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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行 

张   聃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青羊大队 四川成都） 
 

摘要：社会消防安全对消防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消防问题。为此，必须要做好对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以及利用合适的运行机制，保证对消防工作的管理效果。本文就对如何进行社会消防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展开

研究，研究构建的原则和内容，并且对如何运行社会消防安全评价进行了分析，帮助提升社会消防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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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通过建立起安全评价指标，能够完善社会消防的

安全评价，保证公共安全。为此，需要从各地的消防安全状

况进行分析，围绕当地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构建起

科学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同时，也需

要通过建立起完善的运行机制，保证对社会的消防管理效

果，维护公共安全。 

1.构建按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社会消防安全是消防安全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围绕目前社会消防的需求，建立起社会消防安全评价体系，

可以加强对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的效果。尤其是通过选择具有

代表性、大信息量、合理化的指标，能够在保证社会稳定发

展的同时，也能够用最客观、全面、准确的方式来分析社会

消防发展的整体水平，从而促进社会消防和社会同步发展，

以及监测、评价、分析当前社会消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

立合适的评价指标，可以在消防管理实践和决策中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提升管理水平和保证管理效果。 

2.社会消防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实现方式 
2.1 建立社会消防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社会消防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能在对消防管理的研判、分

析、决策中发挥指导和辅助作用，以保证社会消防工作的科

学准确，确保社会消防效果。因此需要符合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要确保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足够的客观性。能够反

映出我国现阶段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消防工作的要求和标

准，符合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工作的要求。 

第二，消防评价指标需要有适用性。评价指标必须要能

突出主要矛盾和现阶段对消防管理工作的重点，可以将社会

消防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体现出来。同时，在确保全面可行

的同时，也需要保证简洁性，从而避免出现过细或者过繁，

确保评价指标的适用。 

第三，选择代表性指标。我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后，

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比

较严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消防需求有着明显的

区别，城乡发展也存在着不均衡。为此，需要考虑地区的差

异因素，选择能够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社会

面貌下的评价指标，满足总体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第四，可靠性原则。评价指标需要足够可靠，因此在设

置评价指标时需要参考数据和实际调研情况。 

第五，具有指导性作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就是为了

能够对社会消防做出最科学的评价，因此需要保证评价指标

具备足够的指导性，可以发现社会消防的薄弱环节，给部门

领导提供足够的科学决策依据，在指导消防工作的同时，也

能推动消防事业的发展。 

2.2 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 

在建立起综合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后，可以全面推动社会

消防体系的发展，以及解决当前社会消防普遍存在的问题。

通过做好综合评价工作，在进行社会消防管理工作中，可以

全面了解和消防相关的各方面因素，推动消防工作和社会之

间的协调，体现出社会消防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盲区，并

且能够找到社会消防发展的方向，以及给消防工作水平的提

升提供可靠依据。尤其是很多地区都采用火灾指标来衡量社

会消防，存在片面性的问题，在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的指导下，可以对社会消防问题做出全面的评价，保证社会

消防管理的主动性，最终推动社会和消防工作之间的协调发

展，为公共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3.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 
3.1 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的内容 

（1）人员整体素质 

人为因素是消防工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所以也是对地

区、单位在消防安全评价的主要因素。认为素质的评价指标

中包括安全指标的普及程度、重点人员的消防培训水平、消

防安全评价的普及率等等。 

（2）单位消防安全机关水平 

对于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的评价，需要从建筑消防审

核水平、验收合格率、自动消防设施完好水平、疏散通道的

流畅性、安全出口情况、应急照明合格率等等。并且还要对

单位消防安全可靠性进行论证、评估单位消防安全效率、消

防技术服务情况评价。 

（3）公共消防设施水品评价 

公共消防设施是进行防火和灭火的基础，因此需要对公

共消防设施的设置率、完好率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分析消防

经费的投入，消防占据 GDP 比例进行评价。同时，也要考

察消防队伍的建设水平，消防规划的始施率。 

（4）火灾统计分析 

做好火灾的统计分析，能够完善对消防工作的布置，明

确消防工作重点，因此也是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的基础因

素。比如需要对火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火灾所导致的财产

损失占据 GDP 的比率、火灾伤亡率等等进行研究和分析。 

3.2 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建立科学的安全评估模型 

需要做好对地区的消防请款数据普查，并且构建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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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海量数据来对消防评价进行分

析，展开统计分析和综合计算，从而构建消防安全评价指标

模型，而且要根据数据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形成最

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2）实用性和科学性结合 

评价指标中，需要构建起长期、中期和短期指标结合的

方式，例如进行 2-5 年评价的中期指标，2 年以内进行评价

的短期指标、5 年以上的长期指标等等。通过对不同指标进

行评价分析，能够更加立体地了解社会消防的效果，也能够

做好分析和研判工作，控制数据采集和人力物力的投入，保

证消防管理效果。 

（3）结合科技和法制发展进行评价 

由于科技发展速度较快，所以消防设备的更迭速度也较

快，因此需要保证在评价时能符合科技发展的情况。为此，

需要结合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消防安全科技发展的机制情

况，保证消防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其次，也要出台消防法律、

法规，地方性规章来健全技术方面的管理工作。 

4.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行机制 
为了保证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的真正落实，就需要建

立提对应的运行机制，充分应用消防评价指标来保证运行管

理效果。通过贯彻安全评价管理指标，推动对社会消防安全

评价水平，保证消防管理的整体效果。同时，也有利于不断

对管理指标进行优化，推动消防工作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4.1 强化单位主体原则 

通过强化单位主题原则，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机制的基

础，也是落实消防安全评价指标的基本要求。所以，需要加

强对消防位法行为和火灾事故的制裁和控制，以保证消防安

全职责落实。比如，对于违反消防工程许可的建设工程，或

者一些不符合安全评价指标的行为，需要在明确其对公共安

全造成威胁后，采用罚款等方式，对其行为进行遏制。对于

违反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的单位，以及引起火灾发生、或

在扩大的单位，可以根据消防安全监管要求对人员进行处罚

和拘留，提升安全评价指标的震慑作用。 

4.2 建立消防安全评价的长效机制 

为了保证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运行，就需要针

对性地构建起长效运行机制，保证对消防工作的管理和控制

效果。例如，对于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储存设施、生产场所，

以及其他公共聚集性场所，都要做好社会消防管理工作，从

源头上实现对火灾事故的遏制。对于施工工程，需要做好施

工图的审查把关，保证施工工作的安全，并且构建起抽查备

案的运行机制，保证行政执法效率。对于住宿等人员密集型

场所，需要做好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巡视检查，及时发

现存在的消防隐患。 

4.3 做好火源管理工作 

火源管理工作是社会消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

要深入研究火源的规律，同时要结合火灾中存在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不断深入研究，以便能完善安全评价指标。对于使

用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需要采取常态化的消防检查，通过

定期开展相关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以及做好对火灾报警系

统、漏电保护装置设备的检查，确保对火源的控制水平。对

于生活方面的管理中，则需要限制孔明灯的放飞、加强建筑

疏散通道的管理，避免发生消防事故，确保社会的稳定。 

4.4 构建城市远程消防监控系统 

远程消防监控系统能够提升消防工作的监控效率，降低

人力的投入，加快对消防事故的反应速度。通过利用有线网

络、无线网络来构建起城市远程消防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城

市内建筑物的消防报警系统互通，并且借助 GIS 信息系统，

依靠视频监控的方式，实现城市内消防工作的联动机制。并

且，也能有效利用消防安全评价指标，提升社会消防管理工

作的科学化和标准化。为了能进一步保证监视工作的效果，

监控信号除了可以在电脑端接收，也需要能够通过收集接

收，保证监控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4.5 建立智慧消防平台 

为推动社会消防安全评价的深入应用，可以通过构建指

挥消防平台达到最终目的。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做好对数据的收集、储存和分析，有效适应目前的社

会消防安全评价要求，并且形成消防管理各项工作的联动机

制，从而推动对消防管理工作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

在火灾预警自动化的构建上，需要根据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

标要求，对用电系统、报警设备、消防水系统的状态做好监

控，以保证建筑消防设施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在救灾智能化

上，需要利用智慧消防平台推动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做好

对消防工作的智能化指挥，保证信息的纵向、横向互通，从

而实现对社会消防的全面安全评价。解决过去消防工作过于

被动的情况，推动消防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协调。 

结束语：社会消防安全评价工作中，合理的指标体系是

推动社会消防管理的基础，因此需要围绕法律、社会消防需

求、社会经济发展构建起合适的安全评价指标，推动消防和

社会之间的协调，保证消防管理工作的效果。为了保证安全

评价指标的效果，需要建立起常态化的运行机制，明确单位

主体责任，以及借助信息技术强化对社会消防的管理，推动

消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李光华. 论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

行[J]. 武警学院学报,2009,25(10):37-39. 

[2]乔锦标. 社会消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J].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4(28):159-160. 

[3]赵庆平,杨龙君. 完善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的思考

[J]. 消防科学与技术,2014,33(09):1085-1088. 

[4] 钱 红 . 新 时 期 消 防 工 作 发 展 思 路 [J]. 职 业

圈,2007(20):25-26. 

[5]王子岗. 社会消防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和路径选择

(下)[J]. 中国消防,2010(24):17-19. 

[6]岳清春. “智慧消防”视域下的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研

究[J]. 消防科学与技术,2020,39(01):126-129. 

[7]李振华,李继繁. 新常态下社会消防管理创新发展的

思考[J]. 消防科学与技术,2016,35(11):1627-1630. 

[8]卜程. 基于智慧消防技术的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研究

[J]. 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7(02):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