体而言包括治安资源需求、治安组织需求与治安信

息需求。 

 
图3 “城中村”治安管理的SysML需求图 

图3为“城中村”治安管理的需求模型。如图，

安全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处于顶层，并向下派生出两

个子需求：需求表征居民安全需求、需求表征管理

者治安需求，继承于顶层需求，并向下派生出更加

细化的子需求。图中以“城中村”居民和“城中村”

管理者在社会活动中的交互影响为例，阐释了居民

安全需求对管理者治安行为的决定作用，以及管理

者治安行为对居民安全生活的影响作用[11]。 
2．“城中村”治安管理机理分析 
“城中村”治安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以“城

中村”居民需求分析作为研究的起点，可以发现，

治安管理包括治安调适、治安防控、监测预警、治

安响应和治安恢复五个阶段。由此需要建立和完善

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机构并形成衔接有效的体系。 

 
图4  “城中村”治安管理运行机理的SysML顺序图 

具体的“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的结构应当包

括：以综合管理和心理调适为主要职责的治安调适

子系统，以社区警务为核心的治安防控子系统，以

信息平台为支撑的舆情预警子系统，以应急响应为

保障的联动响应子系统和以处置安抚为主要内容的

治安恢复子系统。如图4，首先，应当预防治安问题

的发生，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城中村”社区综合

管理机构来构建安全的“城中村”社区环境。其次，

应当对治安问题和治安事件形成强有力的防控，通

过治安防控警务机构展开流动人员登记管理、劳教

及刑满释放人员监督管理、下沉群众的走访工作等，

防患于未然，及时化解潜在犯罪的可能；同时，通

过取缔非法经营、治安巡逻等，对普通治安案件进

行处理。再次，有效的治安防控需要以舆情预警系

统为支撑，在线上和线下搭建起信息传输的渠道和

情报共享的平台，在治安案件发生前，通过群众举

报或提供线索，及时中止事件发生。一旦治安问题

和治安事件发生，应当形成强有力的处置和联动行

为，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联络应急响应中心，由公

安和其他管理部门共同介入，成立专门的行动小组，

快速反应，联动处理。最后，应当进行治安恢复与

安抚，整理归档，评估补偿，总结经验，并将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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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应对和处置的过程方法，逐一反馈，为今后工作

的开展积累经验。 
（二）“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SysML模型 
根据“城中村”治安管理运行机理，可以构建

“城中村”治安管理结构模型。图5以SysML类图描

绘了“城中村”治安管理的体系结构。整体“城中

村”治安管理系统作为父类，向下派生出“城中村”

治安调适子系统、治安防控子系统、舆情预警子系

统、联动响应子系统和治安恢复子系统五个子类。

父类由所有子类组成，子类继成父类属性，父类与

各个子类之间既是泛化关系又是1对n的组合关系，

各个子类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关联，是n对n
的关联关系。 

1．“城中村”治安调适子系统 
建立完善“城中村”社区治安综合管理机构，

由街道办牵头，将社区居委会、原住民自治组织、

企事业单位安保部门联合起来，形成由政府、社区

自治组织、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代表共同组成

的集治安服务、治安协调、治安管理为一体的社区

治安综合管理机构，预防“城中村”治安问题发生。

这个综合管理机构一是要整合社区治安资源，改良

“城中村”内部环境；二是要强化社区服务和关怀，

调适好“城中村”居民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增进邻

里关系并强化社区凝聚力；三是要积极联系外部资

源，强化普法宣传与教育工作，为“城中村”营造

良好的治安氛围。“城中村”社区治安综合管理机构

应以社区治安服务先行，工作重点在于化解社会矛

盾，营造温馨安全的社区环境。 

 
图5  “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SysML类图 

2．“城中村”治安防控子系统 
“城中村”治安防控是“城中村”治安管理的核

心环节，应当建立并完善“城中村”社区治安警务

系统，将社区警务室独立出来，赋予相应的权责，

并定义社区警务工作内涵，完善社区警务队伍建设，

形成以社区治安防控为核心的社区警务系统。社区

警务的工作重点包括：第一，形成针对性人群的管

理服务制度：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登记管理；做好对

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关注劳教及刑释人员的社会融

入程度。第二，形成对重点区域的巡查与防控制度：

滚动排查，对易发生治安案件地区重点监控；综合

整治，对治安乱点进行安全改造。第三，形成多警

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居委会、警务室、流动

人口管理站、调委会、物业管理站“五位一体”警

民联动工作机制，及时化解治安案件[12]。 
3．“城中村”舆情预警子系统 
搭建舆情预警信息平台，及时中止潜在治安事

件。具体来说，应当由社区警务与综合管理机构协

作搭建一个集线上、线下为一体的舆情预警系统，

疏通信息传递渠道，建立情报共享平台。通过大力

宣传和奖金嘉奖，鼓励群众发现和举报不法行为，

通过信息的收集、分类、判断，对可能的治安事件

进行研判、分类、分级，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止

潜在犯罪或者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积极处置，有

效应对。 
4．“城中村”联动响应子系统 
要实现“城中村”安全治理，必须构建“城中

村”联动响应系统作为保障，形成以公安、消防和

医疗急救为核心机构的应急联动中心。及时进行事

件处理，进行先期处置、快速评估、协调联动和科

学决策。对受害人群、影响区域进行调查，尽快侦

破案件，将不法者缉拿归案。在平时，做好模拟演

练，以保证在事件发生时从容应对。 
5．“城中村”治安恢复子系统 
建立“城中村”治安恢复与安抚机制，做好社

区秩序恢复、群众安抚与责任追究等后续工作。每

一次治安事件的处理，都应当作为数据进行储存，

评估处理过程，总结处理经验，并逐一反馈给各个

机构，有计划地或适时地进行防范措施的培训、宣

传和演练等工作，使各部门、各单位能够按照应急

预案按时到位，为今后的工作开展积累经验。 

五、完善“城中村”治安管理的对策 

（一）由传统“治安管控”向“治安服务”转变 
“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运行的关键，在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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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滞后的治安问题处置方式，将工作做在事前，

构建社区与居民、民警与居民的沟通平台，加强社

区服务与社会关爱，缓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

矛盾与纷争，避免治安问题和治安事件发生，为“城

中村”社区居民创造安全的环境，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公共安全服务。第一，做好社区治安服务工作。

一方面，对“城中村”常驻居民进行心理辅导和社

会关爱服务，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性；

另一方面，关注社区流动人口，给予新进入“城中

村”的人口以社区关爱与服务，尝试举办素质拓展

等活动，使他们尽快融入，重塑有效的社区组织和

社区网络，强化“城中村”内部凝聚力。第二，做

好普法宣传与教育工作。开展治安宣传与教育，提

升居民的预防意识和自卫能力；对特定人群，如流

动人口、青少年等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建立起遵纪

守法意识。 
（二）由治安“事后处理”向“事前防控”转变 
“城中村”治安管理系统运行的核心，在于建立

起“城中村”治安防控体系。首先，需要建立起一

套科学、严格、清晰的警务工作体系。形成权责对

等、职责明确、严格考核的警务管理体系。让警力

下沉到城中村社区，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

防控，对部分容易诱发犯罪的场所进行定期巡查或

改造，对未成年人、对犯罪嫌疑人、有违法犯罪前

科和非监禁服刑人员、流动人口以及潜在犯罪人形

成重点防控。其次，需要构建一个有机运转的警民

互动系统，形成警方和群众之间的合作机制，促使

警务人员与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共同发现

和解决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形成以居民治安积极分

子、社区保洁员、人口信息员等为主体的义务化群

防群治队伍[13]，及时发现和制止可能出现的犯罪行

为，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与城中村整个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 
（三）构建治安防控体系的支持性系统 
第一，强化治安防控的资源支持。有效的“城

中村”治安防控体系要以充足的硬件、软件资源为

保障。硬件资源包括专项资金、安全管理物资以及

安全改造的必要投入。这些硬件资源一方面要以政

府财政支持为保障，逐年增加相应的财政投入，另

一方面还要走市场化路线，拓宽筹资渠道，创新运

营模式，筹集防控系统建设经费。软件资源则主要

指治安防控管理体系，应当总结经验，不断摸索，

探寻一条适用的路径，形成科学的管理机制。 
第二，强化治安防控的组织支持。“城中村”

治安防控的核心在于警务系统力量的提升。构建强

有力的警务系统，关键在“人”。强化“城中村”

治安防控的组织支持，需要适当扩充警力人员并建

立科学的警务人员管理制度；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

质量上也要不断提升。要以科学培训、分工、监督、

评估为管理流程，提升警务系统的防控力量。同时，

积极争取外部力量，获取群众的参与与支持，建立

民警合作机制，将群众的自治力量和公安机关的强

制力量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强化治安防控的信息支持。加强治安管

理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舆情监测预警平台，利

用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构筑集警民沟通、信息

传递、情报共享为一体的城中村治安防控信息中心。

同时，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动平台，整合“城中村”

治安管理系统中各类业务相关的信息资源，形成部

门与部门之间横向集约、纵向贯通的情报信息共享

平台，以信息化带动治安指挥与调度系统性，形成

治安行动的联动响应。 

六、结  论 

“城中村”治安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它强调

以“社区为中心”的心理调适与服务，以“警务为

核心”的治安防控与预警，以“信息平台为支撑”

的案件化解与预警，以“联动机制为保障”的治安

响应与应急，以及以“警务与社区联合”的治安处

置与恢复。理顺治安调适、治安防控、舆情预警、

应急响应、治安恢复之间的关系，促进各个子系统

有机运转，是目前解决“城中村”治安问题的直接

手段。然而，“城中村”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

只有彻底打破二元机构，才能根除“城中村”治安

问题，实现城市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尹兆南. 城中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D]. 荆州: 

长江大学, 2014. 

[2] 袁方. 多中心治理下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

析[J]. 中州学刊, 2011(3): 130-134. 

[3] 杨高峰. 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之解释——以

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为展开[J].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08(3): 118-122. 

[4] 刘战国. 城中村犯罪的形成机制——以深圳T村为例

[J]. 侦查实践, 2010(6): 64-71. 

[5] 徐启明. 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

[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4(2): 1-9. 

[6] 刘阳. 成都市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D]. 成都: 西

南财经大学, 2013.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年（第18卷）  第4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ug.2016,Vol.18,No.4 

6. 

[7] 赵熙竹. 重庆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探究[J]. 

重庆与世界: 学术版, 2014, 31(3): 72-76. 

[8] 刘铭宇. 试论我国城市治安管理机制的革新[J]. 现

代经济信息, 2010(4): 160-161. 

[9] 蒋彩云, 王维平. SysML:一种新的建模语言[J]. 系

统仿真学报, 2006 (18): 1483-1492  

[10] DELLOGATTI L. SysML distilled: A brief guide to 

the systems modeling language[M].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5: 1-8. 
[11] 顾潇. 基于SysML的应急管理系统建模技术研究

[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2. 

[12] 张荆. 日本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与犯罪防控体系的

研究与思考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 社会经济科学版 , 

2015(7): 67-77. 
[13] 彭林华. 城市社区治安管理探析[D]. 湘潭: 湘潭大

学, 2012. 

[14] 于越. 从“城中村”治安问题看“城中村”改造的

必要性[J]. 理论观察, 2011(3): 37-38. 

[15] 高学武. 城镇化视野下城中村治理困局的破解之

策[J]. 宏观经济研究, 2014(3): 24-29.  

[16] 李立勋. 城中村的经济社会特征——以广州市典型

城中村为例[J].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 2005 (3): 34-37. 

 
 

SysML Model Construction of Urban-village Publi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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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village security problem is the major difficulty for urban governance.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village can’t be accomplished in one-time action, urban-village security problems will exist over a period 
of time. Based on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system management though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ling 
language SysM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s of urban-village security systematically, refins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 of urban-village, and builds the SysML model of urban-village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onsisting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ubsystem, secur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bsystem, early warning system,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and recovery subsystem. Also, it finds out problems in existing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ystems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model and proposes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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