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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空间分析与治安系统优化》运用系统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分析方法，基于多尺度的研究视野，较
系统的介绍了犯罪空间分析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且，对如何优化区域治安系统进行了探讨。
内容的组织可以划分为，基本概念的建立、理论方法的论述和实证分析三个层次，同时，比较注重模
型分析与经验感知的有机结合，这也是《犯罪空间分析与治安系统优化》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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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近些年来，电子计算机在处理犯罪信息上得到了较大的应用，它为犯罪信息处理现
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电子计算机只能从事犯罪信息管理问题，还不能真正做到数量化分析。
主要的原因是缺少系统分析犯罪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无法建立犯罪行为的模型，如果能找到统一的方
法和尺度去分析和评价社会犯罪行为，就能提高犯罪预测和控制问题有效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参议院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无情的数学方法是人们在即将面临的关键年
代中实现人们社会仁慈的目标的惟一方法。
”我们知道，当一种科学从定性讨论到定量计算的时候，总是要开创出新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数
量化理论不是以数量来讨论数量，而是要强调数量理论所表达的现实，要想把各种影响犯罪行为的问
题都准确的定量化，并不是定量犯罪学的研究目的，即使在数学计算上得到了成功，但就真实的社会
犯罪而言可能意味着对数学的照搬与形式化。
所以，要使数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到犯罪系统中去，就必须在研究开始就要考虑到犯罪系统的复杂结
构。
从而使犯罪系统分析的数量理论来自于实际，同时还能用于指导实践，这才是犯罪数学分析研究的目
的。
 对社会犯罪问题进行定量化分析的过程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犯罪系统模型，
通过此模型的分析可得出社会稳定性的水平测度。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仅决定于经济发展规模和科技水平，极为重要的是
，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质量。
而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因素有两方面，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像人为灾害这种社会犯罪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
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宏观犯罪系统模型则是定量地描述了犯罪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与犯罪事件有关的各种相关指标的
数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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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空间分析与治安系统优化》编辑推荐：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实际出发，建
立基于区域人口特征的犯罪防控模式与知识管理体系是公安机关优化社会管理水平的一项战略任务，
并且能够真正达到改革、适应、创新的目标要求，也是《犯罪空间分析与治安系统优化》研究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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