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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在社会生产、生活的

各个领域电器设备的使用量持续增加。同时，现代城市的快

速发展，高层、地下建筑数量持续增加，建筑体量不断增大，

这对现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消防

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消防监督检查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在具体的实施中，需要监督检查人员具备专业基础知识，能

够对火灾隐患进行准确认定，通过检查过程及时发现隐患所

在，有利于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避免火灾隐患危害的扩大，对于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

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火灾隐患的基本概述

2.1 火灾隐患的具体内涵
火灾隐患是指在生活各个场所中可能导致发生火灾或

者有可能增大火灾危险程度的各类潜在不安全因素。根据隐

患存在的危险性大小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重大火灾隐患以及一般火灾隐患。常见的隐患包括建

筑物的安全疏散通道被其他物品占用或堵塞、建筑物或相关

场所的安全出口出现被锁闭的情况、或者建筑物门窗设置影

响人员逃生自救和灭火救援障碍物、消防设施、消防器材遭

到破坏或不能够正常使用等情况，同时还包括擅自改变建筑

物防火分区或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存储易燃易爆危险

品，违规使用明火、私拉乱接电线等情况。

2.2 火灾隐患的社会危害
火灾隐患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增大了发生火灾的概

率，一旦发生火灾，将严重威胁人员生命安全、造成文物古

建筑、文化遗址、单位和个人无法挽回的直接和间接财产损

失，还会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及社会不稳定，影响社会公共

安全，同时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在消防

监督检查中加强对火灾隐患的排查和认定，消防救援机构监

督检查人员必须全面认清火灾隐患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才能

不断促进消防监督检查工作 [1]。

3 消防监督检查中火灾隐患认定的主要问题

3.1 没有充分理解火灾隐患的概念
火灾隐患随时随地威胁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要实现对火灾隐患的认定，应当深刻理解火灾隐患的

概念。然而，在具体的火灾隐患认定中，部分消防救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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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人员没有完全理解火灾隐患的概念，对于可能导致

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大的各类潜在不安全因素的分类和

界定上不够明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导致在认定的过程中

不能对隐患类别进行有效的认定和归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火灾隐患的认定工作开展。

3.2 没有准确区分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第一，在消防法中对于隐患因素有相关规定，可分为

三种类别：第一种是会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危

害的隐患因素；第二种是在消防救援的过程中会影响救援速

度、增加灭火难度的不良因素；第三种是其他会加重火灾情

况的不良因素。如果在检查中发现某个隐患具有以上特点，

就应当将其认定为隐患因素。

第二，在消防法中对于违法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危害

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就应当将其认定为违法行

为。然而，在实际的认定工作开展中，部分消防救援机构监

督检查人员没有准确的区分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错误地将

一些消防违法行为认定成火灾隐患，把火灾隐患认定成违法

行为，没有采取合法的执法程序对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进行

处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火灾隐患认定工作的公平、公正

性。

3.3 没有把火灾隐患认定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火灾隐患的认定中，需要将认定标准与实际情况相

结合，才能增强认定工作的有效性。如果仅用定性方式分析

隐患因素的影响，则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而应当将定量标

准与定性标准相结合，再与周边要素统筹考虑，才能够真正

评判出隐患的影响性，分析出隐患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进而

为隐患因素的等级和类别进行有效认定，能够进一步促进火

灾火情隐患因素的认识。同时，还需要准确掌握认定标准的

具体内涵，在实际检查工作中把国家规定的一般火灾隐患和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评判

工作带有主观色彩，主要通过经验加以判定，导致认定工作

的本身与标准不匹配，容易出现认定工作的漏洞，例如降低

或提高了标准的要求，将本身属于“重大”的隐患认定成了

“一般隐患”，这将直接影响到火灾隐患的下一步整改工作 [2]。

4 消防监督检查中火灾隐患认定的具体策略

4.1 深刻理解火灾隐患的概念和法律赋予的内涵
火灾隐患应当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之分：广义上，

应当指的是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可能直接造成火灾危害的各

种不安全因素；狭义上，指的是违反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火

灾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增加了发生火灾的危险性或者

发生火灾时会增加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或是在发

生火灾时严重影响灭火救援行动的一切行为和情况。因此，

在火灾隐患的概念理解上不能偏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能

够准确的认定哪些因素和行为属于火灾隐患。

另外，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火灾隐患认定的知识体系，

通过现代化方式手段方法，不断促进认定能力，全面提高对

火灾隐患的把控，不断提高工作消防监督检查成效。

4.2 准确区分消防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全面推进

火灾隐患认定工作
第一，在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实施中，发现火灾隐患

和违法行为后，应当知道火灾隐患与违法行为在概念上是不

同的，但是又不是全部截然分开的，而是部分相互交叉、相

互包含的。有些行为既是火灾隐患，又是消防违法行为。例

如，自动消防设施被擅自停用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了防火

灭火功能，又不能立即恢复功能，这种行为既是火灾隐患，

同时又是一种消防违法行为。

第二，在处理程序上也相互交叉、相互包含。对于火

灾隐患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

规定》规定，主要是依法通知责令限期改正，并应根据改正

难易程度合理确定改正期限，逾期未整改的依法给予罚款的

行政处罚。对于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规定，主要是通过处罚纠正违

法行为，依法督促单位和个人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消防

安全措施。对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当场改正完毕，依法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可以口头责令改正，并在检查记录上注明，适

合处罚的应当实施行政处罚，同时根据情节及程序的不同，

违法行为还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类型。因此，火灾隐

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在依法处理的程序和过程中，必须处理好

两者之间相互交叉和相互包含的关系，才能实施有效的措施

消除各类火灾隐患，从而在思想上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

识观念。

4.3 持续加强分析与总结，不断完善火灾隐患排查

的认定方向
在具体的实践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加强对火灾隐患

排查情况的全面分析和总结，不断明确隐患认定的具体方

向。就当前而言，认定工作主要从七个方向开展：

第一，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或者灭火救援行动，不能立

即改正的情形；

第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影响防火灭火功能

的情形；

第三，擅自改变防火分区，容易导致火势蔓延、扩大

的情形；

第四，擅自改变建筑或场所使用性质，导致火灾风险

增大的情形；

第五，在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储

存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能立即改正的情形；

第六，不符合城市消防安全布局，影响公共安全的 

情形；

第七，其他可能增加火灾实质性危险或者危害性的 

情形。

在认定的过程中综合考虑七大方向，同时，必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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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当前制定的 GB35181—2017《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规定的重大火灾隐患术语和定义，熟练掌握直接判定要素和

综合判定要素，涉及重大火灾隐患的情形，应当组织集体研

究确定，复杂或者疑难的应当在确定前组织专家论证，不得

擅自降低和提高认定标准，准确的认定和判定一般火灾隐患

和重大隐患，才能进一步提高认定工作的整体效率，不断提

高监督检查工作的成效 [3]。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各类大功率的电器应

用力越来越广，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消

防监督检查工作中应当高度重视火灾隐患的认定工作，不断

提高认定的能力，不断加强认定体系的标准化建设，进而实

现对火灾隐患的有效控制，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经

济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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