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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ire-fighting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fire prevention and fire control, but 

depends on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fire control equipment as well.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is a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a safe camp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nnovative mode of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e 

competence of fire-fighting culture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ire control equipment for 

campus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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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高校消防文化建设依赖于师生主体消防意识自觉与责任自律，也取决于消防器材

设备管理体系的创新，两者的有效互动是平安校园的必要条件保障。本文尝试以消防文化建

设为切入，探讨平安校园消防文化主体能力建构与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协同管理的创新模

式。 

1. 引言 

“消防”一词始于日本江户时代，根植于中国历史长河。之所以如此之说，皆因日本文字

由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字义也无差别。纵观中国两

千多年的消防文化史，我们也可寻觅到些许古时中日文化的交流。孔子的《春秋》及其后人

所撰的《左传》最早打开了国史火灾记录的先河，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墨子的《备城门》、

《杂守》、《迎敌词》则呈现了我国早期消防技术规范的萌芽。李悝的《法经》将防范和火

灾治理列入“法”的条文。荀悦的《申鉴。杂言》通过“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

然”思想成就了“保一方平安”的消防文化实践的积淀。我国古代学者对中国消防文化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消防治理是治国安邦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儒家经典大量消防文化的记载和阐述，既是中国消防文化的主要源头，也很好地例证了消防

文化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人们秉承“防患未然”的儒家经典哲学思

想，不忘初心，始终坚守防火首位，救火次之的中国传统之哲学辩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学”即是孟子所说的“人学”，以人为本的思想既体现了治国安邦中消防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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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消防文化主体构建的主体自律和意识自觉，也强调了器材管理创新的体系化构建。“高

校消防工作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客观特点指高校消防工作自身存在的特殊

性，主观特点指消防工作管理对象——师生的消防意识和行为特点。这些特点是影响高校消

防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制定相关对策的基础”（袁杰，2006（3）：131-132）。 

2. 高校消防文化主体管理能力构建 

消防文化是平安校园建设的主要支撑。随着高校建设规模和速度大幅提升,在校师生人数

也成倍增长。据统计显示，现在一般高校在校师生大部分都在万人以上，对于这样一个人员

集中，仪器设备较多的大学校园，消防文化呈现其特殊性和必要性。然而，频繁发生的国内

外大学校园火灾, 动辄将整座图书馆、实验楼付之一炬, 致使许多珍贵的图书、标本及教学设

备严重烧毁,不仅影响了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威胁到

师生员工的人身生命安全。因此，校园消防文化建设十分迫切，也势在必行。文化主体的构

建首先依赖于校园师生的意识自觉与责任自律。根据知网，以“消防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文献

检索统计，检索到的86篇论文中，近相关论文28篇，远相关论文58篇。从数据看，消防文化

研究还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更多关注。本课题旨在提出高校校园消防文化主体责任建构以及

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的创新模式，为平安校园消防安全条件保障提供借鉴。 

2.1消防主体意识自觉与责任自律 

《消防法》明确指出“谁管理，谁负责”的主体管理责任要求高校的消防管理部门要负责

高校的消防工作。但由于消防工作人员人手不足，难以应付全校消防器材设备的管理和检查，

“安全责任制不明确，防火管理较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学校为追求科研成果而不顾

安全、消防工作也同样得不到落实，不能真正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消防责任得不

到明确”（李飞、肖洋，2009 （10）：88-89）。这就需要高校的消防部门分解消防主体责任，

明确消防器材设备管理职责，充分调动二级学院和二级单位的积极性，适时地用“谁使用，谁

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明确二级学院和二级单位在消防安全及器材管理上的责任和义务，使学

校的消防器材设备始终处于常态化管理之中。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学校还是沿用过去小规模

时的一站式管理模式和方法，漏查漏报现象时有发生。 

校园消防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消防文化责任意识不强，高校内部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管

理不完善是一种通病。师生自觉爱护消防器材设备和消防设施的习惯还没有养成，致使消防

设施损坏率较高，甚至随处可以看到乱丢乱放的灭火器。一方面是因为教育的不足，主体责

任意识较差，人为性的损坏较为突出；一方面或是消防器材设备的质量管理出现了问题，比

如，疏散指示灯和消防栓的玻璃破损率较高等等。为了更好管理好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

就需要加强消防文化建设，增强主体责任意识。与此同时，建立一种有效的高校消防器材设

备管理体系，对高校消防器材设备进行科学和规范化的创新管理十分必要。只有消防文化主

体责任和器材管理体系的互动促进，才能真正实现消防安全，为平安校园提供条件保障。 

2.2消防器材设备的规范化管理责任 

高校消防器材设备是在一旦发生火灾后，扑灭初起火灾的最有效的灭火工具。而消防器

材设备的管理，就是要使消防器材设备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有效性和正常的工作状态，以便

随时发挥其作用，以减少火势蔓延所带来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因此，消防器材设备体系化管

理是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消防器材设备有效灭火作用的基础。随着高校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

校园建设和招生人数日益扩大，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的投入和配备也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而增

加。高校消防器材设备配备也具有了多元化和点多面广的特点。在管理人员有限的情况下，

容易出现管理上的不到位，失效器材查不到，不能及时更新的情况，也是客观的、不可回避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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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材设备规范化管理是一种动态性管理，而非一劳永逸的事情，决不是把器材配备

好了就算完成任务，完事大吉。按照《消防法》的要求，消防器材设备需要定期进行检查，

逐一核实。消防器材设备之所以动态管理是出自其诸多的主客观原因。比如，消防器材设备

被人为的移位，也有的被人拿走，还有的被好奇心强的人操作过；又或是消防器材设备质量

的客观原因及日久天长而形成的自然性失效和老化。这些原因都可能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要

做到动态性管理，就必须建立一本清晰的消防器材设备台帐。但遗憾的是，大部分高校的消

防器材设备台帐或多或少都存在有规范缺陷。大多高校都是委托公司维保供应和更换消防器

材设备，尤其是灭火器换装药。由于学校没有储备灭火器，当楼内灭火器在拉走换药时，楼

内就会出现灭火器配备空档，假如此刻发生火情，后果相当严重，同时也会出现消防安全责

任事故，会给学校和师生造成不良影响和生命财产安全隐患。 

3. 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构建 

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联系组合的整体。

管理体系也称为体系化，就是使事物成为体系的过程。因此，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

系就是要将高校校园内的消防器材设备形成一种较科学的，有秩序的协同管理的有机整体。

通过建立这样一种体系并进行有效管理来促进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的完好率的提高。高校校园

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的构建是消防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和客体生成的力量凝结。要建立一

种科学的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就要从三个方面的因素考虑：一是文化理念要素；二是流

程管理要素；三是责任管理要素。 

3.1消防文化理念要素体系化培养 

高校校园消防文化建设工作，最易建立同时也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文化理念要素。因为文

化理念要素往往没有那些管理责任要素来的直接和实在。文化理念要素体系化建设，往往需

要更多的时间，形成过程要比管理责任要素的实施过程慢长许多，故而，很容易因被阶段化

或过程化而终止。从消防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意义上讲，消防器材设备管理的文化理念要素体

系化建设，乃至在学校校园整个消防管理工作中，是最符合消防方针的一项内容。消防工作

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而这恰恰是一种理念性的和文化性的。“在大学内普及消防安

全教育，是当前高校安全工作的需要，是提高全校火灾预防能力的一项群众性基础工作。开

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保护在校大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和合法利益的需要，具有重要地位和独特

作用”(龙海锋、司敏娜，2008（2）：79-81). 高校消防工作理念的确立和消防文化的形成，

正好与消防工作方针不谋而合，从而达到预防先行的效果。文化理念要素体系化建设包括有

以下几项建设内容： 

（1）高校校园消防文化理念和消防文化的培养； 

（2）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3）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台帐的建立、维护与更新； 

（4）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激励机制和惩戒措施。 

3.2消防流程管理要素体系化建设 

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的流程要素管理，除了固定位置器材设备管理，还存在有流动性

器材设备管理，消防器材设备管理的体系化建设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做好固定位置器材设备管

理，同时也要做好校园内部的消防器材设备流动过程中的管理。消防器材设备的缺失和丢失，

大多是发生在流动性管理之中。因此，在建立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时，就要充分考虑

流程要素体系化建设问题，以确保消防器材设备在流动性管理中的不丢失和不损坏。消防器

材设备管理流程要素体系化建设应包括： 

（1）消防器材设备采购合同与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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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器材设备供货管理与质量监督； 

（3）消防器材设备出入库管理与主体责任； 

（4）消防器材设备配置与维护验收管理。 

3.3消防责任管理要素体系化建设 

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中的责任管理要素体系化建设就是消防文化的强制性责任建

设，指看得见的，为做好消防设备器材管理而建设、细化、完善的各级组织，包括人员的到

位。因此，这是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化建设中的关键。“责任制度逐级落实”是高校消

防安全管理体系正常运作的关键。从建立消防安全组织、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强化责任追究

制度等几方面来做到“责任制度逐级落实”(贾水库等，2008 （8）：129-131)。因此，在责任

管理要素体系化建设中，要改变高校现有的消防器材设备一站式管理模式，实现阶段控制，

三级联管的管理模式。阶段控制是指：采购阶段，把好标准质量关；出入库阶段，把好数量

关；配置、维护阶段，把好验收关。三级联管是指：学校保卫消防部门：负总管。负责消防

器材设备配备，按照要求计算不同场合需要配置消防器材设备的数量和型号；督促检查、巡

查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的完好率；及时更换和维护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发放消防器材设备

检查记录卡和记录本；定期排查整个校园的消防安全隐患；负责与公安消防部门沟通与联系。

二级学院和二级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本单位所辖区域内所有消防器材设备的检查

和管理；及时报告需要维护的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填写消防器材设备月检记录。实验室负

责人（重点岗位人员）或消防义务员负责消防器材设备的日查；填写消防器材设备检查记录

卡；及时报告消防器材设备完好情况。 

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的责任管理要素，就是要从组织和人员确定与责任上，

确立消防器材设备的常态化管理，以保证全面、细致、不留遗漏的消防器材设备的日常化检

查，使消防安全隐患无处存在。 

4. 高校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化实施 

高校在消防器材设备体系化管理尚不很成熟，管理中沿用的传统性的方法较多，创新性，

系统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就是进一步细化各部门、各校领导、各

人的工作职责，增强责任意识，从整体到个人，从上层领导到基层教师，将每一部门，每一

个学生纳入消防安全体系。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朱芳、冯伟明，2012(8)：

240-242）。网格化管理是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转变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的建立，

恰恰弥补了管理体系上的不足，将管理中的文化意识、流程管理、责任管理三个要素紧密联

系聚合在一起，使其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运行，互为作用，有效促进，集分散管理、单个

管理为科学化和系统化管理是平安校园消防文化建设的有力措施保障。 

高校校园的消防器材设备管理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影响校园初起火灾的扑灭程度。因此，

在高校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上要引起每一位师生的重视和关注。消防器材设备管理体系的

实施，关涉诸多单位、部门和人员，所以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高校领导的重视和引导，光靠

保卫消防部门，不太容易形成体系化的操作和联动。因为，在体系化运行过程，师生主体发

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其中，更重要的是消防文化理念、责任义务和积极行为的相互支撑。

消防文化理念的养成依赖于平时的消防责任工作的落实及经验积累。没有平时辛勤的工作，

体系中的任何环节就可能会自然脱节；某一项工作的终止，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瘫痪。这也

说明在这个体系中消防文化理念要素的重要性。因此，在消防文化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做好

消防意识自觉和责任自律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充分提高校园消防器材设备管理的效能，促

进校园消防文化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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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从平安校园的视角，探讨了消防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构建以及与消防器材

设备体系化管理能力之间的关联互动、相互促进的创新管理模式。师生是消防文化建设的主

体，文化自觉与责任自律是平安校园的积极主体保障。高校消防文化建设体系化建设中文化

理念要素、流程管理要素、责任管理要素的聚合支撑及有效实践是平安校园建设的基本条件

保障。高校校园消防文化建设中“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理念性和文化性要素的生成及体系化

机制及科学规范将消防文化管理主体和消防器材设备管理有效凝结，真正落实平安校园消防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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