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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突发事件的类型与特征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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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以高校管理者意志为转移，威胁到师生身心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会对学校正常的教
学、科研、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通过对高校突发事件进行合理分类和特征探讨，为进一步正确认识突发事件、

提升高校突发事件管理针对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水平提供基本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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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突发事件是突然发生在高校校园内外的，由学
校内部条件或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大学生起主导

作用而不以高校管理者意志为转移的，威胁到师生身心

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生

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冲击、威胁、危害的紧急事件。

１　高校突发事件的类型［１］

１．１　政治类突发事件
政治类突发事件是指因国际政治危机、国家主权冲

突、国家和民族利益受损、社会矛盾激化、重大热点敏感

问题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因素而引发的突发事件。大学

生热情激昂、追求民主、忧国忧民，在从众心理和情感释

放的驱动下，能够迅速大规模聚集在一起。比如２００８年
４月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２０１２年４月中日钓鱼岛争端
等一系列政治事件，都激起中国人民的公愤，爆发了以大

学生为主体的集会、抗议、示威和游行活动。

１．２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容易造成师生健

康受到损害的重大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有毒性化学品

扩散等事件。例如２００３年４月发生在西安科技大学的
１６７名同学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２００６年７月发生在福
建农林大学５０多名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１．３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是指因洪水、台风、泥石流、地

质、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师生人身财产受到威胁或伤害，

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秩序受到影响的突发事件。我国地域

辽阔，各地的地质地貌、气候类型不尽相同，历来是一个

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往往会给灾区的高校带

来巨大的灾难，使学校和师生蒙受财产损失，造成师生的

死亡和伤害，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例如２００８

年“５１２”汶川地震，２００８年三峡库区湖北兴山山体滑坡，
２００９年台风“海葵”登陆沿海地区等自然灾害，均不同程
度地造成了校舍倒塌、人员伤亡、学生停课等突发事件。

１．４　安全事故类突发事件
安全事故类突发事件是指由人为因素而突然引起

的、对公共安全和师生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事

故和治安事件。常见的一些安全事故类突发事件包括：

交通意外、建筑倒塌、校园暴力、打架斗殴、盗窃抢劫、过

激宣泄、性骚扰、跳楼自杀、实验室爆炸、拥挤踩踏、意外

伤亡等。例如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上海商学院女生宿舍违规使
用电器引发火灾并导致４名女生跳楼身亡，２０１３年４月
山东大学女研究生毕业季精神抑郁跳楼身亡，２０１３年４
月南昌航空大学男生宿舍发现男扮女装的腐尸案等。

１．５　学校管理类突发事件
学校管理类突发事件是指校方在在办学管理过程

中，因为专业设置、后勤保障、医疗保险、教学考试、规章

制度等方面的内部管理不善，或者没有及时、有效的解

决，因待遇、利益、管理问题等引发学生不满而发生的突

然事件。学校管理类突发事件有的是群体性事件，涉及

到大多数学生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群体性的学校管理

类突发事件表现为学生罢餐罢课、集体上访、舍区闹事、

破坏公物等对抗性过激行为。

２　高校突发事件的特征
高校突发事件也具有公共危机事件共同的普遍特

征，同时因为高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高校突发事件还具

有自己的一些特性［２－３］。高校突发事件的普遍特征主要

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２．１　发生的突然性

突发事件虽然是事物内在矛盾由量的积累最终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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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质变的过程，但是它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因素来诱发。

而这个诱因和导火线在高校突发事件中往往是偶然的，

使得高校突发事件在发生上表现出突然性，发生的具体

时间、地点、规模、起因、走向、形式、破坏程度、持续时间

等，往往难以完全预测和准确把握。尽管人们依赖先进

的技术设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突发事件进行预报，但

预测的精确度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２．２　后果的危害性
高校突发事件的影响和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个体生

命、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公私财产、社会秩序、国际关系

等都可能受到损害。不论是什么性质和规模的突发事

件，往往都会破坏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超越师生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同程度地让学校的财产声誉蒙受破坏

与损失。尽管各级政府和社会对高校突发事件高度重

视，但突发导致学校管理者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方

能妥善处置，否则还将使事态进一步扩散升级，造成更为

严重的后果。

２．３　主体的活跃性
高校校园作为对大学生成才成长进行集体教育熏陶

的场所，大学生群体高度密集。如果单个的突发状况发

生后发现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极易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

活跃性。他们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走向成熟的过渡

期，正处于形成和确立坚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过程。思想活跃但年轻易冲动，个人情绪容易受到感染

而波动，自我意识强烈但发展不成熟。一旦发生突发性

事件，大学生群体情绪波动大，极易被煽动。

２．４　发展的易变性
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需要对它一分为二的看

待。事物是向积极的方面还是向负面发展，取决于内外

因素的综合决定。在高校突发性事件演变过程中，因为

事件的突发性和高校的特殊性，使得这种两面性和易变

性更加凸显。高校的突发事件需要地方政府、职能部门

和高校管理者及时做出反应，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给社会

和高校正常秩序带来的挑战。对于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置

是否得当，将决定着事态发展结果。

３　当前高校突发事件呈现的新特点
纵观近几年高校发生的突发事件，除具有以上共同

的普遍特征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５
个方面。

３．１　诱发因素的多样性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精英化逐步向教育大众化目

标过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使得在校生规模日益增长。

高校打开校门进行开放性办学，使得校园与社会的交流

日趋增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当高等教育

的内部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交织在一起时，社会的

各种因素也不可避免地逐步侵染校园。在校大学生同时

受到社会大环境和内部小环境的双重影响，导致突发事

件发生的源头多，校园突发事件的不确定诱发因素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点。市场的多元化、利益分配的多样化、就

业选择的差异性、办学形式的多样化、管理方式的社会

化，都会使得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有所变化。

３．２　组织行为的隐蔽性
传统的召集方式包括张贴海报、悬挂条幅、散发传

单、呼喊口号、流动串联等组织行为，能让高校管理者清

晰地看到大学生群体的诉求和事态的发展脉络，具有可

监控性。随着手机通讯、互联网信息等新兴媒体蓬勃发

展，信息网络成为高校重要的信息传播、舆论导向等的新

载体。从手机电话的语音联络到文字信息的群发，到 ＱＱ
（群）、博客、微博、微信、空间、论坛、贴吧的出现，为舆论

导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３．３　群体行为的过激性
如果说以往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基本上所采取的都

是静坐、绝食、罢课、对话等手段，那么近年来高校的突发

事件过激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大

学生群体情绪波动大，极易被煽动而盲目从众，导致情感

冲动、行为偏激而且不计后果。伤人毁物、打架斗殴、自

残自杀、打砸哄抢、校园暴力、堵塞交通、游行示威等过激

行为事件时有发生。

３．４　事态发展的扩散性
高校作为特殊的公共区域，是高层次人才高度聚集

的地方。高校师生是精英群体，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

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高校的突发事件大都

具有敏感性，往往在瞬间就能造成较强的破坏力，其影响

力向校外扩张迅速，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特别是

随着高校开放式办学与外界联系广泛，加之现代通讯工

具使用率和网络普及率高，突发事件传播与演变的速度

非常快，使得突发事件容易引起社会的反响。

３．５　事件处理的复杂性
高校突发事件往往是各种矛盾混合激化的结果，呈

现出一果多因和互相关联的复杂状态。突发事件发生的

源头多，不确定诱发因素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发展

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变性。例如面对学生的处分时，无

形中面临着是否应该处分、该如何处分、是宽容学生还是

正视损害后果、法不责众还是杀一儆百等一系列现实的

复杂抉择。同时高校突发事件备受政府部门、社会公众

的关注，新闻媒体曝光速度越来越快，高校管理者任何失

误或者不妥当的做法，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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