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2), 232-23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2039  

文章引用: 杨中英. 新时代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再思考[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2): 232-238.  
DOI: 10.12677/ass.2018.72039 

 
 

Rethinking o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Universities in New Era 

Zhongying Yang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Received: Feb. 7th, 2018; accepted: Feb. 21st, 2018; published: Feb. 28th, 2018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 is more complex, an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
ity of universities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means of campus secu-
rity and management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pe with the new problem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novative service concept,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and improving synergy mechanism, and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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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安全稳定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传统的校园安全保卫和管

理手段、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高校安全稳定新问题。文章主要从创新服务理念、加强科技突破、

完善协同机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如何推进新时代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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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这是我国社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大

背景，也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继续深化推进的时代大背景。新时代的安全稳定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以往，

更加错综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矛盾。因此，高校安全

管理工作者要具备时代自觉性，认清安全稳定新形势和面临的新挑战。高校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人防、

物防和基础技防手段，以及原有行政命令式、经验型的管理模式来应对这些新挑战，必须实现管理理念

的转型与管理服务手段的创新突破。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对安

全发展理念、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内容提出了要求[2]。由此，在新时代高校安

全稳定工作的创新发展中，必须紧扣现代大学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从创新服务理念、

加强科技突破、完善协同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整体推进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2. 创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服务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要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目标，就必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一贯要求的“以人民为中心”

的核心价值理念，而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这一理念的具象化便是要践行“以师生为中心”的管理服

务理念与“和谐共建”的精神文化。 

2.1. 践行“以师生为中心”的管理服务理念 

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维护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

的任务异常艰巨，这也使当前高校的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挑战。近年来，高校在发展中呈现出办学

理念更新、招生规模扩大、招生形式多样、管理服务工作社会化等新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信息获取

的便捷及生活水平的提升，高校师生无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还是在道德标准和就业观念等方面均

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呈现出阅历的复杂性、交际的广泛性、成才的迫切性、动机的多样性、思想行为

的相对隐蔽性等特点，这些均是目前高校稳定形势研判和工作应对所面临的难题。除此之外，在高等教

育国际化趋势下，西方敌对势力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国内高校进行思想、文化、价值观渗透，制

造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对高校稳定工作提出了新挑战。这些新需求、新变化需要高校安全稳定管理服务

工作具备更多的智慧、更大的能动性和更强的应变能力，因此，突出人的自我管理，承认和尊重人的价

值的“以师生为中心”管理服务理念应成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遵循的重要理念。 
首先，要树立“以师生为中心”的理念。高校师生既是安全保卫对象，又是依靠对象，高校安全稳

定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师生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师生在安全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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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要以教学科研这个中心任务为服务核心，坚持将学生的全面成长、和谐发展和

教师的教学科研价值实现摆在安全管理的制高点，围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教学科研实践提供全面服

务，一方面要不断加强高校维护校园稳定的基础能力和防范水平，切实保障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

护校园稳定。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师生主动参与校园安全维护和综合治理的氛围和环境，激发

师生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培育师生自我管理的机制，提高师生的自治和自护能力，鼓

励师生和各类团学组织广泛参与高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广泛影响，为校

园安全稳定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良好局面。 
其次，要强化服务师生的理念。校园的安全稳定基于师生的利益得到保障、需求得到满足和困难得

到解决，切实建立起对于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高校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转型，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也必须顺应管理模式的变化，以师生安全需求为导向，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和简单

处理模式，“以师生为中心”，服务为先，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即以服务带动、优化、促进管理，

彻底改变校园师生对于校园安全稳定的刻板印象，体现出保卫部门和保卫队伍的服务姿态和形象。创新

高校安全管理服务，必须坚持“服务为先，师生至上”的原则，以师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和风向标，努力

把教育人、引导人、改造人和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机结合，在加强治安、消防、交通等传统安全

保卫工作基础业务管理外，积极为广大师生做好安全法治教育、户籍管理、政治审查、困难群体帮扶、

网络技术支持、后勤服务保障等窗口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师生在校期间的相关业务需求，充分保障师生

安全稳定各项利益的实现，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增强师生对于高校的满意度和归属感，营造学校与师

生之间的和谐关系，真正落实“以师生为中心”。 

2.2. 营造“和谐共建”的精神文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了社会和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

要性。只有社会和谐，党和国家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使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生活，

只有社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不断创新发展，推进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和文明。在高校，只有

校园和谐，师生才能安心开展教育和学习，学校才能实现稳定和快速的发展，高校开展和谐校园建设至

关重要，而和谐的氛围来源于“和谐共建”的精神文化建设，在于不断培养师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维护

稳定的意识。 
首先，要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的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影

响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建构，进而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邓小平同志主张加强对人民特

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指出，1986 年的“学生闹事”“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

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4]。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师生的三观的主流取向是积极健康、踏实进取的。但

是，在伪装成全球化时尚思潮的西方意识形态和穿着“普世价值”外衣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思想、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高校传播、渗透，强烈冲击着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

和政治认同。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社会矛盾较为尖锐。高

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较高，政治参与愿望迫切但又缺乏社会经验，面对当前国内外错

综复杂的稳定形势把握不全面，分析不深刻，真伪难辨，由此，部分高校师生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仰会

出现偏差甚至动摇。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

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

定团结的模范之地”[5]。由此，维护安全稳定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

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6]。要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坚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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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教育和正确的价值引导，要以积极健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知识引领高校思想文化阵地

发展。 
其次，要培育校园安全法治文化。宣传教育是成本最低的安全稳定事件预防手段，高校要积极培育、

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让法治和安全意识逐渐渗透至广大师生之中。首先，必须真正落实

安全教育进课堂。高校要在现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基础上落实安全教育进课堂工作，设置必

修课学分、学时，进行专业课程设计和现场课堂讲授，从本科新生开始，抓牢安全法治意识培养。要将

安全法治内容纳入新教工培训的基本内容，加强教工的安全法治教育和培训，推进师生全员学法、守法。

同时，要重视安全法治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校本教材的编写，加强相应的经费投入和培训力度，并适

时更新，提高课程教育的专业性、实效性和时效性。其次，要积极拓展安全法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可以

将安全和法治理念教育列为高校党校(高校党员在线学习等形式)、团校、军训的讲授体系，充分利用司法

和公安机关、街道、社区等安全法治教育资源帮助师生深入接触和参与安全法治实践活动，使师生逐渐

从生活中、实践中确立安全意识和法治信仰。再次，优化校园安全法治环境。可以通过校园景观设计、

宣传平台建设、特色活动创建、网络推送互动等加大对校园安全法治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培育，如依托学

生组织和社团大力开展诸如安全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师生消防运动会、知识竞赛、微视频大赛等寓教于

乐的主题教育培训活动，积极营造校园宣传氛围，引导广大师生形成自觉守法、安全行为的良好意识，

自觉维护校园安全、有序、和谐的氛围，切实形成校园安全法治文化氛围。 
第三，要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和谐的校园文化是建设和谐校园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促进大学

生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必须坚持发挥校园文化的引领和浸润作用，设立校园文化建设专项

经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和大学的特点、时代特征和校园特色，依托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和部分专业院

系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学术和娱乐活动，如经典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一带一路”

学术论坛等，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不断满足师生对健康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

趣味和价值理念，进一步促进和谐校园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培养学生积

极健康的性格和遇事沉着理性的心理，引导学生乐观面对现实社会和生活，采取正确正面的处事行为，

自觉创建和维护和谐校园。 

3. 加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科技突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防范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加强技防建

设不仅可以强化校园的安全防范能力，对各种校园违法犯罪活动起到震慑作用，还将大大提升校园安全

稳定工作的高效化、科学化、精准化和现代化水平，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实现创新突破的有力保障。 

3.1. 强化科技创安工程建设 

高校校园安全技术防范体系是以一般人居环境安全防范体系为基础，结合高校建筑物多、人员密集

性大、环境功能复杂等特点，根据国家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有关规定，充分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校园

中重点要害部门、部位、点位进行实时监控，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使校园安全管理实现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的安全防范体系。高校技防体系在一般意义上主要涵盖了治安、消防和交通等安全保卫主体领

域的技术防范，在延展意义上则可以指依托技术手段的各安全保卫领域的联防联动，如监控摄像机对于

校园交通事故的取证认定和校园火情的现场判断，智能交通系统对于校外车辆的甄别拦截，消防应急广

播在暴力恐怖事件中的警示疏散作用等等，无不体现了现代高校技防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联动和

多维防控效能。在实现高校安全稳定管理服务现代化的过程中，高校必须加大科技创安工程建设，对治

安、消防和交通等基础设备设施进行技术升级和数字化改造，进一步整合资源，不断提升集综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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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求助、消防报警、视频监控、远程会议、应急指挥等“六位一体”的校园安全稳定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的功能和水平。 

3.2. 依托数字资源联网共享 

数字化建设蕴含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是支持高校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技术基础，同

样也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方式方法得以创新、提升的重要载体。数字化校园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信息

化的软环境建设，利用信息化的先进技术和手段，形成一个数字化的数据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使学校传

统行政和院系结构的职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展，方便职能和业务归口部门实现数据和信息共享，简化

数据和信息交换的流程，提高高校机构运行的效率和效能。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必须搭乘智慧校园数字化建

设的快车，逐步建成 GPS 数字地图和涵盖校园人、地、物、事、组织等网格要素的数字化信息系统，依

托学校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存储、调用、更新和对安全保卫目标的常态管理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

索对各类安全管理数据的关联分析，努力提高对校内楼宇访问、车辆进出、重点人、地、物、事、组织、

突发事件等要素的动态掌控能力，为日常管理、分析预警、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科学决策等提供更加有

力的基础信息支撑，切实提高安全稳定工作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强化校园实际综合防控能力。 

4. 完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协同机制 

现代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卫工作，业务范畴更加宽泛，涉及内

容更加多元，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已经无法单纯依靠高校保卫部门、学工部门等业务归口部门完全包揽

和落实，需要依托全新的管理模式和多元的力量协作，形成多个维度、多个层面的合力，才能有效预防

和处置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事件。 

4.1. 践行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模式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和部署下，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也已成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重要

治理手段，各大高校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模式。高校网格化安全管理的重点在于按

照“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校园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进行网格划

分，进而明确网格职责与任务，实现对不同工作对象的精细化管理。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功能或职能分

区特点，实现校内单位安全责任的“包干到户”，由大到小逐渐分解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职责和任务，

最终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比如在学校层面上，以二级单位为单元划分安全管理网格，二级单位

负责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和对象的安全管理，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并可根据本单位

情况再划分若干个网格单元，对所属网格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高校网格化安全管理的

本质在于突破传统业务部门单一作战、硬性管理的安全稳定工作格局，组织发动全校各单位、部门以及

广大师生员工广泛参与校园维护稳定工作，实现校园安全管理与综合防控工作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和多部

门、多维度联动，实现网格工作力量和资源的科学配置，逐步达到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机制健全、职责明

确、全员参与、全面覆盖、管理精细、有效防控的工作目标，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4.2. 发挥群防群治的多项合力优势 

新时代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强、覆盖面广的综合性管理服务工作，维护稳定工作需要

校内各支专兼职队伍的各司其职、通力配合、联动协作。 
首先，学校层面的专兼职队伍是主力。专职保卫人员队伍是组织高校安全管理和政治稳定相关业务

实施、指导、监督、检查职能的核心力量，保安员队伍是执行校园安保任务、参与校园综合防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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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先头部队，学生工作队伍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性格情操的关键力量，后勤管理服

务队伍是提供保障性服务、提高师生校园满意度和归属感的重要支撑，网络宣传管理队伍是防控网络不

良事件、引导网络舆情的正能量发挥者。这几支队伍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各个具体领域的生力军，任何

一个具体的涉校安全稳定事件都可能需要这几个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协同处置，在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要结合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改革，进一步优化这几支队伍的专业结构，

重视队伍建设和能力培训，不断提高队伍在安全稳定工作中的战斗力和相互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其次，二级单位兼职队伍是重要力量。随着平安校园创建工作的开展，高校普遍建立二级单位的安

全稳定工作小组，由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相关人员担任成员，具体落实和推进二级单位层面的安全稳

定工作。与此同时，二级单位安全稳定工作小组中都需要配置一名安全员，作为具体联系学校职能部门，

协助本单位负责人传达学校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的专门人员，高校要充分激发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

在本单位的安全稳定主体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安全稳定工作小组安全员在学校与二级单位之间上传下达、

具体执行的重要作用，结合网格化管理模式，真正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责任落到基层、落到实处。 
第三，学生自治组织是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学生自治组织是高校渗透式安全宣传教育的

关键载体，目前很多高校建设有学生治保会、学校治安队、学生安全员、学生公寓楼层长、学生宿舍安

全员等等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学生队伍。学生自治组织利用融入学生当中的自然优势，通过知识宣讲、

警示提醒、行为纠正、同伴影响等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的传播工作，已发展成为校园安全教育领域一支

较为成熟的学生队伍。高校要加强这些学生组织和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不断强化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监督的能力，协助学校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校园安全文化建设。 
第四，党员群体是安全稳定领域的正确引导者。党员是高校师生中具备较高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的

重要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愈发严峻的今天，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维护政治

稳定意识的培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作用，尤其要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引导学生群体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维护校园稳定。 

4.3. 寻求校外资源的多方支持 

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因素多元复杂，其中社会稳定形势和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情况对高校安全稳定具

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仅凭借学校本身的力量无法完全整治校园内外的安全隐患，需要高校继续加强

与维稳、综治、公安、国家安全、反恐、消防、交管等有关上级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并利用合适的时机，

积极争取城管、工商、卫生、街道办事处等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深入开展对学校周边的消防、治安、交

通、经营秩序以及校园环境等专项整治工作，有效排除安全隐患，优化育人环境。如在 2017 年 12 月份的

北京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中，高校充分寻求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推进整

治了很多历史性遗留难题的解决，取得了很大成效，切实共同维护了学校与社会面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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