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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设施-管理”的角度，浅析如何提高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自我管理水平

宋久壮

辽宁省阜新市消防救援支队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多年来，消防监督管理中存在问题最多或者被提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好，消防安全责任

人、管理人不重视消防工作，巡查检查人员工作不认真，控制室值班人员玩忽职守、消防设施未保证完好有效等等。那么，

再深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上述问题的出现呢？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避免类似问题的反复出现？在这方面的

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作者试着从分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入手，找出问题症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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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管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1 人的因素问题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组织管理人员包括：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自动消防设施操作

人、部门消防安全责任人等。

消防安全管理人并没有具体的从业标准要求，相关文

件鼓励和要求火灾高危单位聘请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担任，

但市场上取得一级注册消防安全工程师的人员数量与需求严

重不成比例；其他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普遍未取得相应专

业技术资格或注册消防安全工程师资格，而专兼职的消防工

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较低、专业性不强，有的专

兼职消防人员是单位的“万金油”，还肩负着其他繁杂的工

作，这些不利因素成为影响单位消防安全的制约性因素，给

消防安全管理带来了严重风险。

1.2 主体意识不强，责任缺失断档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自我管理的主体责任不落实是各级消

防救援机构监督检查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当前，重点单

位在实际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往

往是被动接受的状态，认识上存在偏差，主体意识不强[1]。

例如：消防安全责任人不重视消防工作，只重效益忽视消防

安全；管理人不会管理消防工作，抓不住重点，只对老板负

责，不对安全负责；巡查检查人员工作不认真，敷衍了事；

控制室值班人员操作不熟练、玩忽职守、脱岗漏岗现象经常

发生等等。

1.3 设施设备的因素问题

建筑中的消防设备或设施包括温感探测器、烟感探测

器、可燃气体探测器、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

统等。消防设备或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在

火灾发展初期及时发出报警信息，以及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

火灾现场后附近的可供灭火支持的消防水压是否满足要求

等。发生火灾后，自动消防设施如果发挥作用，80%的火灾

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可实际中却是相反，自动消防设施

发挥作用的比例低之又低。自动消防设施的故障率高，维修

维护不及时是导致火灾事故蔓延的重要原因。

1.4 管理的问题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需要落实的制度包括：消防安全教

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值

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管

理等等。制度执行的问题，一方面是制度本身还有漏洞和缺

陷，并不完善；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的执行上存在很大问

题。例如：很多单位都是建立了各种消防安全制度，例如：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

理，消防值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

用火用电管理等等。可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偏差很大，更多

的没有按照制度去执行，很好的制度形同虚设。例如：2013

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村市场汽配仓库因员工违

章使用“热得快”引发火灾,造成12人死亡、4人受伤。经事

后调查得知，该仓库各类消防安全制度齐全，但市场内工作

车间、仓库、宿舍消防管理混乱，易燃可燃货物多，消防通

道严重不足。从业员工大多反映企业方从来没有正规系统地

宣贯强化过消防安全制度。

2  原因分析

2.1 人的因素分析

从责任人角度看，工作处于被动状态，消防安全工作

抓不好轻者被消防救援机构处罚，重者可能发生重大火灾后

财产损失甚至面临刑事责任，但做好消防工作的正面激励机

制缺乏，导致工作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经济杠杆作

用不明显。从控制室值班人员看，工资待遇低、责任大、工

作条件差等因素是控制室值班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

因。此类问题出现的核心，首先是管理中的奖惩机制不健

全、不完善；其次，人员岗前专业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实用

效果偏低；最后，企业文化层级较低，没有树立员工的主人

翁意识，令员工没有归属感。

2.2 设施设备因素分析

2.2.1 系统本身可靠性低

自动消防设施是一个串联系统，系统的可靠性受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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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系统失效。

例如：一个阀门的关闭，一个线路的故障，一个认为的误操

作等等。

2.2.2 维修不及时

消防安全中介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

态。大部分中介服务机构通过低价竞标赢得合同，进而压缩

服务成本以获取利润，使得消防安全服务工作流于形式，没

有起到对消防设施的维护作用。

2.3 制度执行因素分析

制度执行不到位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是制度设计还不完

善、流程还不细化具体，操作规则还不明确；另一方面是人

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不高，“好人主义”思想严重，执行制度

时原则性不强，遇到得罪人的情况，就有意回避，因人而异

使用不同的制度标准[2]。有的则对制度的理解存在偏差，不

能按照制度规定的原则和主要精神去执行。

3  措施

3.1 出台各类人员从业标准和政策，提高执业水平和积

极性

目前，消防安全管理的各类人员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素

质不高、责任心不强，需要出台从业标准，明确从业资格，

并加以规范（应根据不同人员的工作职责有针对性的制定不

同的从业标准，体现职业特点要求）。消防安全管理的各类

人员需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并且定期对其进行考核，设立消防安全奖励，提高各类人员

的积极性，让其变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和管理消防工作。影

响消防安全的各种因素中，人的因素是关键，是驱动制度运

行的灵魂。在制度因素中奖惩制度是关键，是驱动其他制度

有效运行的动力。

3.1.1 消防安全责任人方面

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的好坏

与银行贷款的利率、保险理赔利率的高低挂钩，让单位的责

任人感受到做好消防管理工作不仅能免于火灾损失，更能为

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会大大提升。

3.1.2 消防安全管理人和控制室值班人员方面

设立管理绩效奖金，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的水平好坏与

年度管理绩效挂钩，充分调动积极性。例如，将企业单位按

监管责任大小从高到低列明责任归属项目，并逐条对应设置

奖惩标准。明确落实到部门、个人头上，确保监管工作有人

做、有人管，杜绝出现漏管、脱管、弃管的现象。此外，还

要在企业内部独立设置一个监督部门，主要负责对消防安全

管理的执行及绩效奖金的发放进行监督约束。

首先是加强源头管控，在建筑投入使用前的验收时，严

把质量关，保证消防设施的质量。其次，在日常使用中，委

托信誉高、技术好的中介服务机构对设施开展维保服务，确

保一旦发生问题，能够做到及时修复。最后，加强对单位内

部操作使用人员的培训，做到能够熟练操作。

3.2 出台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实施细则

消防安全的管理制度是让员工知道都需要干什么，出

台实施细则是进一步明确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符合要求。

有了实施细则，制度就不会空转，执行起来就会有据可循。

例如：建立完备的培训制度，要明确培训的时间周期，培训

的分类、分场所、分人员特点的实施。例如对医院进行培

训，培训食堂员工时，就要针对厨房火灾的特点和扑救技能

进行培训；培训手术室人员时，就要针对高压氧仓和精密仪

器的火灾特点和扑救技能进行培训；依此类推，分期分批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前还一定要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培训

对象最关心的内容是什么，做到有的放矢，结束后实地开展

考核。在巡查检查制度方面，要在对单位火灾风险点充分掌

握的基础上，明确重要部位，确定巡查检查的点位、线路、

内容等，发现了隐患问题处理的流程，要及时采取闭环管

理，运用企业内部管理APP等软件和技术手段，确保制度执

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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