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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公共安全问题备受社会瞩目，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共性问题。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效途径
。
做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对于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及生活秩序，保障师生人身和财产安
全。
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书分为理论研究篇、调查分析篇、域外借鉴篇、实践创新篇四部分。
理论研究篇主要研究安全的基本概念、大安全观以及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的界定；调查分析篇通
过对山西省部分高校进行调查，了解目高校的公共安全现状，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提出可行性建议；域外借鉴篇对英国、美国及日本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体系进行研究，分析国外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的现状及对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的启示：实践创新篇对改进高校公
共安全教育与管理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与管理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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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2年获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与研究工作。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高教研究》、《思想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30余篇，参编学术著作三部，主持完成省级课题三项，横向课题三项，校级课题两项。
2004年荣获山西省第二届“精彩一课”一等奖、2008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2008年3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抓好的三个过程》获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优秀
论文三等奖、2009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山西财经大学教学风范奖、2010年和2011年两次荣获山西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三等奖、2011年3月荣获山西财经大学第十二届教学观摩竞赛一等奖
以及2009-2011年度“知识女性专业技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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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日本的应急信息化发展可谓世界领先，完善的应急通信信息网络是维持其应急指挥系统高
效运行的“神经中枢”，而且，信息通信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应急信息互动，都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信息化发展方面，日本政府从应急信息化基础设施抓起，建立起覆盖全国，功能
完善、技术先进的防灾通信网络。
日本是一个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威胁严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应急管理最富成效的国家之一，以至于我
国台湾地区基本“照搬”了它的应急管理体系。
日本的应急信息化建设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充分应用各种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构筑起了高效
、严密、适合实际国情的应急信息化体系，它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更好地把握应急信息化发展的方
向和趋势，加快应急信息化发展的建设步伐不无裨益。
这一点，在我国虽也已引起了相应的重视，但需要学习和借鉴的还很多，需要逐步完善。
　　（五）日本的应急教育和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公众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的认识，以及日
本民众整体的应急素质和能力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完善的应急教育体系、完备的应急教育场馆以及丰富多彩的应急宣传活动，使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和防
范应急能力真正内化为每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由于具备非常巩固的应急群众基础，日本尽管屡受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考验，但总体来说，所遭
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日本高校设立的安全管理委员会不仅注重对学校公共安全事故的管理，更注重对学校师生进行安全教
育，安全管理并不等于安全教育，对学校师生的安全教育可以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师生的安
全管理可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
而我国在高校工作中，只重视安全管理的问题，却轻视了安全教育。
如果安全教育不能落到实处，安全事故同样也会发生，安全隐患也会处处存在。
我国各个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定期对学校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各高校在加强管理方面也做的比较
细致，但是每年高校仍会发生各种事故，原因就是高校在公共安全方面只注重管理，在安全事故发生
后，高校公共安全负责人或组织总是从管理上找漏洞，比如值日值勤制度没有落实、关键部位或重要
环节没有专人负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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