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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综合治理校园非法运营的研究与实践
段德君　刘　琛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目前高校的校园稳定与安全管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

局面，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公共卫生安全的“破

窗效应”，其中校园非法运营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校园非法

运营深入分析和综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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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运营是指未按规定领取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营运证件和

超越核定范围以经营和牟利、盈利为目的道路运输行为。高等学

校人员密集、流动性强、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等活动频繁，做好

平战结合的人员管理对公共卫生安全和校园稳定意义重大，但机

动车在校园的非法运营极易让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形成“破窗效

应”，进而严重威胁校园安全稳定。本文从高校治理机动车在校

园从事非法运营的角度出发探讨有效的综合治理路径，对校园安

全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图一 非法运营车辆

一、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新特点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除了要应对消防、实验室、食品、电信诈骗、

治安、交通、网络、非正常死亡等传统的安全风险之外，公共卫

生安全常态化成为突出的特点，高校校园安全管控因而呈现出以

下新特点。

（一）校门管控常态化

高校门岗是公共卫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加强管控能有效识

别风险隐患人群并加以阻隔。坚定不移加强校门管控是平战结合

状态下确保高校安全的关键之一，校门管控必然常态化。

（二）人员管理精细化

高等学校人员密集、人员类别多、各种教学、科研、学术和

文化交流等活动频繁，导致人员流动性强，加强人员的精细化管

理尤其是人员的流动管理精细化成为常态。大多数高校都加强了

人员流动的管控，请销假制度和访客预约等管控措施进一步完善，

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聚集等。

（三）应急管理规范化

高校应急管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应急的责任体系也更加

明晰，因而能够从容应对、科学防控、快速有效处置，将安全隐

患解决在萌芽状态。

这些新特点导致了非法运营市场的畸形繁荣，直接影响到人

员的精细化管理和校门管控，同时给应急管理带来极大的风险隐

患，容易影响到校园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和安全稳定，因而具有

明显的需要综合治理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二、高校综合治理非法运营的必要性

对于校园非法运营无论从环境育人的角度还是育人环境建设

的需要，无论从和谐校园的角度还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需要出发，

都必须坚决予以打击，绝不手软。

基于此，高校在打击校园非法运营，防止“破窗效应”就显

得十分紧迫而且必要。但由于非法运营的隐蔽性强、手段多、取

证困难等多种因素，导致打击存在如下困难：一是非法运营车主

身份多样且流动性和隐蔽性强；二是非法运营活动时间和地点多

变，大多都是通过微信、QQ 群等方式完成预约拉客，无法定点定

位打击；三是调查取证困难，即使发现了载客车辆，由于学生怕

被处理大多不配合，难以确切认定；四是非法运营车辆一般采用

小型轿车和商务车辆，外观上与私家车无异，往往还采取套校内

牌照等手段取得通行权，给有效识别非法运营车辆造成了极大的

障碍；五是学校管理权限有限，公安执法部门又力量不足，难以

对发现的非法运营车主造成威慑，容易造成时紧时松的“猫鼠游

戏”。

三、高校非法运营的危害及成因分析

非法运营的存在直接对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安全隐患，

主要存在如下风险：一是交通安全隐患大，多数非法运营车辆车

况好坏不一，且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普遍存在拼车、超载、超速

等情况，安全系数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二是乘客正当权益得

不到保障，非法运营车辆没有合法的营运手续，承运人责任险得

不到强制办理，一旦发生纠纷或交通事故，处理和理赔都很困难；

三是非法运营车辆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环境消杀，有较大的安全

隐患。

探究高校校园非法运营市场畸形繁荣的成因对综合治理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其主要成因有：一是学生需求旺盛。平

战结合状态下的校园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学生到节假日外出消费

与走亲访友的渴望更加强烈。二是非法运营车辆出行的便利性。

一方面校门常态化管控下，正规的士和网约车基本被排除在校门

之外，即使放行也有时间限制，非法运营车辆车主由于办理了校

园通行证反而进出方便；另一方面学生节假日进出校园不愿意履

行请假手续，乘坐非法运营车辆更便利；三是校内公交系统不完善，

且与市内相应的公交系统接驳不顺畅，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进出

校园的需求。四是非法运营利润高。非法运营车辆司机除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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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成本外基本没有其他成本，短途加上拼车收取的人员费用是

正常运营车辆的多倍，高利润吸引了众多的非法运营者，导致非

法运营畸形繁荣。

四、高校非法运营综合治理实践

非法运营治理策略上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

教育引导为先导、人防技防紧密结合、管理与法治紧密衔接的惩

防并举、综合施策的强大合力，取得良好效果。

（一）教育引导为先

深入贯彻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要求，笔者所在学

校突出文化建设的德育领航与美育主导，围绕“生命”主题开展

生命意义与价值教育的文化建设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

化凝聚师生、慰藉心灵、振奋精神的特殊作用。我们适时将交通

文明教育纳入学校文化建设平台，深入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开展一堂“交通事故”的安全警示课、一次“交通安全”

主题班会、送达一份“安全交通告知书”、签订一份“文明交通

承诺书”、多主体多渠道采取一系列“交通安全”宣传措施和组

织一系列的“交通安全”大检查等“六个一”的行动，确保交通

安全宣传全覆盖，形成交通安全群防群治、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交通安全隐患大幅度降低，自觉抵制非法运营车辆和发现即举报

常态化。

（二）技术防范为主

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代表着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未来趋向。在非法运营车辆的精准识别打击上综合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因此成为必然选择，实践中：一是通过车辆管理

系统和门岗通行系统联动，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初步锁定异常进

出校园的嫌疑车辆；二是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通过道路监控系

统倒查至校内启动原点，调查是否违规载客；三是对门岗通行车

辆的前后车牌拍照对比，精准发现前后车牌不一致的套牌车辆；

四是对锁定车辆通过视频截图保留证据，收集异常进出校门的记

录一并作为佐证留存。

（三）人员防范为辅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技术防范的同时，加强人员的防

范并与之紧密结合，是精准识别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运营不可或缺

的。一方面在传统的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运营方面人员的作用依然

必须予以重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识别嫌疑车辆后，管理人员对

嫌疑车辆的跟踪、调查和取证更加高效；另一方面，非法运营车

辆运营虽然飘忽不定，但载客的大致区域和运营的主要时段仍然

有迹可循，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区域安排人

员蹲守检查依然对非法运营车辆司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实践中，

我们重点安排人员在节假日前后的时间段在主要进出校门的门岗

处加强对非空车的交通检查，取得良好效果。

（四）完善管理手段

识别锁定非法运营车辆后如何惩治并形成威慑是最为关键的，

否则容易流于形式、死灰复燃。实践中，我们将管理与法治紧密

衔接，综合施策形成强大的管束力。一是在非法运营车辆猖獗的

时间段联系交通执法大队现场执法，抓住一起处理一起，尤其对

带头组织者（运营群的群主）采取执法的高线予以打击，形成强

大的法律威慑和寒蝉效应。二是将行政管理权用到极致，虽然学

校不具备执法的权限，但是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将这种行政

管理权限用好用足，对有效打击非法运营车辆运营也能立竿见影。

具体采取两方面的做法：一方面对已经确认的非法运营车辆取消

校园通行权限，使之无法自由进出校园；另一方面对非法运营车

辆车主予以通报并限制其一定的访客预约权限，同时扣减其所在

单位的校园稳定与安全综合治理的评分，促进单位对车主的教育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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