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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战略性选择。目前，高校仍存

在社区育人理念、部门协同、资源配置上的碎片化问题。本研究基于韧性治理理论框架，探讨高校“一

站式”社区的应急管理机制构建。通过对当前部分高校的应急管理机制进行系统评估，识别出资源配置

不足与组织协调缺失等主要问题，并通过成功与失败案例的分析，挖掘出应急管理的关键要素，以期为

高校“一站式”社区的应急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从而提升其在突发事件中的韧性与应

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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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reform of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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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ur-
rently, there are still issues of fragmentation in community education concepts, departmental col-
labor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
ment mechanisms for “one-stop” commu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rough a system-
atic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s in some higher education insti-
tutions, this study identifies major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lack of or-
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By analyzing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cases, it uncovers the key ele-
ment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iming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one-stop” commu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resilience and response capabilities in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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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社区日渐成为学生集聚、交流、互动最经常、最

稳定的课堂之外的教育重点，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场域，其具有密度高、

流动大、公共空间多、社会关注度高、管理难度大等特点。2024 年《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

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的发布对学生社区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各个学校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

“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发展和治理，从既往的治理模式中汲取经验并开始迈进新的综合治理阶段[1]。风

险社会背景下，学生社区危机预防体系亟待健全、应急协调机制亟待提升、基础设施亟待完善。本研究

将韧性理论引入“一站式”学生社区治理领域，旨在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进一步提升学生社区的治理

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为构建更加高效、完善的学生社区治理工作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2. 韧性治理理论基础与应急管理的构成要素 

2.1. 韧性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架构，起源于对复杂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生态系统以及

社会变迁的有效应对。20 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在《生态系统的弹性和稳定性》一文中首先

将“韧性”的概念应用于生态学领域，随后，“韧性”一词逐渐在工商管理、心理学、公共安全和风险治

理等领域中被采用，并成为分析和应对不确定性与风险的重要框架[2]。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治理主体以

提升自身及所在系统应对复合型风险冲击适应能力为目标，建立全周期、全过程、全方位的风险治理模

式，主要强调的是系统的适应能力及其在遭遇外部冲击时的恢复力，因此在处理复杂的社会事务时，韧

性治理理论能够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3]。 
韧性治理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它强调的是在面对复杂和多变的动态环境时，不同社会系统如何有效

地进行适应与转型。其内涵不局限于个体或组织的复原能力，更涉及跨层级的合作机制、资源整合能力

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在这一背景下，韧性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为高度的适应性、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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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跨界协调性，这些特征使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展现出独特的效能。 

2.2. 应急管理的构成要素与要求 

应急管理主要由风险评估、应急预案、指挥体系、资源配置、培训演练以及信息共享等要素构成，

这些要素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时，各自发挥着关键作用，共同编织起一张守护安全的坚实网络[4]。 
在当下复杂且充满变数的社会环境里，应急管理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管理工作，其基本要素与要求贯

穿突发事件应对全程。从预警风险，到快速响应、恢复重建以及灾害预防，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不可或

缺。同时，应急管理还应深度融入“韧性治理”理念，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强化协调配合，最大程度降低

潜在风险和损失。风险评估是应急管理的基石。它需要借助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潜在风险

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估，涵盖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等多个维度。

在实际操作中，可运用“数据挖掘”“情景分析”等工具，为后续决策提供有力依据。比如，某高校通过

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精准识别出校园内火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高发区域，为制定针对性

强的应急预案筑牢了数据根基[5]。 

3. 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现状分析 

3.1. 高校“一站式”社区的概念 

所谓“一站式”社区是指高校要依托学生生活园区，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

将园区打造成为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2019 年教育

部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统筹推进基于学生社区的教育培养模式、管理服务

体制和协同育人体系改革，并且计划逐渐扩大试点范围，至 2021 年达到 100 所，2022 年达到 1000 所，

2023 年力争实现境内高校全覆盖。可见，学生社区教育管理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一种战略性选择，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6]。 

3.2. 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的现状评估 

在剖析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时，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是重中之重。为

全面、精准地把握应急管理机制的实际状况，需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技术，例如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 
从具体的评估手段来看，量化指标是评估的基础，像“响应时间”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指标，能

通过数据采集，直观且准确地展现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理效率和实际能力。举例来说，对过往应

急事件进行统计分析，便能清晰地看出不同高校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响应时间上的差别，这些数据为后续

改进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直观且有力的依据。同时，定性指标同样不容忽视，比如“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和“应急管理人员培训质量”等。借助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反馈数据，能够深入了解管理层以及

相关人员对应急管理机制的认知程度和态度倾向，进而为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推动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工作不断优化[7]。 

3.3. 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3.3.1. 资源配置相对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 
在当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的“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显得愈加重要，而资源配

置的不足无疑是制约这一机制有效运行的主要瓶颈之一。资源配置是指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各种资源(包括

人力、物力、财力等)的系统性分配与调动，其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应急响应的及时性与有效性。首先，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732


张嘉伟 
 

 

DOI: 10.12677/ae.2025.155732 139 教育进展 
 

算紧张严重限制了高校在设备、设施及专业人员方面的投入。以部分高校应急管理部门为例，人员配备

不足，尤其是应急救援专业人员匮乏，这无疑削弱了应急响应能力，导致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反应迟缓。

其次，高校内部各部门协调机制存在缺陷，资源使用存在重复和浪费，使得本就有限的资源难以实现最

优配置，进一步加剧了应急管理的困境。 

3.3.2. 组织与协调严重制约了应急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一方面，部门间职能划分存在模糊区域，应急事件发生时，责任界定不清，信息交流不畅，阻碍了

应急资源的快速调配。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卫生、校园安全和后勤保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完

善，致使关键信息收集与传播出现遗漏或延迟，影响应急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传统自上

而下的组织结构缺乏横向协调合作机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应急情况时显得僵化。目前，多数高校仍将

校园突发事件处理归为校园安保部门职责，未设立专门应急管理机构。同时，在校外资源利用上，与社

会力量合作意识淡薄，管理主体单一，空间封闭，无法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未能充分认识到高校应急

管理应是由高校主导，校内外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活动，这大大降低了应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8]。 

3.4. 高校“一站式”社区：成功与失败的应急管理实例 

3.4.1. 组织机构的优化与平台的高效整合 
以某高校为例，该校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整合各部门资源，成立了综合指挥中心，确

保了信息沟通的顺畅与决策的高效性。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利用“集群应急响应系统”，实现了资

源共享和快速反应，显示出有效的应急治理结构在危机管理中的关键作用。 

3.4.2. 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 
成功的案例显示，高校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实时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增强了对事

件发展的预测能力。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不仅提升了应对效率，还实现了科学化管理。例如，通

过“大数据分析”对疫情传播路径的预测，学校能够提前做好防疫准备，降低了传播风险。 
通过“失误分析法”我们可以关注到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失败案例背后的复杂性与多维因

素，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潜在缺陷，更为未来的机制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3.4.3. 应急响应机制存在滞后 
以某高校的火灾事故为例，该校在火灾发生后未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导致时间的浪费。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校园应急管理机构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然而，由于缺乏专业培训和演练，相

关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显得手足无措。这一现象反映出高校在应急管理体系日常运作中的不足，以及

应急响应机制的缺失，最终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 

3.4.4. 信息沟通存在壁垒 
在某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信息共享渠道不畅，导致重要的疫情动态未能及时传达到相关决策

人员和广大学生，导致引发舆情危机。例如，某学校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学生在微博上发布关于学校封

校的不实言论，引发大量跟帖和负面情绪。学生工作处收到反馈时，舆情已发酵，许多学生因无法鉴别

信息真假而情绪激动，有的转发朋友圈，有的找辅导员咨询，有的拨打市长热线等。这表明学校在疫情

相关信息发布和与学生的沟通方面存在漏洞，没有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将准确信息传递给学生，导致不实

信息传播，引发舆情危机。这种信息孤岛效应不仅降低了应急管理的效率，也加剧了校园内的恐慌情绪。 

4. 韧性治理视域下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的关键要素 

社区的应急响应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影响了响应速度。以我所观察的一所高校为例，该校在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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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立了专门的应急指挥中心，能够在第一时间调度资源和人员，有效缩短了响应时间。然而，高峰时

段(如开学初期或大型活动期间)，由于人流量大，调配资源的难度加大，导致最慢的响应时间达到了 3 分

钟。相对而言，节假日期间，因校园内活动较少，资源调配相对容易，故而出现了 1 分钟的最低响应时

间。这一数据的波动反映了高校在不同情况下的应急管理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也对应急管理的制定要素

提出了新要求。 

4.1. 高校学生复杂、多变的特有需求 

在制定高校社区应急管理机制时，需充分探讨高校“一站式”社区的特有需求与特点，针对社区特

质，制定具有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的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应急管理机制时，首先需要明确高校社区相较于

传统社区所具备的独特性。高校社区内的居民主体主要由学生构成，这一群体的年龄结构、心理特征及

社会需求与一般社区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学生群体的需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高校应急管

理机制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定需求[9]。例如，学生群体普遍面临学业压力、职业期待和个人发展

等多重挑战。 

4.2. 高校社区资源集中化、一体化 

高校社区内的环境相对封闭，这导致校园内的生活设施和服务常常集中化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

体化在应急管理中既可以是一种优势，也可以是潜在的风险点。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资源的集中化管理

虽然有助于提高响应效率，但也可能因信息的滞后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而加剧问题。因此，在制定高校社

区应急管理机制时，必须从高校社区资源较集中的特性出发，充分考虑社区资源一体化可能产生的信息

滞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及早制定相关措施，未雨绸缪。 

4.3. 高校社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高校社区内的文化环境及集体认同感也对应急管理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相较于传统社区，高校社

区的学习氛围、青年文化和集体活动为应急机制的传播和落实提供了独特的契机，高校应急管理机制的

制定可以借此契机拓展延伸。例如，通过设置应急演练和心理疏导活动，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安全感与

应急意识，进而提升整个社区的韧性[10]。 

5. 韧性治理视域下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构建策略 

5.1. 提升组织结构 

5.1.1. 多方协同机制的建立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构建高效的多方协同机制对于提升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

制的有效性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11]。从协同治理模型角度来看，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不可

或缺，这不仅限于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更涵盖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家长等外

部力量。通过共同制定应急预案、资源调配和信息共享等，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提升应急管

理的总体效率与响应速度。多方协同机制的建立可以促进信息的及时流通与共享[12]。例如，各方可以利

用即时通讯工具、数据共享平台等实时更新灾情信息，从而实现及时响应与决策。 

5.1.2. 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 
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信息共享平台

的建设尤为关键。信息共享平台作为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信息传递，

还显著提升了应急管理的整体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通过构建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各级管理人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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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团队及社区居民能够实时获取、处理和传播重要信息，从而降低决策延误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

险。 
在平台功能的实现上，需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云计算”技术，借助数据挖掘和实时分析能

力，使信息共享的核心价值得以发挥。具体而言，数据来源可以涵盖高校内部的应急管理部门、当地政

府、医疗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信息源，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的信息生态系统。 

5.2. 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加强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5.2.1. 协同联动，完善预案 
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预案，预案应包括预防、准备、响应、恢复等方面的措施，并与相关机构和当

地卫生部门的应急预案相衔接，通过与地方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实现信息共享，及时获

取突发事件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预案。 

5.2.2. 明确职责，健全机制 
清晰划分各部门在应急管理事件中的职责，梳理协作流程，构建起涵盖预防、监测、通信、报告、信

息反馈以及评价的全方位有效机制。同时，关注师生心理健康，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与咨询服务。 

5.2.3. 智能监测，全面覆盖 
在校园重点区域，如学生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体育馆等，全方位设立公共安全监测站点，借

助智能设备与物联网技术，对校园环境和师生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5.2.4. 分级预警，精准应对 
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按照事件性质、波及范围和严重程度，设立一级(特别重大事件)、二级(重

大事件)、三级(较大事件)、四级(一般事件)预警等级，明确不同级别预警的触发条件和对应的处理办法。 

5.2.5. 科技赋能，高效管理 
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或引入多功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系统，实现数据采集、分析、预警发布

一体化，快速响应、高效处理公共安全事件。利用校园移动 APP、校园网站搭建疫情报告和健康打卡系

统，鼓励师生主动上报健康异常情况。 

5.3. 形成高校突发危机应急管理课程教育体系 

一方面，各高校应增设高校突发危机应急管理课程和健康教育讲座，系统地向在校大学生进行危机

处理、健康知识的传授和指导，为大学生讲解有关传染病预防和食品安全及突发危机如何处理的相关知

识，增强在校大学生应急意识和逃生技能。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如微信、微博、校报和校园广播等途

径进行健康防范的主题宣传教育，增强学生的防病意识和能力，防止病从口入。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和校园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食品安全从业人员培训，建立应急管理专家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

家为校内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提高队伍理论素质和实践技能，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指挥

能力和实践能力[13]。 

5.4. 储备应急资源，开展应急演练 

高校应储备必要的应急资源，如防护用品、消毒用品、应急药品等，确保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能够迅速提供足够的应急资源。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应急管理培训，增强师生员工的应急意识、

知识和技能，减少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师生员工的危害。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测试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效

性和实施情况，锻炼师生员工应急反应能力。在演练结束后，应进行评估和总结，收集参与者的反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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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14]。 

6. 结语 

面对当前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高校作为知识与人才的聚集地，高校“一站式”社区应急管理机制

的构建需要从韧性治理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各方要素的相互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模式与可操作的实

施措施，利用人才资源与科研能力，加强与外部环境的合作，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从而实现资源

的最大整合，提升应急响应效率，进而为高校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维持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此外，高校应

积极探索与实践适合自身特点的韧性应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安全意识，充分发挥

在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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