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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保护机制的完善

广西百色 533000

【摘 要】校园安全保护，是国民教育系列各级各类学校校园内人身财产安全保护、设施安全保护、秩序安全保护的

统称。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和约束与校园安全有关的各类行为，并明确相应

的法律责任。在校园安全保护工作中，学校责任大，但往往力量又偏弱，尤其是责权不匹配等方面，成为校园安全

保护的掣肘和滞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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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公共安全的组成部分，校园安全不仅关系

到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学校财产安全，而且关系到教育改

革、发展和稳定大局。”[1]校园安全保护，是国民教育系

列各级各类学校校园内人身财产安全保护、设施安全保

护、秩序安全保护的统称。校园安全保护的核心，应当是

学生、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保护，校园安全保护的其他内

容都是由人身安全保护衍生出来，或者与此有关。校园安

全保护应当以校园内人身财产安全保护、设施安全保护、

秩序安全保护为主要内容，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明确相

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和约束与校园安全有关的各类行

为，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师生人身财产安全保护
在学校学习、工作、生活的学生、教职员工，人身、

财产等合法权益不容侵犯。学校应当设置安全保护责任机

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建立安全保护工作制度，规范

开展工作。对于以成年人为主要教育对象的大专院校，可

以适当赋予其安全保护责任机构（保卫处等）一定的治安

管理和执法权，在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和派出所监督指

导下开展工作。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教育对象的中小

学、中专、技校等，应当单独设立安全保护责任机构，配

备保安员。

建立、健全有公安、教育等主管部门参与的学校治安、

刑事案件防控和处置机制，有效预防发生在学校内的欺

凌、人身伤害、诈骗等案件。中小学上下学等学生集中出

入校门时段，可以由教育部门主导，学校、家长、志愿者、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参与的护学队伍，维持秩序，保

护学生。有关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学生和

教职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学校是我国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公共场

所，应当建立和完善应急机制，有效防范自然灾害、突发

事件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制定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定期组织自然灾害、火灾、拥挤踩踏等突发情

况下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工作水平，确保应急处置

效果。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等活动，应当进行安全

风险评估，制定相关预案，并明确安全保护责任人。大中

专院校学生发起组织的各类活动，参加者超过一定人数，

或者达到其他相应标准、条件的，应当征得学生管理机构

和安全保护责任机构的同意，并在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指

导、监督下进行。

2 学校设施安全保护
住建等有关部门，应当对学校工程建设依法进行监

管，确保工程质量。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对学校内的锅炉、

电梯等特种设备重点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

设备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学校安全保护责任机构

及使用责任人应当熟悉建筑物、特种设备等重要设施的使

用、操作，熟悉常见问题的判断、处置办法或处置途径。

学校的水、电、暖设施和教学、实验用具等，应当明

确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要通过讲解、示范、提醒等形

式确保使用人能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设施采购，要严

格执行法律和政策规定的采购制度，确保设施质量和使用

安全。除因教学及与教学有关的工作需要，并符合相关规

定的以外，学校内应当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等危险品。

学校应当配备消防、应急、安全防护等必要的器材。

应当建立巡查检查制度，随时掌握校内各类设施的使用状

况，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严防人为损坏、破坏。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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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部门和人员，应当严格落实设施维护保养规定，

避免带病运行。对于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立即采取

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层级上报。

3 校园秩序保护
校园秩序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广，包括教学秩序、活动

秩序、交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等等。校园秩序保

护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相关部

门积极参与，以学校为主体，师生员工密切配合，构建校

园秩序保护的长效机制。对于教学秩序的管理，应当以教

育部门为主，经常性地开展制度执行巡检，及时保障教育

工作顺利开展。对于影响或者危及师生人身安全的情况，

例如不适当的教学设计，以及体罚等，及时纠正。

对校内交通、校车的管理，以及对校内生产经营单位

经营活动的监管工作中，有关部门和学校应当通力协作，

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并实行严格的责任倒查。对于校园

内的住宅区、生产经营区，在加强行政管理、合同约束、

基层组织自治管理的同时，可以参照乡规民约等形式，加

强自律和相互监督，弥补监管漏洞。对校园内的食品生产

经营、药品销售经营等业户，应当采取具有针对性、实效

性的必要措施，确保监管成效。

通过立法，在学校用地外缘起一定距离范围内，设立

适当的安全保护区，该区域内禁止进行某些严重影响校园

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以及禁止从事

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并向

社会公告。市场监管、城管、交管等部门，应当加强学校

周边的生产经营和交通秩序管理。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

强校园安全保护的宣传，让全社会都来爱护和保护校园安

全。

校园安全保护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应当做什么，还应

当多虑除了学校，其他部门和单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

“建立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充分的协作关系，既有助于化解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又能够加快推动学校安全风

险防控整体进程。”[4]除此之外，在校园安全保护工作中，

学校责任大，但往往力量又偏弱，尤其是责权不匹配等方

面，成为校园安全保护的掣肘和滞碍。对于如何进一步确

立和完善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的深层次介入和参与机制，

以及是否可以适当赋予大专院校安全保护责任机构一定

的行政权力，在校园安全保护立法中，应加以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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