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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校园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的融合成为高校安全治理的重要创新路径。校警合作通过有效整

合校内外资源，提升了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数智技术则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为校园安全管

理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二者的融合不仅能提高校园安全防控水平，还能在保障师生安全的同时促进高

校社会责任的履行。本文探讨了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融合的创新路径及其在高校安全治理中的应用效果，为高校校园

安全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理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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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campus security situ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ampus police cooperat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path for university securi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he university police 

cooperation improves the response speed and processing ability to emergencie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accurate data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campus securit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mean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ampus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ut also promote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le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police cooperation and data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university security management,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ideas and ideas for university campus security management.

Keywords :     school-police cooper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university campus security 

management; campus grid safe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innovation path

引言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校园安全问题逐渐成为高校管理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复

杂的校园安全形势时，单一的安全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需求。为了提升高校的安全防范能力，许多学校开始探索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的

融合应用。校警合作能够发挥各方资源优势，数智技术则能够提升信息处理与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仅能够提升学校的

安全管理效能，还能在防范与应对各类安全风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影响高校校园安全的因素

（一）社会因素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变革为高校校园安

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诸如经济差距的加剧、社

会矛盾的上升以及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校园面临越来越复杂的

安全形势。网络犯罪、虚拟空间的安全威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也对

校园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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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安问题的扩展，也让高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因素

的变化要求高校在传统安全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外部社会

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构建更为全面的安全防控体系 [1]。

（二）学校因素

学校的内部管理体系、文化氛围和师生安全意识是影响校园

安全的关键因素。首先，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响应机制的

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处理能力。其次，

学校在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及其对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校园安全的防护水平。同时，学校文化的建

设与师生的安全素养紧密相关，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安全意

识的普及，进而提升师生对安全事件的防范意识 [2]。

（三）学生因素

学生作为校园安全的核心群体，其行为和心理状态对安全形

势有着直接影响。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学生在面对学业压

力、情感波动及社会适应问题时，可能出现心理问题，这对其行

为产生潜在影响。个别学生在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

时，可能会对校园安全构成威胁。

二、高校校园中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融合的重要性

（一）提升校园安全治理的响应效率

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在提升校园安全治理响应效率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校警之间的协作能

够在安全事件发生时迅速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数智技术的应

用，如智能监控与实时数据分析，能够提前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隐

患，确保校园安全管理更加精准和高效。

（二）加强校园安全的可视化管理

数智技术的引入能够大幅提升校园安全管理的可视化程度，

使得安全状况更加透明、可控。通过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学校

能够动态追踪各个区域的安全情况，及时发现和预警潜在的风

险。这种可视化管理不仅帮助校警和管理人员快速了解校园各项

安全指标，还能为决策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与高效性。

（三）促进校警合作与数据共享的深度融合

数智技术为校警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动了信息

共享与协作的深度融合。通过智能系统平台，不同部门和人员可

以实现实时的数据交换与协作，从而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各方协

同作战的效率。这种信息互通不仅促进了安全资源的合理配置，

还能在多个领域之间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提高校园安全防范的

综合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敏捷性 [3]。

三、高校校园安全治理中融入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的

创新路径

（一）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机制建设

学校首先做好校园安全的机制建设，建立网格化全覆盖的一

体化安全运行管理模式。按照“层级管理”理念构建大网格（学

校）——中网格（部门）——小网格（个人）的校园安全三级网

格管理体系，形成学校管理、部门落实、个人负责的安全责任框

架，围绕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实施校园安全管理。横向管理基于

校警合作模式引入公安、消防等专业化安全防范模式，在校园部

门之间进行安全制度制定、安全隐患排查、安全知识宣讲、安全

手册发放等。纵向管理以上下统筹协调为主，主要是安全责任的

纵向贯穿，安全响应机制的纵向管控，安全人员、物资的分配协

调等。管理模式的运行以校警联合、数智技术为基础，校警合作

提高专业性，数智赋能提升高效性和精准性 [4]。

（二）智能化安全监控系统的建设

智能化安全监控系统在校园安全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通过部署高清监控摄像头、智能分析软件等设备，学校能够

实现对校园内各个角落的实时监控，有效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

这些设备不仅能够覆盖校园内的主要区域，还能结合智能分析技

术，对画面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快速检测异常行为或可疑情

况，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避免人为疏漏。系统还能够根据异常行

为的不同类型做出快速响应，并将警报信息实时传输给相关人

员，提升了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系统可以对异常事件

进行分类、记录，并自动生成报告，帮助校警追踪问题发生的时

间和地点 [5]。此外，集成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实时收集和处理来

自各监控点的数据，通过数据挖掘与模式识别，揭示校园内的安

全隐患趋势，为校警提供精准的安全分析报告。这些分析报告能

帮助校警更加直观、科学地了解安全状况，从而在突发事件发生

时快速做出决策和处理。智能化监控系统的建设还能够与其他安

全防范手段相结合，例如智能门禁系统、紧急响应机制等，形成

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安全防控体系，不仅提升了校园的安全防

护能力，也极大地提高了学校对突发事件的应对速度和准确性。

通过这一系统，学校的安全管理实现了从传统人工巡视向智能

化、自动化的全面升级 [6]。

（三）基于大数据的校园安全预警系统

基于大数据的校园安全预警系统在现代校园安全治理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实时采集校园内外的各类数据，包括

门禁记录、监控视频、环境传感器数据、社交媒体信息等，系统

能够全面监控校园的安全状态。数据的及时汇总与分析使得潜在

的安全隐患能够在早期被识别，例如异常行为模式、突发群体事

件、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的预兆等。这些数据不仅来自校园内部

的监控和传感器，还涵盖了外部环境因素，使得安全评估更加全

面和准确，提升了风险识别的多维度能力。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深

入分析，预警系统可以准确预测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提前进行

风险评估，帮助校警和管理者制定科学的应急响应计划。大数据

技术与数智系统的结合，使得这一预警系统不仅能够及时提供风

险预警，还能够根据历史数据和行为模式分析出安全隐患的潜在

来源。通过智能算法的辅助，系统能够优化安全防控策略，并为

校园管理者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这种数据驱动的安全管理模式

不仅提高了校园安全的可预测性，还能够实现更加智能化的风险

防控措施，显著提高了校园安全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数

据分析结果也能为校警的日常巡查与决策提供依据，从而减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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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断的偏差，确保校园安全防范更为精准和高效 [7]。

（四）校警联合指挥平台的构建

校警联合指挥平台是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融合的核心组成部

分，其构建极大地提升了校园安全管理的协同效能。通过该平

台，校园内外的安全信息能够实时汇总、整合，并及时传递给相

关部门和人员，实现信息共享与实时更新。无论是来自校内监控

系统的数据，还是外部治安情况的反馈，所有信息都能在平台中

集中处理，消除了信息孤岛现象，确保了数据流通的畅通无阻。

这一平台的建设不仅能够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还能够加强校警之

间的密切合作和响应速度。通过统一的指挥调度平台，各部门可

以迅速协调响应，确保快速应对突发事件。例如，当校园内发生

紧急情况时，平台能够自动识别并推送警情至校警及相关应急部

门，促进各方迅速行动。通过集成的决策支持系统，指挥平台能

够分析实时数据，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帮助校警制定精准的应

急预案和处理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此外，校

警联合指挥平台还能够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对

校园安全工作的智能化管理，使得校园在平时的安全巡逻和突发

事件处理上都能够做到高效精准。这不仅提升了校园的安全防范

能力，还优化了校警之间的工作流程，实现了校园安全治理的精

细化、智能化，提高了校园管理的整体水平 [8]。

（五）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的应用

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在校园安全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特别是在提升决策精准度和反应速度方面。基于智能校

园安全监控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能够处

理大量来自校园各个角落的数据，如监控视频、传感器数据、学

生行为记录等，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异常模式。基于历史数据

和实时输入，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预测可能的安全事件，如聚集性

冲突、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等，提前进行风险评估，为校警提供

科学的决策支持，进一步提高预警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准确度。人

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能够从复杂的数据中提取规律和趋

势，使得安全事件的预警更加精准。例如，系统可以通过识别行

为模式，及时发现异常活动并做出反应，如学生群体活动的异常

模式或监控视频中出现可疑人物。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能够在

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并做出智能判断，大大提升了校园安

全事件响应的速度。系统不仅能为校警提供实时建议，还能生成

针对不同情境的应对方案，减少人为决策的偏差，提高应急处理

的效果。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校园安全治理变得更加高效与智

能，系统能够不断优化决策模型，提升应对复杂安全问题的能

力，使得校园管理更具前瞻性和敏捷性，确保校园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 [9]。

（六）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的创新

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的创新在现代校园安全治理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数智技术的助力，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

和协作能够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学校、公安机关、消防部门等

安全相关单位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快速

传递。信息的即时流动减少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得各方能

够迅速获得全面的安全情况，协调处理突发事件，极大地提高了

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数智技术的应用使得跨部门协同工作不仅

仅停留在数据共享的层面，还进一步推动了协作方式的深度创

新。通过智能分析和自动化工作流程，不同部门能够根据预设的

应急响应方案快速协同响应，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调度，避免

了资源浪费和响应滞后，确保每个环节能够高效配合。例如，当

校园内发生安全事件时，平台能够自动调度校警、公安等相关部

门，实时同步安全现场的状况，并推送任务指令，确保每个环节

的快速响应与精准执行。此外，数智平台的应用还能够对不同部

门的工作进展进行追踪和记录，为后续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帮

助提升工作透明度与决策质量。通过这种智能化、协同化的工作

模式，不仅提升了跨部门合作的效率，还大大提高了校园安全问

题的综合处理能力，形成了一个反应迅速、协同高效的校园安全

治理网络 [10]。

四、结语

随着高校校园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校警合作与数智技术的

深度融合为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安全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的引入与校警协

作机制的优化，实现更高效的安全管理与快速响应，提升了安全

防控的精准度与应对速度。数智技术不仅增强了校园安全的可视

化和预警能力，也促进了校警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保障师生

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校园环境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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