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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城学生公寓区的治理是我国高校面临的新课题。本研究从我国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特点分析入

手，就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安全治理的影响，提出加强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理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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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students' apartment is a new issue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face in China. This paper starts to ana-

lyze the governmental features of students' apartment in "University City", and then to find out the security problems of University stu-

dents' apartment, and the impact they have on security governance. Consequently, the paper aims to propose some innovative strate-

gies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of students' apartment in "University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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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大学

城于十年前在我国众多地区纷纷兴建起来。比如广

州大学城占地面积达43.3 平方公里，设计总人口达

40 余万人，其中大学生 20 余万，有十余所高校入

驻。浙江省也不例外，在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

等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了五大高教园区，这

三个城市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几乎都在高教园区

学习、生活。

新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校将更

加开放，面临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大学城由多家

高校进驻，规模大，学生高密度集中住宿，大学城

公寓的安全治理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我国政府及教

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大学城的公共治理工作，先后

颁布了有关文件，对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管理提出

明确要求。如教育部于 2002 年 8 月 26 日专门下发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安全管理的若干意

见》，并于 2004年颁发《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

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但是我国大学城作为一个

新兴事物，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发展，其存在的许多

问题已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校外公寓学生安全稳定

就是大学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分析大学

城校外学生公寓治理特点和所存在的安全问题，加

强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理，以进一步适应高校的

和谐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一、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特征分析

我国大学城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规模趋

于稳定，管理体制机制逐渐完善，但是大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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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面呈现出的多种特点对学生公寓安全治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大学城公寓区学生居住的高密度集聚

性。公寓是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和休息的主要

场所，大学生在校期间 2/3 的时间在公寓区度过。

大学城在规划时，往往设立共享生活区，比如温州

大学城就设立六个学生公寓区。每当下课后，大学

城内各高校的学生从教学区回到公寓区，使学生公

寓区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人员群体居住地，这对传统

的高校学生安全保卫工作带来冲击。

（二） 大学城公寓区学生思想和文化的融合

性。大学城学生公寓由各层次、各类型和各专业的

学生混合聚居在一起，各高校不同类型、层次和专

业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他们在公

寓区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有效地促进了大学

城内各高校不同文化在公寓区的融合，也有利于公

寓区学生思想的融合。当然，这种大学城学生公寓

的融合性，给传统的以班级为单位的学生教育管理

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呈现开放性。大学

城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综合体，校际之间

往往以水系、绿化带和道路自然阻隔，通过学校建

筑物的风格和色调来识别。大学城内高校与城镇之

间没有明显界限，使原本独立的高校显得格外开

放。城内各高校学生在公寓区大聚居，使得高校之

间的临界距离更为模糊。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所呈

现的开放性对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带来挑战。

（四）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社会化程度较高。

大学城所具有的开放性、融合性和学生公寓集聚

性，使得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不再是一个有机的封

闭系统，各种外界思潮向公寓区学生渗透，使得位

于城郊大学城的学生公寓进一步受到社会氛围、社

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社会性成为大学城

学生公寓治理的又一大特征。同时，市场机制下各

种商业活动极易渗透到大学城学生公寓。大学城公

寓区的学生作为“社会人”的一个群体，受到社会

影响的因素加大，迫使我们对传统的大学生教育管

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五）大学城学生公寓治理方式多样化。大学

城学生公寓建设规划与大学城的治理理念和学校的

管理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大学城的治理理念

和高校的不同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大学生公寓区的规

划布局和建设格局，从而使我国大学城学生公寓建

设规划和管理格局日趋多样化。与此同时，不同的

学生公寓建设管理格局对公寓安全治理提出了不同

要求，这就使得高校公寓管理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适合自己学校的公寓安全治理模式。比如温州大

学学生公寓的学生教育管理采用了学区制，而温州

医科大学学生公寓则采用了社区制。

二、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分析及其对安

全治理的影响
我国每个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是治安形势最为严

峻的地方，而大学城恰恰建在城郊，这就意味着大

学城学生公寓将受到周边城镇治安形势的影响，安

全隐患较多，治理难度较大。当前，大学城偷窃、

诈骗、交通事故等各类案件多发、高发，学生群体

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学生公寓成为高校

安全事故的多发地段和安全治理工作的重点、难

点。纵观各个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问题及现状，究

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协调治理机制不完善。大学城是我国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产物，虽然经过十余

年的建设发展，但大学城内学生公寓区综合协调治

理机制还不完善，安全治理的职能不清、部门分

割、权责失衡等问题比较突出。此外，政府对大学

城学生公寓安全协同治理重视程度不够，人员和经

费投入不足，这就造成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理工

作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稳定。

（二）高校周边社会环境复杂。随着改革开放

与经济发展，我国社会文化、国民价值观日趋多元

化，人们的法律意识觉醒，高校周边农民已经不再

是“单纯的”农民，他们有时找政府解决不了的问

题，就直接找到高校里来，比如被征土地农民的就

业和三产用地等问题，使得与农民打交道毫无经验

的高校要面临处置棘手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建

在城郊的大学城学生公寓，它的周边环境比较差，

安保设施欠缺，交通管理混乱，而且当地居民的整

体素质不高，外来的小摊小贩又不少，使得整个大

学城学生公寓治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了公寓

区的学生安全稳定。

（三）容易受到不良思想和文化的侵袭。公寓

区学生自主化程度较高，思想活跃，但辨别是非能

力相对较弱，一些非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乘虚而

入，导致一些大学生理想信念淡化、价值观混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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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素质下降，为大学城学生公寓的安全稳定埋下

隐患，特别需要警惕的是非法宗教组织的传播和影

响。温州市是浙江省信仰宗教群众多、宗教活动比

较活跃的地方，由于受家庭信仰宗教的影响，不少

大学生也信仰宗教。一些非法宗教组织甚至是邪教

组织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渗入大学城学生公寓宣

传拉拢学生参加祷告、读经等活动，部分邪教组织

还冒用基督教的名义欺骗拉拢少数大学生参加违法

聚会活动，散布歪理邪说，这既给大学城学生公寓

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带来严重危害。

（四）网路新媒体的影响作用日益明显。网络

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

网络为传播载体的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学

生公寓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青年学生对

网络新媒体的接受程度高、使用时间长、依赖性明

显。我们应该看到，网络新媒体在带来诸多好处的

同时，在信息真实性审核、不良信息屏蔽、传播渠

道引导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人员高度聚

集、信息传播快的大学城学生公寓，网络新媒体对

传统的公寓安全管理模式造成重大冲击。比如

2010 年温州大学城某学院100 多名学生因听信网络

谣言而产生的住宿搬迁纠纷就是例证。

（五）后勤管理服务水平低。大学城学生公寓

安全稳定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后勤管理服务所引起。

当前，许多高校将大学城学生公寓的后勤管理服务

工作交给后勤企业或实体，后勤企业或实体在追求

经济效益时容易忽视社会效益，于是难免出现后勤

保障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如餐饮价格上涨过快、

突发停水停电等，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导致学生滋

事并进一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当然，随着高校

贫困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学生学习、就业压力的

不断加大，学生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经济上、心理

上、情感上的问题，这些也对学生公寓区的安全稳

定带来了影响。

三、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理创新

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理是一个系统、艰巨的

工程，事关学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关系到学校

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和谐

稳定。因此，只有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才能进一步探索大学城学生安全治理的方法与对

策，揭示其内在的科学规律，建立多元化的高校校

园安全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大学城学生公寓安全治

理的社会化、现代化、专业化和人性化。

（一）建立协同治理应急机制。大学城是一个

由多个入驻高校组成的联合体，每个高校都是一个

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但又是紧

密联系。作为类似联邦制的联合体机构，每个大学

城都需要有一个代表政府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的机构入驻，着重理顺大学城各方关系，明确职

责，联络各个高校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大学城学生

公寓协同治理和应急机制，形成对学生公寓安全治

理的合力。同时，要加大大学城公寓区安防设施投

入和校地群防联动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大学城入

驻高校的信息共享和联防应对机制，加强对学生公

寓突发集群行为的控制和疏导。

（二）开展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的

综合治理不仅事关高校的和谐稳定，也关系到大学

城所在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大学城驻地政府

要有长远眼光，通过开展校园周边的综合整治，积

极建立“利益共同体”；大学城驻地公安机关，要

加大对娱乐、饮食和住宿场所的检查，突出对“城

中村”的治安管理，将大学城许多治安事件扼杀在

萌芽状态；入驻大学城的行政管理机构要主动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政府与高校的对接工作，联合

各方面力量协助政府开展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

工作。

（三）加强公寓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

行动的先导，入驻大学城的高校首先要根据公寓区

学生密集居住的特点，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并将其融入大学城学生公寓文化建设中；

其次，要在公寓区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学

生的法制意识，让非法宗教、邪教组织在大学城公

寓区无地藏身；再次，要在公寓区学生当中全面开

展安全防范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学生安全防

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同时以制度为依托，针对

大学城公寓学生安全教育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有效

研究，围绕建设“和谐大学城”，构建一个科学、

合理、高效的大学城公寓区学生安全治理体系。

（四）掌控并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当前正处于

大数据和信息爆炸时代，各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

息平台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此时，大学城里

的高校管理者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如何依托现有

(下转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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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两多、两难、两化”是指温州民间金融运行中存在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现象，以及促进民间金

融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动作。

② “海域使用权直通车”是指用海项目依法需要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办理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房屋产权登

记等手续的，海域使用权人可以凭海域使用权证书直接办理。

（责任编辑：台新民）

立信用担保风险分散和代偿机制，规范担保行业发

展。设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参与建立完善信用担保体

系。成立非盈利再担保机构为政策性担保机构、互

助性担保机构及商业性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

(上接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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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资源，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学城公寓学

生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活动，规范引导学生上网，

使学生从网络游戏中脱离出来。同时净化互联网络

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堵住外来反动、有害信

息进入校园网络，并建立健全大学城公寓网络舆情

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查处校园网站出现的各种不良

信息，做好校园网信息监控与舆论引导工作。

（五）创新后勤管理服务工作。我国大学城公

寓区后勤管理服务形式灵活多样，有高校自己的后

勤实体来经营的、也有委托管理服务或者直接由社

会上的企业来经营的。无论何种后勤管理服务形

式，都要结合高校本身实际，以服务为根本，依托

现有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和途径，积极发挥各

类学生自律组织的作用，突出公寓区学生的自我管

理，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公寓区后勤管理与服务中

来。针对公寓区学习、生活、就业有困难的学生和

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学生成长成才和心理咨

询与健康教育服务站，并以大学城公寓文明建设为

契机，组织师生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公寓安全检查，

及时掌握公寓不安全信息并消除安全隐患，从而构

建有利于公寓学生成长成才、安全稳定的后勤服务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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