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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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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人员危险性评估的目的
通过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危险性进行评估，可以预测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为制

定个性化的矫正计划和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社区矫正的背景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旨在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减少再次犯罪

的风险。然而，不同罪犯的危险性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评估。

目的和背景



降低再犯率

危险性评估可以预测社区矫正人员再

次犯罪的可能性，从而采取相应的风

险管理措施，降低其再犯率。

推动矫正工作的科学化

危险性评估是矫正工作科学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促进社会安全

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危险性评估，可

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采取预

防措施，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提高矫正效果

通过危险性评估，可以针对不同危险等

级的社区矫正人员制定个性化的矫正计

划，提高矫正效果。

评估的重要性和意义



CART算法原理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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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构建01

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分类与回归树）算法通

过递归地将数据划分为两个子集，使得每个子集中的数据尽可能属于同

一类别，从而构建二叉决策树。

特征选择02

在构建决策树时，CART算法采用基尼指数（Gini Index）作为特征选

择的标准，选择使得划分后基尼指数最小的特征进行划分。

决策树剪枝03

为了避免过拟合，CART算法采用代价复杂性剪枝（Cost Complexity 

Pruning）方法对决策树进行剪枝，通过调整剪枝参数来控制决策树的

复杂度。

CART算法原理



处理非线性关系

社区矫正人员危险性评估涉及

多个因素，且因素之间可能存

在非线性关系。CART算法能

够自动学习数据中的非线性关

系，并生成易于理解的决策规

则。

危险性评估是一个分类问题，

需要将社区矫正人员分为不同

危险等级。CART算法作为一

种分类算法，能够直接输出分

类结果，满足危险性评估的需

求。

社区矫正人员危险性评估涉及

多个维度的数据，如个人背景、

犯罪历史、心理评估等。

CART算法能够处理高维数据，

并自动选择重要特征进行决策

树的构建。

CART算法生成的决策树具有

直观、易理解的特点，能够为

社区矫正人员危险性评估提供

可解释性强的决策依据。

处理分类问题 处理高维数据 可解释性强

CART算法在危险性评估中的适用性



社区矫正人员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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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原则

评估指标应涵盖社区矫正人员的

各个方面，包括个人背景、犯罪

历史、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

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

性。

科学性原则

评估指标的选取应基于科学理论

和实证研究，确保评估结果具有

科学性和客观性。

可操作性原则

评估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测

量性，便于评估人员进行实际操

作和数据分析。

评估指标选取原则



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等，用于评估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
情况和背景特征。

个人背景指标 犯罪历史指标

心理状况指标 社会关系指标

包括犯罪类型、犯罪次数、犯罪严重
程度等，用于评估社区矫正人员的犯
罪倾向和危险程度。

包括心理健康状况、人格特征、情绪
稳定性等，用于评估社区矫正人员的
心理状态和潜在风险。

包括家庭关系、社交圈子、社会支持
等，用于评估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联
系和再犯可能性。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CART的危险性评估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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