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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9_83_A8_E9_c24_284144.htm 据统计，目前全国公

安机关联网计算机超过80万台，每百名民警拥有联网计算

机47台，基层所队连通率达到90%以上。 从2001年年初公安

部启动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金盾工程”至今，信息化

极大地改变了公安工作的现状。如今，全国已初步形成网上

办案、网上户口迁移、网上追逃、网络监控、视频会议等信

息化工作模式。全面覆盖、高效灵敏的社会治安管理信息网

络也已建成。社会预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运行机制的完

善，更是增强了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监控、决策和应急处置

能力，保障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目前

，全国公安信息通讯网三级主干已全面建成，实现了数据、

语音、视频综合传输，大部分基层科所队已接入网；公安信

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成，部、省、市三级公安信息中

心为各类执法信息化应用提供了系统运行平台和技术服务支

持，保证了执法信息网络化应用的全面开展。 信息网络如何

成为180万民警的帮手 “每次开大会时，提前两小时通过新闻

媒体和室外交通诱导显示屏等传播渠道向社会发布交通管理

信息，提示将要受到大会交通影响的路段，方便市民群众提

前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和绕行路线。” “通过精确计算，最大

限度地压缩车队占路运行时间，将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的时间

精确到分⋯⋯” 昨天是“十七大”召开的第一天，为确保交

通保卫万无一失，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方便社会交通，北京市

交管局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 这些举措的实现，都借助了多



种现代信息化手段。而这些，还只是公安信息化的一角。 当

信息化成为老百姓工作生活的必需时，公安信息化建设已渗

透到各个领域，织就成了公安信息的巨大网络。在这张“巨

网”之下，不仅无数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且公安队伍自

身的执法工作、警务改革等等，也得到监督和提升。 信息化

决胜追逃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在南京警

务综合信息系统上浏览信息，一发现可疑人员、可疑情况就

立即出击。”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年轻民警小刘说。 在南京

乃至江苏全省，像民警小刘这样依托网络信息办案已成为一

种模式。“过去是接到报警后才能去现场，现在，只要是涉

警的案件，无论是救助、纠纷、刑事、民事或者其他案件，

都会自动在信息系统里进行比对，既快捷又准确，常常是在

信息比对中发现可疑情况就先到现场处理。”小刘一边熟练

地演示着这套系统一边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

年底，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金盾工程”正式通过验收

，全国性的八大基础数据资源库建成，覆盖了主要公安业务

领域的60个应用系统，包括综合查询、搜索引擎、请求服务

等重要应用手段，初步形成了“信息网上走、案件网上办、

台账网上建、绩效网上考”的信息化工作模式。覆盖各级公

安机关的信息通信专用网络也已建成，基本实现了数据、语

音、图像的同网传输。据统计，目前，全国公安机关联网计

算机超过80万台，基层所队连通率达到90%以上。 信息网络

的完善令全国180万公安民警如虎添翼。 2007年7月9日凌晨3

时许，在江苏省扬州市，两名正在用大夹钳撬车库门的犯罪

嫌疑人被民警当场抓获。民警查询了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

库，发现两人曾于1999年因盗窃机动车被惩处过。办案人员



据此加大了审讯力度，挖掘出了二人从今年5月以来，共盗窃

摩托车12辆、电动车11辆，总价值人民币10万余元的犯罪事

实。 “圆钮扣”监督巡防 记者前不久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采访时，在一个临街小卖店的院墙上看见一个指甲盖大小亮

晶晶的“圆钮扣”。店主李大妈笑呵呵地对记者说：“每天

都有警察摸它好几次，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民警告诉记者

，“圆钮扣”其实是监督警察是否在规定时间巡防的巡更点

。在无锡市滨湖区，这样的“圆钮扣”遍布村巷，共有2000

个。 “用科技的手段监督民警巡防，既能保证巡防的效果，

又能使传统意义的巡防增加新的魅力。”无锡市公安局滨湖

分局局长陶苏根对记者说，只有不断地把科技注入到警务改

革中，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创建一份平安。 据统计，目前，

已有十多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开始利用信息系统规范执法办案

工作，基本涵盖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行政案件的执法流程

和各个执法环节，既解决了“乱作为”的问题，又解决了“

不作为”的问题。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实践表明，建

立“网上办案”、“网上监督”、“网上考核”等工作机制

，开发运用相关的信息系统，基本实现执法流程网上审批、

管理，网上出具公安法律文书，网上执法质量考评，既有效

地堵塞了执法漏洞，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推进了公安机

关执法办案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进程，提高了公

安机关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 指纹识别系统显威力 深圳市公

安局黄贝派出所利用指纹识别系统比对，确认现场勘查提取

的一枚指纹，破获了发生在罗湖区海富花园的入室盗窃案，

并连破8起盗窃案。这是“指掌纹中心系统”发挥的威力。这

一系统的人员指纹、现场指纹以每年30万枚和3万枚的高速度



增长，指纹比对速度达到了每秒275万枚，居亚洲之首。这套

系统屡建奇功，在深圳市一系列恶性案件侦破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 在浙江省，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连续三年存储指纹信息

量和指纹破案绝对数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市指纹自动识别系

统建立以来，平均每年查获犯罪嫌疑人900名，查破案件数约

为1200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变化，

高智商、高科技和跨国犯罪不断增多，作为公安部门，必须

要与时俱进，否则就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使命。试想，如果

警察还骑着一辆自行车，怎么能追得上开汽车的犯罪嫌疑人

呢？”一位基层公安局长说，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要胜人

一筹。 据介绍，全国已有几十个城市的公安局装备了多功能

现场勘查车或移动实验室；不少地方刑技机构采用了数码勘

验技术⋯⋯ 一批制约公安工作的技术难题被成功破解：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DNA检验试剂的成功研制，改变了我国长期

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工业雷管管理技术的研究，成功实现

了雷管的“身份认证”，使全国涉爆案件下降了20%；“防

范与打击重大刑事犯罪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重点攻克和解决

了我国人体生物特征识别、违禁品探测等关键技术问题；“

打击计算机犯罪侦查技术研究”项目解决了打击计算机及网

络安全领域犯罪的关键技术难题⋯⋯ 据统计，目前，公安部

和省、市、县公安机关共建有刑事科学技术机构3560个，具

备法医、痕迹检验、理化检验、文件检验、影像技术、声纹

检验、电子物证检验、心理测试、警犬技术等9个大专业和上

百个小专业。公安部和许多省、市装备了紫外观察系统、大

型比对显微镜、全波段和数字化照(录)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设

备。全国建成159个DNA实验室。高精尖装备增强了技术实力



，刑事科学技术部门的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能力跃上新台阶

。 信息化提升公安四大能力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级

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运用科学技术，提升了公安机关

的实战能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打击违法犯罪能力增强

。从“网上追逃”到“网上打拐”，从“指纹破案会战”到

全国“命案侦破”专项斗争，现代高新技术与传统刑事科学

技术的不断融合，促使我国公安机关破案模式由“勘查访问

、摸底排队、坐堂审讯”向“现场采证、鉴定查询、科技破

案”转变。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至2005年，

全国公安机关利用刑事科学技术侦破案件数量年均增长13.9%

；利用行动技术侦破案件数量年均增长27%；网侦技术达到

新水平，2005年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共查处案件2.1万

起，破获案件3000多起。 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增强。“十五”

期间，在全国重点单位、要害部位建成报警与监控系统21万

多个，预防、制止各类违法犯罪案件20余万起。 行政管理和

服务群众能力增强。在交通管理方面，提高了交通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提高了证照办理效率；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初步

实现了“业务处理流程化、证件制作数字化、信息交换自动

化、数据共享网络化”；边防、消防、警卫等部门的科技装

备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 快速反应能力增强。全国公安机

关不断加强110指挥中心建设，截至2006年年底，已有83.5%

的县(市)、51%的地(市)公安机关实现了110、119、122“三台

合一”，有效提升了指挥调度和快速反应能力。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