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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指行”一体化作为现代警务模式的重要创新，旨在通过情报、指挥、行动的高度融合，提升警务运行质效和

合成作战能力。本文聚焦“情指行”一体化在警务模式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现状与优化路径，通过通过梳理近年来公安机关

在“情指行”一体化改革中的实践探索，分析其应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改进建议，旨在为

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为推动警务模式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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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公安机关面

临的执法环境和任务形势日益复杂严峻，传统的警务模式

已难以满足现代警务的需求，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改革

强警之路”，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情指行”一体化作

为新型警务模式的核心，是公安部党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现代警务体系的

重大决策部署 [1,2]。在“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背景下，

深化公安改革，实现警务模式转型升级，对于提升警务运

行质效和合成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本文通过分析“情

指行”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应用现状、实践案例及存在的

问题，探讨其优化路径，为警务模式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1 “情指行”一体化的内涵与构成

“情指行”一体化是指公安机关充分应用大数据等新

技术，将情报、指挥、行动融为一体，建立配套制度和保

障体系，实现警务资源的有效整合、横向互联、纵向贯通
[4]。“情指行”一体化是公安机关情报中心、指挥中心、行

动部门构成的综合性警务模式 , 其核心在于通过情报主导警

务、指挥扁平化、行动高效化，形成“情报精准、指挥顺畅、

行动高效、系统集成”的警务运行机制 [5]。

（1）情报的先导性：情报中心负责收集、分析和处理

各类情报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情报是警务工作的基础，

要求情报信息精准、全面、逻辑严密，为指挥和行动提供

科学依据。

（2）指挥的牵动性：指挥中心依据情报信息进行统一

指挥调度，确保警务资源的高效配置。指挥是警务工作的

中枢，要求高效指挥、统筹调度、闭环管理，确保指令精

准下达。

（3）行动的实效性：行动部门则根据指挥中心的指令

执行具体任务，形成从情报收集到指挥决策再到行动执行

的闭环体系。行动是警务工作的落脚点，要求务实、细致、

有效，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警务中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了警务资源的整合与协同作战，是公安数据化警务的

重要阵地，也是全面提升公安工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

2 “情指行”一体化在警务模式转型升级中的应用现状

2.1 取得的成效

（1）合成作战机制逐步建立：各级公安机关不断探索

并尝试推进“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逐步建立起情指

中心合成作战的工作机制。刑侦、经侦、技侦、治安、网

安等各职能警种部门常驻或按需入驻情指中心，依据各自

的任务开展工作，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交织的立体化作

战指挥体系。例如，江西公安机关勇于改革创新，打破警

种职能界限，选配懂业务、精研判、善调度的民警，定人

定岗定时运行，构建合成作战体系，将网格、警格、快警

和街面巡逻队融入“情指行”一体化警务运行机制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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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天候“背靠背”“屏对屏”“键对键”作战，一旦遇

到突发性案事件和警情，迅速推动省市县三级情报研判和

指令流转，实现信息高度共享、警种快速联动、精准支撑

实战 [6]。

（2）指挥调度方式更加科学高效：公安机关通过流转

快、效率高的情指中心，形成扁平化、智能化、可视化的

指挥调度方式，使得警务活动的开展更科学合理，提高了

公安的执法能力。例如，张家口市公安局通过与公安部第

一研究所、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 17 家

单位开展深入的战略合作，以构建“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

新型警务模式为重点，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

新技术，推进数据与警务深度融合，打造集需求、创新、研发、

运维于一体的数字警务联合创新中心，建立了联创中心管

理运行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机制 [7]。

（3）基层派出所警务指挥室建设不断加强：不断加强

基层派出所警务指挥室的建立，公安机关建立了依托市、区、

派出所的三级实战型情报指挥架构，发挥派出所指挥室最

小作战单元的作用，加强情报落地能力。基层派出所作为

公安机关的前沿阵地，其警务指挥室的建设对于提升情报

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白银公安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改造升级市公安局合成作战指挥中心，设置 6

大功能区 26 个作战单元，推动各县分局合成作战指挥中心

升级完善，完成 22 个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建设并强力推进实

体化运行，着力打造了从市局到各县分局合成作战指挥中

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上下贯通、扁平指挥、可视调度、

快速响应、一体作战、联动处置”的合成作战指挥体系。

2.2 存在的问题

（1）机制体制有待完善：虽然“情指行”一体化的组

织体系已经初步构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情报主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情报信息碎片化、滞

后性问题突出；警情流转和指令下发存在层级多、效率低

的问题，影响重大案事件的快速处置；跨部门、跨警种协

作机制不健全，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存在障碍等。这种多

警种、多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够顺畅，信息共享机制不

够完善的情况，导致在合成作战中出现信息不对称、资源

调配不合理等问题。

（2）数据融合不足：各警种、部门之间存在数据共享

机制不完善，数据还存在壁垒，形成数据孤，部分数据更

新频率低，数据血缘应用不充分，总体数据质量低，又影

响了情报研判的准确性，而对内幕性、深层次、团伙性情

报的挖掘能力不足，使得数据分析模式尚未有效形成。

（3）科技水平有待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高新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公安

机关科技应用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基层民警对新技术新设

备的依赖性强，缺乏实战化应用能力，pad、5G 执法记录仪

等装备配备不足，影响实战效能。同时，民警对新技术新

设备的操作培训不足，民警整体信息化能力有待提升。这

些技术瓶颈导致部分公安机关无法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

影响了“情指行”一体化的运行效果。

（4）应急预案和推演模型不够完善：在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和重大活动安保工作中，应急预案和推演模型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有待提高。部分公安机关在制定应急预案时，

缺乏对重大突发事件情景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导致应急预

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在重大活动安保工作中，

缺乏有效的动态推演模型，无法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

行准确预测和智能辅助决策。

3 “情指行”一体化在警务模式转型升级中的优化路径

3.1 深化机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

合成作战是“情指行”一体化警务模式的主要形式，

需要统筹多警种、多部门进行合成作战任务，制定“情指

行”一体化警务模式的标准业务谱系，明确各功能区的职

责和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要按照精准、高效、节约的原则，

优化资源配制，按需组合作战部门和最小作战单位，建立

带有牵动性质的集情报、指挥和行动于一体的实体化运行

组织体系，确保警力使用最大化、组织效能最优化。

3.2 推进数据融合，打破信息壁垒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依托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打造全省贯通、功能统一、

系统融合、综合集成的情指行一体化应用平台中枢；强化

数据治理，对数据资源进行重组，统一开展数据接入、处

理、组织、治理和维护，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应用能力：

培养和招募既懂业务又懂数据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升

数据分析、业务建模、定制开发和系统运维能力。

3.3 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构建重大活动动态推演模型

公安机关应利用人工智能、三维场景建模、仿真模拟

等新技术，通过情景构建技术，不断完善以“重大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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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情景”为引导的应急预案与准备工作。公安机关要加强

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典型场景下多种灾害

链演变规律，为重大活动安保工作提供标准化方法和抓手

性策略。例如，某省公安厅通过构建重大活动动态推演模型，

实现了对重大活动安保工作的智能辅助决策，有效提升了

安保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3.4 提升队伍素质，夯实人才基础

公安机关应定期组织民警参加信息化、数字化、实战

化培训，强化培训练兵，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和实战化水

平。通过岗位练兵、轮岗交流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专业人才，

促进合成作战机制战斗力再提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

吸收和培养既懂公安业务又掌握前沿科技的复合型人才，

为“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提供智力支持。

3.5 建立全方位考核制度，为一体化建设注入动力

公安机关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情指

行”一体化的运行效果纳入考核范围，对民警的工作表现

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制定制度来提高民警个人的

认识水平，增强改革意识，促进警务改革的深入发展。同

时，要加大对优秀民警的表彰和奖励力度，激发民警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某省公安厅通过建立“情指行”

一体化考核评价体系，对表现优秀的民警进行表彰和奖励，

有效提升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警务效能。

4 结论与展望

“情指行”一体化作为警务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对于提升警务运行质效和合成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深入剖析河北省及全国部分省市的警务实践，本文提出

通过深化机制改革、推进数据融合、强化科技赋能和提升

队伍素质，可以有效解决“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中存

在的问题，推动警务模式转型升级，旨在为推动公安工作

现代化、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深化“情指行”

一体化警务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不断探索和完善警务模式

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同时，要加强与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

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公安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情指行”一体化警务模式将在公安机关的

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

的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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