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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珠海“晴雨表”4周年后迎来再度升级

平安指数 创新从未停止

平安指数

●“平安指数”就是衡
量社会系统的安全状态的
客观指标数值，市民能够像
通过 PM2.5 数值直接了解
空气污染程度一样，通过平
安指数实时、简单、直观地
了解到珠海市各区、镇街的
平安状况，从而使得生活、
出行安全感得以大幅度提
升。

●目前我市的平安指
数是以违法犯罪警情、消防
安全、交通安全等、城市管
理 4 项指标为基础数据，综
合运用了社会统计学、数学
建模等方法构建了测算模
型。模型计算生成平安指
数后，按照“蓝、黄、橙、红”4
种颜色对应表明“优秀、良
好、平稳、较差”4 种平安状
况向社会预警，并对红色预
警地区作出相应平安提示。

●2014 年11 月1 日，珠
海市平安指数正式通过珠
海特区报、珠江晚报对外发
布，珠海成为全国首个每日
发布镇街平安状况量化指
数的城市。

注定与自主创新结缘的珠海平安指数在运行4年后，再次
以全新面目示人。升级后的平安指数从指数的内容到数据抽
取、工作机制等方面做了全面优化。本次平安指数的升级，其实
质是为契合时代新要求和民生新需求进行的新探索，是对社会
治理方式的再创新、平安建设工作的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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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之后的平安指数优化升级，是
不是仅增加了一个城管事件指数？谭
学录表示，此次平安指数的升级是一次
全面升级，包含工作机制、考核指标抽
取等所有领域。升级后的平安指数对
基层平安建设主体创建平安工作的流
程、考核等所有方面都做了更新，是珠
海平安创建工作的再升级。

首先，考核组在指数计算的方法和
数值的抽取上面都做了优化，引入了标
准差的理念。根据数学理论，一组数据
一般呈现正态分布的特征，引入标准差
概念进行计分，按照当天数据偏离常值
的幅度进行计分，更能真实地还原一个
地区平安状况的变化趋势。

计算公式也做了重大调整。旧版
平安指数是按照镇街当日万人事件数
与全市该类平均数进行比较作为测算
方法。新版平安指数则采取了纵横结
合比较方法计分。横向以该镇街当天
数据与全市平均数比较，纵向以该镇街
当天数据与其自身历史数据比较，各占
50%权重。同时计算方式上引入标准
差，根据当日数据在平均值±标准差的
浮动情况计分。新的测算方法，不仅可
以继续反映出各地区平安状况的实际
情况，还兼顾还原了各地区平安状况的
个体变化趋势，进一步提升了平安指数
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

其次，旧版平安指数违法警情、消
防和交通3项指标权重分别是60%、
20%和20%，而新版平安指数有4项指
标，权重为违法犯罪警情45%、消防安
全 30%、交通安全 15%、城市管理
10%。新的权重，是研发团队通过单因
素评判、变异系数法、层次分析法等方
面测算得出的。指标的抽取上也更加
精准，比如在违法犯罪警情指数的计算
中，有一个数值没有选择户籍人口或暂

住人口，而是实有人口，反映的人口状
况更真实，人为干扰因素更少。

在工作机制上，结合市委提出“思
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
工作部署，在各个环节的效能上都做了
优化。数值的抽取原先采用的是半自
动化模式，现在大部分数值都是全自动
化抽取，速度更快。

变化中最能吸引基层干部关注的
是平安指数APP和微信公众号的推
出。对于普通用户，只需要通过红、黄、
蓝、橙四种颜色来判断某个街道的安全
度。而对于各级党委政府用户，显然更
关心颜色背后的数据。究竟是什么数
据的提升让我这个街道变成了红色？
有了APP和微信公众号后，这些数据都
可以通过授权，快速获取。不但能获
取，系统还能通过数据的横向、纵向比
较进行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

“之前如果某个街道办挂红，他会
在例会上向派出所负责人询问原因，现
在通过手机就能查询分析，还能在开展
研判、整改工作时，实时向上级部门反
馈相关图片、视频等文件，由平安指数
催生的街道办派出所联席例会很可能
被微信号和APP取代，效率更高。”王建
军介绍说。

旧版的平安指数工作机制，仅仅是
对每月连续或累计多次被红色预警的
镇街进行预警，下发《预警通知书》。为
了更好地促进基层部门平安创建，新版
平安指数还引进了预警机制。不仅保
留了之前的预警机制，还新增了趋势预
警机制，即：对于一月内连续三个星期
平安指数周平均分呈下降趋势，且出现
低于90分分值，累计分差达5分（含 5
分）以上的镇街，表明平安状况正在急
剧恶化，市平安办将对其作出“趋势预
警”警示。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何锬坡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长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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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指数是自主创新的产物。
2014年，珠海推出平安指数时，就是全
国第一个以镇街为单位每天发布平安
指数的地级市。平安指数推出后，深
圳、中山、信阳、潍坊、威海、遵义等多
个地市政法部门到珠海考察学习，全
国已有多地出现了类似的平安指数体
系。

平安指数推出后，给珠海带来了两
大变化。一方面市民、游客对自身的安
全环境有了很直观的“晴雨表”，可以较
为精准地感知安全度。政法委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有个朋友2016年来到
珠海买房，拿了一份《珠海特区报》，试
图通过上面的广告来选择中意的房
产。不料翻看时偶然发现上面有平安
指数，一向注重安全的他惊喜之余，立
刻把过去两个月的《珠海特区报》都搜
集起来，逐一研究每个街道平安指数的
变化，从中总结规律，以每个街道的安
全度作为选择房产的重要标准。

平安指数除了是市民游客的“晴雨
表”之外，同样是部门工作的指针。市
平安办副主任王建军介绍说，平安指数
每天都在报纸上公布，不但市民，各级
领导都非常关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部
门的成绩排名表，排名靠后的街道办，
承受的可不仅仅是舆论压力。一旦有
某个街道在某个时间段多次亮红，市平
安办就会将这个街道挂牌为重点整治
地区。

被挂牌为重点整治地区，在摘牌之
前，街道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任用。如
果整治效果不理想，街道评先评优时，
也可能被一票否决。这样的工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了街道作为平安细胞的建
设主体地位，调动了基层更综合的力量
注入平安体系的创建。

兴业社区民警梁宇表示，在开展基
层治安工作时，公安方面遇到的最大难
点是合力不足，很多治安问题其实并不
是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综合性的社会
问题。他在现场考察时了解到，比如某
个路段连续发生抢夺案件，案件发生的
重要诱因之一是这个路段没有安装路
灯或路灯过于昏暗；有的小区连续被盗
的原因是保安数量不足，门禁系统不完
善，可是上述现象又是因为小区居民物
业费上缴率太低所造成的。

公安部门往往在打击案件上拥有

强大的资源，可是在案件更深层次诱因
的消除方面深感乏力。这些问题需要
基层综合治理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平
安指数推出后，带来的恰恰是基层综合
治理的根本性变革。

兴业社区居民阳普林是一位义务
巡逻员。这支义务巡逻队正是于平安
指数推出后，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民警
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阳普林的任务
除了要每天巡逻之外，还兼有多重任
务，治安隐患的排查和重要信息的搜
集。哪里突然有大量陌生人聚集，哪里
半夜有形迹可疑的人，这些信息都会通
过微信群推送给社区民警梁宇。有一
天，阳普林走到一家商铺前，发现这家
商铺的摄像头位置设置不对，存在盲
区，他上前提醒后，店铺经营者热情地
邀请他进店喝茶，像这样的情景，在兴
业社区经常遇见。

翠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姜建文介
绍说，平安指数推出后，街道办与派出
所每周都会有例会，研究治安问题，涉
及到治安问题，需要加强打击的，由公
安负责，涉及到综合治理层面的，由街
道办出面协调。如果出现平安指数亮
红，双方协作会更紧密。

平安指数给珠海带来的工作机制
转变，其效果是显著的。珠海市社会平
安状况呈持续向好趋势，与2014年相
比，2017 年全市违法犯罪警情下降
29.39%；交通领域的事故宗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分别下降6.96%、7.62%、
24.69%；消防领域的火灾宗数下降
65.8%，首次实现零伤亡。珠海的社会
安全感持续位居全省前列，保持为“中
国最安全城市”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
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公共服务满
意度测评结果（测评维度包含公共安全
等 9 个指标），珠海近三年排名分别为
全国第四、第三和第二。

正是因为新颖的创意和带来的良
好效果，这项工作本身也多次荣誉加
身。2015年珠海平安指数被南方日报
社评为“珠海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
在省公安厅首届粤警创新大赛中荣获
金牌，2017年珠海平安指数获评第三
届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案例。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法治日
报等中央媒体对珠海平安指数均有专
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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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就拔得头筹的珠海人并
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们把创新
精神继续全力倾注在平安指数
上。在平安指数推出4周年时，
再次的升级引起了广泛关注，引
发赞誉的同时，疑问同样不少。
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平安指数
只增加了城管事件宗数，而公众
更关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宗数为什
么没有？

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谭学
录透露，平安指数在运行4周年
之际推出了升级，似乎是4年后
才有变化，前面都是静止状态，实
际并非如此。平安指数是一直处
于变化、创新状态。指数设计之
初，追求的首要条件是公平公
正。即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各街道
办之间安全状况的排名，听起来
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

比如目前平安指数采用的违
法犯罪警情数据，是直接在市公
安局警情系统进行抽取，但有部
分派出所反映，有些民警在出警
后才发现并非违法犯罪事件，只
是普通民事纠纷，这类警情应当
更正剔除后再纳入平安指数进行
测算。

中心城区有的街道也提出，
街道人口特别多，治安状况本来
就复杂，案件数肯定比偏远地区
的街道办要多，单纯用警情数来

排名是否公平？当有人提出用自
身案件数的增减比例来作为指数
的基础时，偏远地区的街道办又
提出异议：偏远地区长期无案件，
如果某天发生偶发性案件，哪怕
只有一宗，上升比例也可能是
100%，这也不公平。

对于上述意见，警令部的考
核组进行了仔细分析研判和试运
行。过去4年来，虽然市民看到
的都是相同的指数表，但其中的
考核机制一直在探索优化。考核
办认为，虽然110警情的确与真
实警情存在差异，但类似假警情
这种情况对于每个派出所而言，
机会都是均等的。相反，一旦启
动警情更正的阀门，各派出所就
会想尽办法申请更正，而削减他
们通过切实改善治安来优化指数
的动力。

谭学录表示，平安指数对于
部门而言，其实是排名考核机制，
有考核就有博弈。为了保证公
平，平安指数从设计之初就确定
了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指数不能
公平反映各部门的工作和地区的
真实状态，就宁愿不要。平安指
数升级研发之初，研发团队曾将
市城管局“数字城管系统”、市政
务服务管理局“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平台”、市食药监局对各大市
场农副产品抽查监测、市科技工

贸和信息化局的商事主体登记和
信用等4类数据都纳入了指数考
察范围，但最终选中的只有城市
管理事件。

数据被淘汰的原因大致有时
效性差、数据量少、关联度不强、
缺乏地理属性等问题，如各大市
场农副产品抽查监测数据要一个
月以上才能获得结果、商事主体
登记和信用数据没有精确到镇
街、12345数据与城管数据有重
合。最具关注度的食品安全指
数，研发组也进行了认真研究讨
论，但最终没有被引入，一个根本
的考虑是，研发组认为食品安全
违法宗数与执法数量有关。有的
街道执法频密，查到的违法就多；
执法数量少，违法数量反而少，人
为因素较高。必须等到这些指数
的统计抽取方式进一步完善，能
够公平反映地区平安状况后，才
能逐一纳入平安指数。

把城管事件列入指数范围的
原因则是，“数字城管”系统不仅
信息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且通过
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我市的违法
犯罪警情与城管事件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为 0.69），可以证明一
个城市的管理秩序与平安状况之
间存在相关性，城管事件纳入“平
安指数”的理论支撑和技术可行
性都比较高。

相关链接

平安指数推出 4
周年后又增加了微
信公众号及 APP 等
众多服务。

市平安办供图

平安指数2.0版正式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