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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优化模型的公安宣传资源配置
———以诈骗案件的模型验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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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公安宣传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模型,对公安宣传的效果进行量化评判,解决在固定资源的条件下最大化公安宣

传效果,采用诈骗案件数据进行最优化模型验证。 定义宣传成本和宣传对象,定义模型最优化目标为最小化社会被害损失,
通过不同宣传对象的平均损失、被害可能性推导最优化模型。 利用贝叶斯公式转化特定人群受到伤害的统计信息,简化目标

函数,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计算权重矩阵和参数向量,利用 KKT 条件或 MATLAB 求解非线性最优化方程。 利用收视数据和 D
市被害人年龄及其被诈骗金额数据,根据客观数据得出在不同类型媒介需要投入的比例,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模型可操作性

强,得出的结论清晰明确,可直接指导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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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timisation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public security promotion
and to maximise its outcome in the condition of fixed resources. The data of fraud case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optimisation model. The
promotional costs and target audience were defined as model variables and the optimisation objective of the model is set to be minimising
the loss of social victimisation. The model was based on the average los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victimisation of the different target audi-
ences. The Bayesian formula was used to transform history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a specific population into the probability of victimis-
ation. This information was then used to simplify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construct the Lagrange function.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
matrix and the parameter vector were calculated.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non-linear models can be found by solving the KKT condi-
tions or using MATLAB. By using the audience rating data and the data on the age of the victims and the amount of the victims cheated
in D city,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vestment need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data, and the
promo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scheme which could directly guide the practice was obtained. The optimisation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
tion has strong operability and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model are precise and clear. This model is based on factual data with
strong operability, which is simple to apply, and convenient to calculate.
[Keywords ] 　 public security promo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sation model;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victimisation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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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宣传通常是指公安机关利用各种媒介或

警务工作活动向公众传播、解释和说明公安工作的

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完成警务工作和塑造良好公

安形象。 公安宣传根据其宣传对象又可以分为对

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对内宣传主要是针对民警的政

治宣传,对外宣传主要是针对人民群众的警务宣

传。 本文所提到的公安宣传特指公安宣传中的对

外宣传。 公安宣传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宣传被害预

防知识、震慑犯罪、澄清谣言并回应公众关切、塑造

良好公安形象等。 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公安宣

传的传播速度更快、宣传覆盖面更广、公众影响力

更大,也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
为了能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公安宣传需要大量

的经费支持,才能达到覆盖面广、宣传效果佳、有效

降低被害风险等效果。 然而,过多的宣传经费会造

成较大的财政负担,与中国政府部门财务预算拨款

逐年精简的重要方针相悖。 例如,2020 年中国政府

部门财务预算拨款较上一年减少 76 亿元,财政部明

确指出重点压减机关公用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等非

必要非急需性支出[1]。 因此,在财政部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大幅减少,部门财政均纷纷缩紧的背景下,
公安宣传就更需要在固定资源的条件下对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进行信息资源管理,将公安宣传的效

果最大化。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内容与影响力研究、警力资

源配置研究和财力资源配置研究。 内容与影响力

研究主要分析了不同公安宣传媒介的传播内容,提
出了扩大传播范围与提升影响力的优化对策,研究

对象主要针对公安政务微博等政务号[2-4]。 相关研

究往往有助于各地公安机关宣传部门扩大自身政

务媒体的影响力,但是公安宣传乃至其他政府部门

宣传都较少关注资源配置的优化。 警力资源配置

研究大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5-6]。 大部分研究往

往探讨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优化,缺少针对性的、
可量化的资源配置方法。 部分学者采用了更加科

学的研究方法用以评估警力资源配置,例如采用数

据包络法、犯罪热点挖掘法等[7-9];部分学者采用了

更加先进的技术方法提出了资源配置和资源调度

的决策模型,如巡警决策指挥标准和模型、基于K 条

最短路径技术的警力资源配置模型等[10-11]。 但是

相关警力资源配置研究以及公安机关基层实践工

作中往往仅依据不同案件的发案数量或者主观判

断的方法确定不同工作的优先级别,缺乏更加科

学、合理、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公安机关经费使

用管理与保障研究对公安工作的整体经费保障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绩效考核与控

制预警管理机制、向一线基层与工作重点倾斜等优

化管理意见[12-13]。 然而,财力配置研究并未具体探

究相关经费使用具体需要向哪些工作倾斜以及如

何倾斜。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治理和精准治理理念

在公安实践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有的学者提出了需

要以大数据作为技术支撑手段,以精准治理作为治

理理论基础,进行警察人力资源和经费资源的配置

优化[14-15]。 虽然这些研究根据实际调研数据得出

了在警力资源配置的数量、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进行了原因与对策分析,但相关研究所采

用的数据往往仅局限在不同类型案件接警数量、警
察数量或在职民警的主观判断等较易获得且与真

实犯罪控制效果关联度较低的变量。
从现有研究看,公安宣传的扩散与影响力需要

不断扩大,但其中的信息资源管理的配置问题缺乏

合理有效的评估。 已有的公安警力资源配置优化

研究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特别是经费投入问

题需要进一步优化。 具体到公安经费使用投入问

题,更多研究者聚焦于经费使用的保障问题,虽然

针对经费使用管理提出了精准治理和大数据治理

等理念与方式,但是提出的对策依旧相对宏观,缺
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财力资源配置分配方式。

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构建公安宣传资

源配置的最优化模型,在固定资源的条件下对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进行信息资源管理,将公安宣传的

效果最大化。 但实现该目标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1)如何定义公安宣传的效果。 目前,公安宣

传主要通过警民活动、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抖音

软件等方式进行政务宣传,然而相关宣传内容侧重

点不一、针对性不强、传播质量效果参差不齐[3,16],
相关领域研究者往往强调需要更加精细化、精准化

的公安政务宣传[17-18],然而针对如何进行精准宣传

却缺乏相关的研究和评判标准,多数借助于主观判

断、宏观观察和横向比较法。
(2)如何在固定资源的条件下最大化公安宣传

的效果。 目前固定资源条件下公安工作优化研究

主要是研究者通过“警力无增长改善论”视角,研究

在不增加警察编制和警力资源的前提下,警察机关

通过改革机构、管理体制和提高警察素质等方式改

善警察机构效率,提出该理论在各国的实践经

验[19-20],并进一步提出我国警种数量分配和改善对

策[21-22]。 基于公安宣传的效果定义,固定资源下最

大化公安宣传效果需要综合多方因素来考虑,但如

何进行信息资源管理并综合客观、定量的数据,根
据多方因素提出固定资源配置下提出最大化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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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效果的方式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现提出并构建一种公安宣

传资源配置的多参数单目标最优化模型。 该资源

配置最优化模型以最小化经济损失为目标,构建公

安宣传总成本、每一种宣传类型的投入经费、每种

类型宣传的收益之间的关系模型。 在给出模型之

后,以当前犯罪数量最多、犯罪危害极大的诈骗犯

罪为例,采用被害人年龄分布、具体被诈骗金额、主
要收看节目类型的年龄分布作为示例检验提出的

模型并在过程中展示该模型的使用方式。 模型的

验证与模型使用的示范,包括收集数据、建立模型、
求解模型、结论分析等环节,相关过程和结论均具

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特别是以诈骗为

典型的被害预防宣传,不仅是公安宣传的重要内

容,更是犯罪预防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最直接、见
效最快的犯罪预防措施,有利于弥补犯罪人预防效

果不明显、成本较高的缺陷。

1　 宣传资源配置最优化模型构建

1. 1　 模型构建与说明

1. 1. 1　 相关定义

在提出模型之前,先对相关参数进行定义。
定义 1　 总的宣传投入为 C ,对宣传方式进行

分类,共 M 类,对于每一个宣传类别 i ,宣传成本为

ci ,则宣传成本向量 c 定义为

c =

c1
c2
︙
cM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1)

一般性的,宣传成本包含了经济成本和其他隐

形成本(如人员精力等),则

∑
1≤i≤M

ci = C (2)

不失一般性地,令 C = 1 ,则此时 ci 代表宣传类

别 i 在总宣传成本中占的比例。
定义 2　 宣传人群(宣传对象)总体数量为 N ,

对宣传人群进行分类,共 K 类,对于每一个宣传人

群类别 j ,宣传人群数量为 n j ,则宣传人群向量 n 定

义为

n =

n1

n2

︙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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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且

∑
1≤j≤K

n j = N (4)

不失一般性地,令 N = 1 ,则此时 n j 代表第 j 类
人群占总宣传人群的比例。

定义 3　 定义权重矩阵 W = [w ij] ,其中 w ij 表

示对于第 i 类宣传方式,第 j 类人群的接受比例,且

∑
1≤j≤K

w ij = 1 (5)

1. 1. 2　 最优化目标定义

在公安宣传中,我们认为针对某种违法犯罪类

型的宣传应该达到降低社会被害损失的效果。 因

此,定义最优化目标为

minL = ∑
1≤j≤K

l j (6)

式(6)中: L 为某种伤害带来的总的损失; l j 为第 j
类人群受到该伤害的损失。 以诈骗案件分析为例,
最优化的目标应为最小化诈骗案件的总损失金额。
若进行其他案件分析时需要对不同犯罪类型进行

犯罪危害测量,例如使用司法层面上已判决案件中

的宣告刑期法或立法层面上的法定刑期法作为犯

罪危害的测量方式。
1. 1. 3　 最优化模型推导

在上述最优化目标中,可以近似地认为, l j =
n jm

-
jp j ,其中 n j 为第 j 类人群的总量, m- j 为第 j 类人

群受到伤害的平均损失(例如,诈骗案件中,代表第

j 类人群的平均被诈骗的财产金额), p j 为第 j 类人

群受到伤害的概率统计信息。
在式(6)中, n j 和 m- j 都是基于历史统计的信

息,均可视为已知量,因此重点关注 p j 。
为了体现宣传对降低伤害损失的影响程度,规

定以下两个事件:① d j :第 j 类人群受到伤害;② f j :
针对第 j 类人群做针对性的宣传。

所关注的 p j 应该能反映宣传效果,即可以近似

地认为是在宣传之后受到伤害的概率,因此最优化

目标中的 p j 应替换为条件概率: p j = p(d j | f j) 。
因此,最优化目标可以近似为

minL = ∑
1≤j≤K

[n jm
-
jp(d j | f j)] (7)

为了表示 p(d j | f j) ,根据贝叶斯公式,有

p(d j | f j) =
p(d j)p( f j | d j)

p( f j)
(8)

式(8)中: p( f j) 为针对第 j 类人群做针对性宣传的

概率; p( f j | d j) 为第 j类人群受到伤害后针对第 j类
人群做针对性的宣传的概率,近似为 1; p(d j) 为第 j
类人群受到伤害的概率,即经验统计值,且

∑
1≤j≤K

p(d j) = 1 (9)

由于第 j 类人群对不同宣传类别 i 的接受程度

不同,受限于总的宣传成本,可以基于第 j 类人群接

受的宣传类比 i 的分布数据进行近似求解:

8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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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j) =
∑

1≤i≤M
(w ijci)

C (10)

当 C = 1 时, p( f j) 可以简化为

p( f j) = ∑
1≤i≤M

(w ijci) (11)

将式(8)、式(9)、式(11)代入损失函数[式(7)],
则最优化目标转换为

minL = ∑
1≤j≤K

n jm
-
jp(d j)

∑
1≤i≤M

(w ijci)
(12)

观察上述最优化目标条件,可以看出,当某一

项权重 w ij 较小时,对应的 ci 值为 0 才能得到最优的

目标函数值。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引入岭回归,即
L1 范数正则化项 | w ij - ci | 和正则化超参数 λ ∈
(0,1) :

minL = ∑
1≤j≤K

njm
-
jp(dj)

∑
1≤i≤M

(wijci)
+ λ∑

1≤i≤M
| wij - ci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3)
为了简化上述最优化目标,观察到 n j 、 m- j 、

p(d j) 都是客观数据得出的参数,并非可变或可调

节的超参数,因此定义 A j = n jm
-
jp(d j) 。 加上约束

条件,则有最优化目标可以写为

minL = ∑
1≤j≤K

Aj

∑
1≤i≤M

(wijci)
+ λ∑

1≤i≤M
| wij - ci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4)

s. t.∑
M

i = 1
ci = 1 (15)

ci ≥0, i = 1,2,…,M (16)
转化为标准形式:

minL = ∑
1≤j≤K

Aj

∑
1≤i≤M

(wijci)
+ λ∑

1≤i≤M
| wij - ci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7)

s. t.∑
M

i = 1
ci - 1 = 0 (18)

- ci ≤0, i = 1,2,…,M (19)
这样将最优化目标转换为了非线性约束最优

化问题,可以使用卡罗需-库恩-塔克(Karush-Kuhn-
Tucker,KKT)条件进行求解。

引入 Lagrange 乘子 α 和 β 构造广义 Lagrange
函数:

Lag(c,α,β) = L(c) + ∑
M

i = 1
αi × ( - ci) +

β (∑
M

i = 1
ci - 1 ) (20)

根据 KKT 条件, 可知最优解 c∗ 、 α∗ 、 β∗

满足:
拉格朗日函数求导: cLag(c∗,α∗,β∗) = 0
KKT 对偶互补条件:α∗

i ( - c∗i ) = 0
原约束: - c∗i ≤0
拉格朗日函数约束:α∗

i ≥0

原约束:∑
M

i = 1
ci - 1 = 0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21)
将 W 和参数向量 A 代入式(21),可以求得解

析解 c∗ 。 但解析解过于复杂,属于广义函数,不存

在表达式。 因此,更方便的方法是,借助现有的非

线性最优化问题的数学工具进行求解,最常用的有

MATLAB、Python 等,都提供了完整的非线性最优化

问题的求解算法,只需要将方程和参数输入进去,
即可通过迭代运算得到相应的数值解。
1. 2　 模型使用方法

模型构建中介绍的模型,使用方法如下。
(1)确定人群分类和宣传分类。
(2)通过查询资料,获得权重矩阵 W 、宣传人

群向量 n 、人群 j 平均被伤害损失 m- 、人群 j 平均被

伤害概率 pd 。
(3)计算参数向量: A ,其中根据公式 A j =

n jm
-
jp(d j) ,为了计算方便,对 A 进行归一化。
(4)利用权重矩阵W和参数向量 A求解 KKT 条

件方程组,从而得到满足最优化条件的向量 c∗ 。 或

者更简单的方法:将权重矩阵 W 和参数向量 A 代入

最优化目标,利用 MATLAB 直接求解最优化问题。

2　 以诈骗案件为例的最优化模型验证

2020 年,网络诈骗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犯罪类

型,平均报案数量首次超过传统盗抢骗犯罪,已占

整体刑事案件报警数量的 50% 以上。 为了对模型

进行验证和使用示范性说明,针对近几年广受关注

的诈骗类型案件进行公安宣传的最优化资源分配。
选择诈骗案件作为最优化模型的验证示例更能够

直接指导当前的公安宣传资源配置工作。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电信诈骗的数据为 L 省 D 市在

2016 年发生的 1 505 起诈骗案件的警情信息,删除

重复数据和无诈骗金额数据等无效信息后,共得到

1 310 起案件,提取案件中的被害人年龄与被诈骗金

额为主要分析数据。 进一步引用中国电视收视年

鉴中, 中国广视索福瑞 ( CVSC-SOFRES MEDIA,
CSM)媒介在 2016 年针对全国市场不同年龄观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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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节目的收视比例[23]作为分析数据,具体数据如

表 1 所示,该数据的人口年龄段分布与同年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近似相等,因此该

CSM 媒介的人口抽样方式可视为与全国范围不存

在显著差异,可推广至全国范围内。
对数据进行合并,将人群分为 24 岁以下、25 ~

34 岁、35 ~ 44 岁、45 ~ 54 岁、55 岁以上,共 5 类,另
外将相似的节目类型进行合并,得到综艺、电视剧、
新闻 \时事、体育 \生活服务、青少 \教学、法制 \财
经 \专题、电影 \音乐 \戏剧和其他共 8 种节目类型。

经过数据合并等操作,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
整理成权重矩阵 W 为

　 　 W =

0. 149 0. 265 0. 096 0. 097 0. 135 0. 067 0. 068 0. 124
0. 146 0. 274 0. 114 0. 119 0. 076 0. 077 0. 069 0. 126
0. 143 0. 291 0. 122 0. 108 0. 041 0. 089 0. 085 0. 120
0. 133 0. 311 0. 144 0. 113 0. 024 0. 096 0. 061 0. 118
0. 127 0. 310 0. 171 0. 114 0. 026 0. 097 0. 042 0. 114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22)

2. 2　 模型验证

计算宣传人群向量 n 为

n = [0. 139　 0. 199　 0. 179　 0. 212　 0. 271] T

(23)

计算人群 j 的平均被伤害损失 m- 为

m- =

18 153. 37
52 454. 25
113 788. 4
98 292. 98
84 740. 51

æ

è

ç
ç
ç
ç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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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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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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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计算人群 j 平均被伤害概率 pd (归一化后)为

　 　 pd =

0. 208 17
0. 282 69
0. 265 25
0. 150 02
0. 093 86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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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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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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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计算参数向量 A 并归一化,其中根据公式

A j = n jm
-
jp(d j) ,得

A =

0. 037 1
0. 208 4
0. 381 5
0. 220 8
0. 152 2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26)

表 1　 CSM 媒介调查收视比例原始数据

Table 1　 Original data of media viewing survey of CSM

节目类型
性别

男 女

收视比重 / %
4 ~ 14 岁 15 ~ 24 岁 25 ~ 34 岁 35 ~ 44 岁 45 ~ 54 岁 55 ~ 64 岁 65 岁及以上

财经 0. 9 0. 8 0. 3 0. 5 0. 7 0. 8 1. 0 1. 2 0. 8
电视剧 28. 2 31. 0 23. 3 29. 7 27. 4 29. 0 31. 1 30. 5 31. 5
电影 5. 2 4. 0 5. 9 5. 3 5. 7 7. 1 4. 7 3. 0 2. 3
法制 1. 6 1. 6 0. 9 1. 3 1. 3 1. 5 1. 7 1. 9 1. 9
教学 0. 1 0. 1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青少 4. 8 5. 2 23. 5 3. 4 7. 5 4. 0 2. 3 3. 2 1. 8

生活服务 7. 2 8. 0 6. 4 7. 5 7. 7 7. 2 7. 7 8. 0 7. 9
体育 4. 5 2. 6 1. 7 3. 8 4. 2 3. 6 3. 6 3. 4 3. 4
外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戏剧 0. 4 0. 4 0. 2 0. 2 0. 2 0. 2 0. 2 0. 4 1. 1

新闻 \时事 14. 9 12. 7 7. 3 11. 8 11. 4 12. 2 14. 4 15. 9 18. 2
音乐 1. 0 1. 0 0. 8 1. 2 1. 0 1. 2 1. 2 0. 9 0. 7
专题 6. 8 5. 9 4. 3 6. 0 5. 7 6. 6 6. 9 6. 8 6. 7
综艺 12. 9 14. 4 13. 0 16. 7 14. 6 14. 3 13. 3 13. 1 12. 2
其他 11. 6 12. 3 12. 4 12. 4 12. 6 12. 0 11. 8 11. 5 11. 3

表 2　 2016 年全国市场不同年龄观众对各类节目的收视比例

Table 2　 Ratio of viewers of different ages to programs in 2016 nationwide market

年龄
收视比重 / %

综艺 电视剧 新闻 \时事 体育 \生活服务 青少 \教学 法制 \财经 \专题 电影 \音乐 \戏剧 其他

24 岁以下 0. 149 0. 265 0. 096 0. 097 0. 135 0. 067 0. 068 0. 124
25 ~ 34 岁 0. 146 0. 274 0. 114 0. 119 0. 076 0. 077 0. 069 0. 126
35 ~ 44 岁 0. 143 0. 291 0. 122 0. 108 0. 041 0. 089 0. 085 0. 120
45 ~ 54 岁 0. 133 0. 311 0. 144 0. 113 0. 024 0. 096 0. 061 0. 118
55 岁以上 0. 127 0. 310 0. 171 0. 114 0. 026 0. 097 0. 042 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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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模型计算结果

利用 MATLAB 中的 fmincon 函数计算非线性最

优化问题的最优解,可以得到结果 c∗ ,即

c∗ =

0. 133 0
0. 467 6
0. 114 0
0. 097 0
0. 003 8
0. 062 7
0. 007 9
0. 114 0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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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由此可得,在 D 市,公安机关应当在综艺节目

中投入 13. 3%的经费与资源进行宣传,在电视剧中

投入 46. 76% 的资源,在新闻和时事类节目中投入

11. 4%的资源,在体育和生活服务类节目中投入

9. 7%的资源,在青少和教学类节目中投入 0. 38%
的资源,在法制、财经和专题类节目中投入 6. 27%
的资源,在电影、音乐和戏剧中投入 0. 79% 的资源,
11. 4%的资源投入到其他的各类媒体中。 未来,可
以利用被害人的其他分类,如性别、地域、经济收入

等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结合更细致的宣传媒介分

类进行分析,进行精准资源配置时可以更加明确

具体。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公安宣传资源配置方案往往注重宏观的指导

原则,并没有细化具体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比例,操
作起来往往依赖各地公安机关政治处或宣传处的

负责人员。 相关工作凭借上级长官意志极易产生

制度陷阱,相关警务工作或缺乏长远规划停留在短

期行为上,或制度制定过于草率和不规范,导致制

度执行不到位、制度难以置信甚至各种制度之间相

悖冲突[24]。 相关公安情报大数据或警务大数据研

究与实践往往强调宏观的“大”数据,然而具体到采

用哪些情报数据以及如何采用海量情报数据进行

分析往往浮于宏观的对策建议。 特别是针对被害

预防的公安宣传工作而言的精准宣传更是落于纸

面,抑或采用单纯的被害人数量分析来决定精准宣

传的对象。 公安警务工作和宣传工作并未密切结

合犯罪给个体带来的真实影响。
本文研究提出的模型具备以下优势和特点。
(1)定义最优化问题,直接反映固定资源下公

安宣传的最大化效果。 本文研究通过定义固定资

源下公安宣传的最大化效果的数学公式,将公安宣

传最优化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问题的定义合理

性强,简化了公安宣传的评估难度,使得问题变得

更直观,并可以得到标准解。
(2)模型构建基于客观数据,应用简单、计算方

便。 本文研究中的模型计算的全部参数均为客观

数据的统计结果,未参杂大量的主观因素,避免模

型使用方式变得模糊。 通过编写 MATLAB 程序,可
将所有参数输入后直接运行得到计算结果,不需要

额外的专业知识,应用简单,计算方便,推广性强,
适用于任何类似问题的求解。

(3)模型使用给出的结论清晰,可操作性强。
目前的资源分配方案基本只有宏观的指导原则,并
没有细化到具体的分配比例,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 本研究中的模型直接给出资源的分配策略,结
论清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依据模型的结论可以

直接进行资源分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应用公安宣传配置最优化模型,根据不同

犯罪类型的实际危害和受到损害的被害人特征进

行宣传资源配置。
(2)丰富犯罪所带来影响的量化研究,依据可

定量对比的犯罪危害进行相关评估分析,考虑宣告

刑期法或者法定刑期法等犯罪危害测量的方式对

各地的案件数量进行评估,避免仅凭犯罪被害人数

量决定警务资源的投入。 进行犯罪治理效果评估

研究,解决犯罪危害是财产损失以外的犯罪类型的

影响量化问题。
(3)开展循证警务对策研究,利用实时警情数

据和情报数据进行评估分析,采用操作便捷、适用

范围较广的模型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4)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大”数据分析方式方

法,避免大数据警务和大数据情报成为无利于公安

工作效率改进的政策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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