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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sur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public	fire	safety	management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re	safety	management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fire	safety	awareness,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fire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configuration	of	fire	
safety	hardware	facilitie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has	sorted	out	the	causes	behind	the	problem,	which	are	manifested	as	insufficient	
fire	safety	publicity,	incomplet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an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fire	safety.	Finally,	based	on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the	article	propo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argeted	response	to	fire	safety	management	issues.	By	improving	the	fire	
safety	publicity	system,	optimizing	and	perfecting	legal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the	article	is	committed	to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re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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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督检查视角看消防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峰

四川省凉山州消防救援支队喜德大队，中国·四川 凉山 616250

摘 要

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共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得到了高度关注。文章通过对当前
消防安全管理现状的分析，发现其存在消防安全意识不足、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安全硬件设施配置不足等问
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问题背后的成因进行了梳理，表现为消防安全宣传力度不足、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消防安全资
金保障不足。最后，文章基于问题成因，提出了针对性应对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有效策略，通过健全消防安全宣传体系、
优化完善法律规定、强化资金支持等策略，致力于提升消防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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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公共安全消防需求愈发增加，为保障社会安全、

稳定、高效发展，有关部门必须立足于社会发展形式，深入

摸索探究公共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律，提出更为高效、与时俱

进的管理策略。本文在分析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基础上，对

问题背后的成因进行探索，并提出了几条强化公共消防安全

管理的建议，希望能改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效果，为更好地

促进公共安全和城市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2 基于监督检查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公共消防
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观念层面——消防安全意识不足
一方面，城市居民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欠缺。近些年

关于火灾调查的结果分析显示，近七成以上的火灾事故由主

观疏忽导致。火灾事故伤亡人员，大多缺乏自救技能。城市

居民对火灾抱有侥幸心理，缺乏主动学习火灾防范知识和逃

生技能的意识，在真正遇到火灾事故时，相关人员缺乏经验，

又没有专业知识积累，应对慌张。另一方面，相关管理部门

的责任意识不强。政府、消防部门是负责消防安全管理的主

要责任单位，但由于日常管理事务繁忙，相关主体投入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的精力不足，尽管开展了消防演练和消防宣

传，但力度、实施范围有限，效果甚微。各部门之间对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分配不明确，在工作中存在相互推诿、

责任意识不足的问题，有关部门对自身的消防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认知不准确，消防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2.2 监管落实层面——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
首先，目前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了 “冬防”“夏防” 

会议等一系列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在会议期间提出诸多工作

要求。然而，在向下级传达并推进落实环节，却好像只是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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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召开会议” ，并未能做到 实际执行落地，许多会议精神

与工作要求难以切实落地见效。其次，部分地方政府与部

门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时，存在职能 “越位” 与 “缺位” 

的问题，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的落实常常仅止步于签署目标责

任书、安全责任书这类表面形式。相关部门间协同作业时沟

通受阻、联动乏力，导致监管凝聚力不强，难以形成强有力

的监管合力。最后，基层消防安全管理架构存在薄弱之处，

组织不够完善。管理人员要么身兼数职、疲于应付，要么配

备欠缺、人手不足，这就导致管理工作质量不高。比如，在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时，相关人员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

面，甚至出现虚报瞒报现象，基层末端监管不到位，存在监

管盲区。

2.3 硬件设施层面——基础条件欠佳、安全设施配

置不足
以城市建筑现有消防硬件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基础防

火条件不足，安全设施配置不够完善。首先，基础防火条件

欠佳。早期建设时，部分建筑架构欠佳、耐火性能偏低。彼

时相应防火标准尚未推行，在相关建筑投入运营阶段未历经

消防审验。而以现行规范来衡量，诸多建筑的消防设施设计

与规范要求差别较大，然而建筑已然建成，从根源处彻底整

改的成本较高，整改困难重重，这就导致当前城市存在较多

的消防安全隐患。其次，当前城市违规搭建现象较为突出。

为拓展经营空间，相关主体在市场周边或楼顶擅自搭建钢

棚，或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构筑建筑物。违规搭建会导致相邻

建筑间的防火安全距离与要求不符。此外，易燃物品繁多且

堆放失序。部分商铺存放的物品超高、超宽堆积，侵占了疏

散通道，疏散通道因而受阻，火灾承载负荷增加。一旦起火，

易燃物品大量存放的条件极易引发大面积火灾。最后，消防

设施设备配置不足，当前配置的消防设施存放过期，部分设

施损坏，有关单位并未按照规定定期检修维护。

3 现有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3.1 消防安全宣传力度不足
一方面，消防安全宣传多以消防教育为主导，目前消

防机构和有关部门尚未建立起协同宣传体系。在此情形下，

消防机构几乎独自承担消防安全宣传的重任。政府及有关部

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能与消防机构达成有效配合。最终

导致目前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不佳。由于缺少良好的宣传环

境，公众难以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全面且精准地了解、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要点。社会大众对消防安全的关键意义领悟不

深，对于火灾潜在危害认知不够准确，对可能带来的自身损

失认识模糊，最终导致民众缺乏主动探寻消防风险防控知识

技能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各部门管理未能有效协同，责

任边界不清晰。现阶段相关部门在实际履职进程中，通常依

据各自职权范畴进行精细分工，在划定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

作事务，对于职权边界之外的事项往往疏于关注。同时，由

于上级政府指示不够明确，衍生出部分工作无人负责，而个

别工作多头管理的乱象，这无疑催生了相关部门在履职进程

中的 “职能缺位” 与 “越权管理” 困境，这也进一步增加

了消防宣传工作实施的难度。部分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同

样存在明显认知偏差，企业管理层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对消

防安全事宜缺乏重视，在宣传教育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资

源不充足，进而造成一线作业人员难以接受系统、有效的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的局面 [1]。

3.2 消防法规制度不够完善
现阶段，各区域消防管理部门执行的法规制度一般是

《消防法》和各区域制定的消防工作条例。《消防法》属于

国家最基本的消防安全法规，也因此法规内容多为一些通用

的统领性内容，并不十分详细。因此，各区域会在《消防法》

的基础上进行细节补充，如通过设置《消防工作条例》来为

当地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可操作的规定与要求。但

总的说来，这些内容所涵盖的方面仍不完整，仍有许多空白

需填补。比如在关于灭火器使用年限的设置上，部分地区未

能明确表明灭火器首次使用几年合格，再充填几年合格。法

规制度不完善，无疑给消防部门监督执法造成了障碍，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消防执法的效率和权威。此外，现有的法规

制度中，有关消防违法追责的部分力度不足，由于违法成本

较低，部分单位可能抱有侥幸心理知法犯法。比如说，个别

单位在开业之前未能按照要求执行备案手续。

3.3 资金保障支持不足
造成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根本原因在于资金保

障支持不足。受当地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发展现状的制约，

部分区域在消防安全领域投入的资金不足。由于经费短缺，

消防部门营房功能建设不完善，所配置的救援器材装备数量

不足，部分装备短缺得不到及时填补，或部分装备缺乏更新，

在公共消防设施维护方面也因资金不足而难以及时展开。而

就消防安全管理机构本身而言，其自身的理财意识不强，在

执行预算方面不够严格，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质量相对较低，

“讲排场”“重观感”的问题较为突出。这就导致在使用经

费时，消防安全管理机构将大量资金投入于扩建、改善生活

条件等方面，在消防装备采购、更新升级、维护等方面的投

入相对较少，经费支出不合理。

4 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4.1 打造健全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体系
首先，深入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家庭，广泛开

展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有关单位应秉持 “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 的理念，深入各个角落，依据不同受众

群体和场所的特点，策划设计出能够被大众接纳并喜爱的宣

传内容，提升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的互动性。对于特殊群体，

如老幼、孕妇等，应加强教育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有关逃

生自救技能的教育指导 [2]。新媒体时代，相关单位应利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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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抖音等渠道，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以迅猛之

势广泛拓展消防宣传的覆盖面，让消防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

户，深入人心。其次，要扎实落实消防安全培训举措。消防

安全培训工作必须得到深化落实，相关部门应将其列为各行

业、各单位日常工作考核的关键内容，以考核促培训。培训

期间，需紧密结合各行业的独特性质，为不同部门、不同行

业量身定制专属的消防安全培训指南。消防主管部门还需要

组织各部门、各单位的安全责任人定期进行工作汇报，组织

集中学习研讨活动，以点带面，再由消防安全责任人督促落

实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就消防安全部门内部而言，全体从业

人员务必严格落实岗前培训制度，只有考核合格后，方能持

证上岗，以此来保障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

最后，打通公众渠道，全力保障公民消防权益落地。相关单

位应拓宽消防隐患举报、投诉途径，为激发公众积极参与，

可以对踊跃提供火灾隐患线索人员给予适当奖金奖励。相关

部门在接收到火灾隐患投诉举报信息之后，应迅速、公正、

严谨地展开核查工作，并将核查详情及时、精准反馈给社会

大众。各相关行业主体同样需依循规定，肩负好消防安全的

主体职责，依规设立警示标识，在室内醒目处清晰标注疏散

出口通道位置，标明路线指引，同时提供简易逃生装置，确

保公众在遭遇突发险情之际，能够即刻知晓逃生策略，守护

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免遭侵害。

4.2 优化完善消防安全法律规章制度
消防法律规章条例的创设，需通过复杂且精细的调研

论证程序。若贸然制定法规，很可能给当地的消防安全管理

实践造成重重困难，甚至出现脱离实际的问题。出于这一考

虑，在制定完善法律规范时，极为有必要对近些年来，尤其

是近期新涌现的火灾事故展开系统梳理与统计分析，将其作

为可靠依据。在进行梳理分析时，应着重探究火灾的爆发场

地、触发因素、导致的经济与物质损失以及受灾群体的类别

特点等关键要素，从中摸索梳理规律模式。在进行这些深入

探究的基础上，总结理论成果，方能制定一套符合实际、科

学高效，又兼顾整体布局统筹考量的管理规范。此过程中，

政府发挥关键性指导作用，政府应以国家层面消防领域的相

关法规作为参照标杆，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状况，精心制定更

为周全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其中应包含有关消防安全管理的

各项具体事务，为有关部门提供可靠的依据与准则。借助法

律手段，清晰界定各部门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的权力范畴

与责任界限，对各个单位、不同人员所担当的消防工作职责

进行规定，同时还应对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制定有关规定。以

法律规定要求，组织高效地部门联动，真正做到权责明确、

责任清晰，避免责任相互推诿情况的发生。为提升法律规定

的权威性，还应积极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立法流程，拓宽公众

参与立法的深度，相关部门应广泛吸纳来自各方的建设性意

见，汇聚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助力消防法规制度逐步迈向完

备与成熟 [3]。

4.3 增强经费保障支持
有关部门应逐步拓展消防财政供给规模，切实增强消

防公共财产保障力度。针对消防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有

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消防管理的地位和重要性，突破传统

思维定式，秉持大胆创新理念，在扎实开展充分调研工作的

基础之上，对消防经费支出占比予以审慎且合理的调适，运

用科学方法精心编制财政预算，有必要将消防预算进行优先

审核。同时，还应重视内部制约，积极构建完备的内部制约

机制，全方位强化对消防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对各项目进

度、项目完成成效进行监督审查，以内部制约监督保障消防

专项经费运用科学、合理、高效。

5 结语

公共消防安全管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到每一

位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本文为优化消防安全管理提供了几

条建议，主张从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体系、制定完善消防

安全法律规定、提供充足经费保障支持等路径，提升消防安

全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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