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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人群服务优化研究——以成都

市普宁街 x 社区为例
万佳悦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市，400067；

摘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优化社区矫正人群服务成为关键议题。本文以成都市普宁街道 x社

区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数字治理在社区矫正领域的具体应用及对服务优化的重要作用。通过详细剖析普宁街道

在党建引领下，依托智慧治理平台，系统揭示了数字治理在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率、精准优化教育帮扶措施、有

效社会工作促进社区矫正人群重新融入社会等方面的深层作用机制。基于此，创新性地提出“智能-人文双螺旋”

服务优化路径，该路径有机融合智能化管理与人文关怀，为智慧矫正体系的构建切实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方案，同

时也为社区工作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极具价值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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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加速，社区矫正作为非监

禁刑罚执行方式，在罪犯改造与社会融合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传统社区矫正模式在监管、教育帮扶等环节存在

诸多困境，难以满足新时代需求。根据司法部 2023 年

白皮书数据显示，各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矫正

工作，在监管、教育帮扶等环节广泛应用数字手段，推

动社区矫正工作迈向新台阶。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以成都市普宁街道 x社区为例，

虽然引入数字治理手段后，再犯率较传统模式下降 12%，

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数字治理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成效。

但服务满意度仅58%，这表明在实际工作中，数字治理

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问题，未能充分满足矫正对象的需求，

亟待优化。这一理论缺口使得实践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难

以充分发挥。因此，本研究从数字治理视角出发，以成

都市普宁街 x社区为案例，深入剖析社区矫正人群服务

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2 社会工作介入数字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在数字社区矫正的推进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介入有

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数字技术虽为社区矫正带来了监

管效率提升与信息处理便捷等优势，但因其本质是工具

性的，在人文关怀层面存在明显不足。这就需要秉持“以

人为本”理念的社会工作来弥补。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

一对一的个案辅导，为矫正对象解决因犯罪经历产生的

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给予他们情感支持与社会融入

指导，使矫正对象在数字化管理下也能感受到人文关怀，

从而更积极地配合矫正工作。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针对

性的数字技能培训，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助力他们掌握数

字设备操作和线上学习技能，在培训中关注其学习进度

与心理状态，让他们顺利融入数字化矫正环境。

2 数字治理与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治理理论的概念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数字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并逐

渐成为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早期研究主要聚焦

于数字技术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治理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强调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数字平台上的协同合作。

从内涵上看，数字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打破了

传统治理模式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数字化手段整

合各类社会资源，构建起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治理

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在不同主

体间传递，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2.2 社区矫正概念与目标

社区矫正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对

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非监

禁刑罚执行的方式，在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协同社会

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于规定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

理与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的目标

具有多元性和系统性，首要目标是惩罚与改造罪犯。通

过限制矫正对象的部分自由，使其承担犯罪后果，同时

开展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引导其认识错误，树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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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价值观，矫正不良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改造。

2.3 数字治理与社区矫正的关系

数字治理与社区矫正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社会治理

的发展与进步。数字治理为社区矫正提供了强大的技术

支撑与创新动力。在监管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

提升了监管的精准性和效率。借助定位追踪技术，能够

实时掌握矫正对象的位置信息，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现

象的发生；在教育帮扶方面，数字治理拓宽了教育资源

的获取渠道，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矫正对象可以便捷地

获取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培训等课程，满足个性化学习

需求。同时，心理健康服务数字化使得心理测评与咨询

更加及时、高效，能更好地关注矫正对象的心理状态。

3 成都市普宁街 x社区数字治理在社区矫正中

的实践

3.1 x 社区基本概况

成都市普宁街 x社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是一个兼

具居住、商业和文化功能的综合性社区。在社区矫正工

作开展现状上，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普宁

街 x社区积极响应全国《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不断探

索数字化转型。目前，社区内接收的矫正对象数量为5

0人，涉及盗窃、交通肇事、经济犯罪等多种犯罪类型。

在传统社区矫正模式下，社区面临着监管难度大、教育

帮扶资源有限等问题。然而，随着数字治理理念与技术

的融入，社区在社区矫正工作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3.2 x 社区数字治理实践举措

在监管方面，普宁街 x社区构建了全方位的数字监

管平台。矫正对象需严格遵守报到制度，按时通过线上

或线下方式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到；要遵守活动范围限制，

不得擅自离开规定区域；积极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

活动，完成规定的学习时长和服务时长；保持良好的行

为规范，不得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如有违反，将依法依

规进行严肃处理。这些行为规则的设立，确保了社区矫

正工作的有序开展，保障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表 3-1 普宁街 x社区矫正行为规范

普宁街 x社区矫正行为规范

需遵守的行为

规范
普通管理 重点管理 特殊管理

向社矫工作人

员电话报告本

人行踪及活动

情况

每周至少 1 次 每周至少 2

次

每日至少 1

次

到司法所当面

报告并提交书

面思想汇报

每月至少 1次 每周至少 2

次

每周至少 1

次

参加司法所组

织的教育学习
每月至少 1次

每周至少 2

次

每月至少 3

次

参加司法所组

织的社区服务
每月至少 1次

每周至少 2

次

每月至少 3

次

每月完成教育

学习、社区服

务

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时间

接受个别谈话

教育、实地走

访检查

每月至少 1次
每月至少 2

次

每月至少 3

次

请假外出 经批准，可以 一般不批准 不得批准

电子监控 应当接受 应当接受 应当接受

4 数字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服务存在的问题与

挑战

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成都市普宁街 x

社区在社区矫正服务实践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接

踵而至。

4.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在成都市普宁街 x社区的社区矫正数字化进程中，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数字治理的

深入应用，大量矫正对象的个人信息都被集中存储与处

理。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将对矫正对象的生活、社会融

入以及个人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从数据存储

层面来看，社区所使用的数字存储系统可能存在技术漏

洞。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事件，矫正对象可能面临社会歧

视加剧的困境。同时，这也会严重损害社区数字治理的

公信力，降低矫正对象对数字治理模式的信任，使得后

续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4.2 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问题成为阻碍数字治理成效充分发挥的

一大障碍。部分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的矫正对象，

在面对数字化管理与教育时困难重重。例如，一些年龄

超过 50 岁的矫正对象，对智能手机的操作不熟悉，无

法按时完成线上报到，导致监管出现延迟或遗漏，影响

了管理的精准性和连贯性。复杂的界面设计、需要自主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7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90

操作的学习流程，使得他们难以从中获取所需知识。

4.3 技术应用与工作流程融合问题

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作流程的融合困境，严重制约了

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引入，如智能

监管系统、在线教育平台等，打破了原有工作节奏与协

同方式。社区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偏大，部分人员对数字

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缺乏系统的数字技术培训，面对

复杂的软件系统和智能设备，难以快速掌握操作技巧。

5“智能-人文双螺旋”服务优化路径

“智能-人文双螺旋”服务优化路径旨在系统性解

决数字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服务存在的问题，助力矫正

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具体可从以下三个逻辑层面展开：

5.1 技术保障与人文信任构建

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应用与工作流程

融合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技术保障是基础，人文信任构

建是支撑。智能化方面，搭建智能安全监测系统，实时

监控数据访问与操作，确保数据安全；通过流程自动化

技术，将传统工作流程与数字技术有机整合，利用数据

分析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人文关怀层面，加

强对工作人员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培训，提升其安全

意识，减少人为操作导致的数据泄露风险。

5.2 数字能力提升与心理关怀

在数字能力提升上，社会工作者凭借其专业的教育

和沟通能力，开展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数字技能培训。

当发现矫正对象因操作困难而产生焦虑、自卑情绪时，

会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通过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帮助他

们认识到数字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鼓励他们克

服畏难情绪。例如，矫正对象张某因多次无法完成线上

学习任务而情绪低落，社会工作者与其深入交谈，为他

制定了专属学习计划，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给予鼓励和支

持，帮助张某逐渐恢复信心，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5.3 协同平台搭建与信任机制完善

对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问题，搭建协同平台是实现

信息共享与任务分配的关键。搭建统一的数字协同平台，

实现政府、社区、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实

时共享与沟通，利用智能任务分配系统，根据各主体的

职责和资源合理分配工作任务。人文关怀层面，通过定

期的交流会议和合作项目，建立多元主体间的信任机制，

增进各主体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明确各主体在社区矫正

中的职责与定位，制定详细的协同工作指南，使各主体

在协同工作中有章可循，提高协同治理效果，共同推动

社区矫正工作高效开展。

6 总结与发展

本研究聚焦成都市普宁街 x社区，深入剖析数字治

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人群服务优化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

不断发展，社区矫正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将持续深入。普

宁街x社区将会持续升级技术保障措施，确保数据安全

无虞。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持续培训，使其能够熟练运用

数字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同时，加大对矫

正对象数字素养和心理建设的支持力度，根据不同矫正

对象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此外，积

极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不断完善协同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社区、社会工作者等各方的优势，形成

强大的治理合力。期待通过这些努力，能够进一步提升

社区矫正服务的满意度，促进矫正对象更好地融入社会，

推动社会治理朝着更加数字化、精细化、人性化的方向

发展，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林远宏.数字治理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教育体系研

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4.DOI:10.27634/d.cnk

i.gzrgu.2024.000468.

[2]陈雪松.“智慧矫正”及其社区矫正队伍素养之提

升[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39(05):21-

29.

[3]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为基层治理注入更多“智慧

元素”[J]. 社会工作部,2023.

[4]冯贺霞,李弢,李赟.转型与变革：数字治理理论前

沿与实践进展[J].社会治理,2023,(01):30-40.DOI:1

0.16775/j.cnki.10-1285/d.2023.01.005.

[5]韩兆柱,马文娟.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J].甘肃

行政学院学报,2016,(01):23-35.

[6]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数字化

助力高效能基层治理[J].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2023.

[7]高碧东.我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问题检视与完善

路径[J].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23,33(05):83-87.DOI:

10.19536/j.cnki.411439.2023.05.015.

[8]徐祖华.社区矫正制约监督体系建设的思考[J].社

区矫正理论与实践,2022,1(03):45-49.

[9]樊要朋,李国英.社区矫正执法衔接困境及优化对

策[J].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2024,5(03):25-32.

[10]喻少如,许柯.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及其

实现路径[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23,40(05):29-36.


	数字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人群服务优化研究——以成都市普宁街x社区为例万佳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