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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管理理论视阈下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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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园危机管理问题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文中结合校园危机的特点，引入和谐管理理论，构建出基 

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危机管理系统，为新时期和谐校园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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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高校校园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引发全社会广泛的关注 

和反思。与之对应的是，现实中绝大部分高校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在面对危机时往往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没有 

系统的应对策略，危机管理漏洞百出，不能有效地化解和处理各类校园危机事件，更难以做到“防微杜渐”。给 

高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负面效应。 

1 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相关文献综述 

1．1 校园危机与校园危机管理内涵的界定 

校园危机(campus crisis)，又称“校园突发事件”、“高校公共突发事件”等，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1]。分析 

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基本上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来界定校园危机的概念，如表 1示。综合中外学者对校 

园危机概念，笔者认为校园危机是发生在校园内或与校园成员有关 ，由学校 内外 因素引起的、干扰学校正常 

运行的、严重损害或者可能严重损害学校组织功能及成员利益，而以校园现有的人力与资源难以立即有效解 

决的突发事件、意外事故或演变趋向。概括Zdziarski、耿依娜、林广梅等学者对校园危机管理的论述，校园危 

机管理是学校为避免或减少校 园危机产生及产生后的危害，通过建立危机管理机构 ，进行危机监测 、危机预 

警、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等活动，而进行的危机预测、处理、恢复和评价的过程。 

表 1 国内外学者对校园危机概念的界 定 

界定维度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1．2 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相关研究概述 

作为高校管理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校园危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综述国内外校 

园危机相关研究文献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两类：第一，基于职能管理视域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研究注重分析 

校园危机的诱因，进而依据危机产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_2]；第二，基于危机过程管 

理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研究是指引入危机阶段处理模型【3]，提出各阶段管理机制和解决策略的研究思路。例 

如Fink、Mitroff等国外学者早在 2O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校园危机管理领域引入了以数学计量为基础的 

收稿 日期 ：2014—01—10 

作者简介：赵晓毅(1982一)，男，河南洛阳人，管理学硕士，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经济贸易系助教，研究方向是技术创 

新管理。 



52 河 北 工 程 技 术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 报 

危机处理模型和仿真系统，提出诸加强培训教育创建并更新突发公共事件应对预案、添置校园安全设备、营 

造 良好的校园环境 、加强 网络建设等校园危机应对策略；吴建勋、王瑜、段一珂等 国内学者在校园危机的机制 

构建上借鉴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将危机管理体系划分为预警管理、评价管理、沟通管理和控制管理等部分， 

着重从成立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和危机处理工作小组、加强 日常管理与监督、建立可行 的校园危机处置机制、 

设立校园危机的评估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校园危机管理机制，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 

2 和谐管理理论概述及其在校园危机管理中的适用性 

2．1 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和谐管理理论是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教授运用系统论的思路，在对管理学知识整合性建构的基础上于 

2O世纪 8O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其核心特质是将自身定位为复杂环境下的“问题解决学”。和 

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表述为Ⅲ4]：组织领导依据组织的战略愿景，在分析内、外部环境 的基础上 ，提出当 

前阶段的和谐主题(HT)；根据和谐主题(HT)确定和则(HP)与谐则(XP)体系，并通过和谐耦合(Hc)机制， 

实现组织管理活动的高绩效；解决了现有的和谐主题之后，又会产生影响系统演化的新的和谐主题，通过新 

一 轮循环实现新的主题和谐 ，如此循环往复，循环优化 ，实现系统不断优化发展的 目标 ，如图 1所示 。其中和 

谐主题是指特定组织情境下 ，实现组织战略愿景需亟待解决的问题或任务；和则和谐则是和谐管理活动中优 

化控制机制和能动演化机制；和谐耦合是组织管理者通过和则与谐则两大体系围绕和谐主题在不同层面的 

互动、转化与整合。 

主题的确定 II 主题的实现  ̈ 管理绩散评估、反馈和学习 

敢性 l 敛性 2 致性 3 

E为外邵环境 ；O为组织 内郡状况 ；L为领导者特性 ；S为战略愿景 ；HT为和谐 主题 ；XP为谐则；HP为和则；HC为和谐耦合 ；HX为主越 

和谐；P为管理绩效；一致性 l是S与EOL的一致性；一致性 2是 HT与S的一致性；一致性 3是 HP、XP及 HC与HT的一致性 

图 l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的高校校 园危机管理系统框架 

2．2 和谐管理理论在高校校园危机管理中的适用性分析 

和谐管理理论可以为高校校园危机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框架，其理论特质可以有效解 

决以往高校危机管理中基于职能管理和过程管理的弊端，对校园危机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1)和谐管理理论的学科属性更适合解决高校校园危机管理问题 

致力于多变环境下解决复杂管理问题的和谐管理理论以其独有的系统性、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问题” 

为导向把学校内外部环境 、战略导向同和则 、谐则及互动耦合机制的有机结合 ，纳入一个管理系统 ，特别是对 

应对不确定性的解决之道“和”的强调，使它对校园危机管理这类复杂多变问题的解决具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避免常规的职能管理和过程管理思路下的校园危机管理陷入“头疼医头 ，脚痛制脚”，管理效果欠佳的困境 。 

(2)引入和谐管理理论可以确保高校校园危机管理与组织战略的对接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以和谐主题作为管理定位及体系设计的出发点。在和谐主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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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过程中，领导以组织愿景、使命、战略意图等为依据，而可以从根源上保证危机管理与组织战略的对接。 

(3)基于和谐管理理论可以提出更系统全面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策略 

和谐管理理论强调从从“人”、“物”及“人”与“物”的互动三个方面认识管理的影响因素 ，不仅主张通过制 

度、流程、结构等对管理流程进行规范 ，而且强调发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能动性，并通过“人”与“物”互动的 

耦合机制提高管理绩效，基于此可以提出更系统的校园危机管理策略。 

(4)依据和谐管理理论可以建立起完整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评估体系 

通过对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三个一致性关系(即组织愿景及战略意 图与外部环境 、内部状态、领 

导者特性的一致性 ，简称 S与 E0I 的一致性 ；和谐主题与组织愿景及战略意图的一致性，简称 HT与 S的一 

致性；和则机制、谐则机制及耦合机制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简称HP、XP及HC与HT的一致性)的判断，可 

为校园危机管理的评估提供一个系统的参考框架，建立起高校校园危机管理评估体系。 

3 构建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系统 

校园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监测、危机预警、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等活动，从时间节点上可以将该工作划分 

为危机爆发前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爆发后的危机应对两个基本阶段。危机预防贯穿于校园日常运营之中，应作 

为校园的一项常规管理予以重视，而危机应对给学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的管理问题[5]。文中将校园危机这一复杂性管理问题纳入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以高校校园危机的内在机理为 

依据构建出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系统框架 。 

3．1 确定和谐主题 

高校校园危机管理和谐主题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学校外部环境(E)、内部状况(0)、领导特质(L)，以 

及战略愿景(s)等因素。学校的内、外部环境包括学院(系)、学校、家长、社会等环境因素，受我国经济社会转 

型及信息化技术蔓延的影响，其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对高校危机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标准，不仅 

要求校园安全稳定，学生成长成才 ，而且还要求构建和谐发展氛围，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危机管理 

是进行快速有效的危机管理，保持校园安全稳定。通过分析，可以确定出新时期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和谐主 

题是防止校园危机的发生或 以最短 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消除危机的影响，并实现危机与机遇的相互转化。 

3．2 设计管理机制 

围绕新时期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的和谐主题，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和则(HP)、谐则(XP)和耦合(HC)机制 

体系，使组织实现主题和谐(Hx)，从而实现班级管理工作的高绩效(P)。 

(1)构建和则体系 

针对新时期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的特征构建和则体系，着眼于管理工作中，与人相关要素不确定性的消减 

和利用，为校园安全稳定提供和谐发展的环境空间，以解决由于动态环境复杂性和领导能力局限性而产生的 

程序性管理不足。具体包括实施危机意识教育，增强师生的危机意识，树立起全员校园危机意识；保证危机预 

防信息渠道通畅，形成内部信息共享的氛围；危机处理中树立积极主动的应对态度，贯彻诚信、自律的理念 

等。 

(2)构建谐则体系 

针对新时期校园安全管理过程中确定性高、可察、可控的相关因素及其关系，构建谐则体系，通过正式的 

规章制度、体制、机制等，对校园危机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运作程序进行优化设计和控制。谐则体系的具体 

内容包括设立危机管理常设机构；建立健全校园危机管理的制度机制；设计危机解决系统，加强日常管理与 

监督；一旦发生校园危机事件第一时间成立危机处理小组，确认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地披露危机处理的信 

息；与政府、媒体及公众等相关组织和个人进行有效沟通等。 

(3)构建和则与谐则的互动耦合机制 

高校校园危机管理和则与谐则的互动耦合机制，是指“能动致变的演化”要素与“设计优化的控制”要素 

围绕“防止校 园危机的发生或 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消除危机的影响 ，并实现危机与机遇 的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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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和谐主题的相互作用 、相互协调、相互转化的过程 ，包括策略性思考、程序性思考、文化及人际思考、系统 

性思考等环节。具体内容包括：领导组织学校各种资源，设立危机管理常设机构；建立起完备的危机管理制 

度，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危机教育活动，提升全员的危机管理意识；通过内部信息共享和有效沟通，完善校园 

危机管理的制度机制，并加强危机的管理与监督 ；领导迅速组织学校各种资源，成立危机处理小组，提升危机 

意识 ；通过内部信息共享和有效沟通 ，找 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在沟通与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 出危机应对计划 ； 

使积极主动的意识制度化，保证应对危机计划的执行；积极主动地应对危机，并从中寻找企业的发展机遇；发 

挥制度、体制的强制力和文化、意识的诱导作用，实现对危机的有效管理等。 

3．3 制定评估体系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校园危机管理活动必须围和谐主题有目的、有导向地开展，在一定时期需要对阶段 

性的管理绩效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的反馈和学习，让管理者明确改进的方向，作为下一循环危机管理起点，不 

断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可以依据对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三个“一致性”关系的判断，制定评估体系，对高 

校校园危机管理工作的状态和水平进行动态评估，具体框架及判定标准见表 2。 

表 2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的校园危机管理评估框架 

S与 E0L的 HT与 S HP、XP及 HC与 
一

致性 的一致性 HT的一致性 高校危机管理的评估结论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三个二级 一致性均高 

任意一个为低 

三个二级一致性均高 

任意一个为低 

三个二级一致性均高 

任意一个为低 

三个二级一致性均高 

任意一个为低 

学校有正确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合适的和谐主题及恰当的主题 

实现机制 

学校有正 确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合适的和谐主题 ，但主题的实现 

机制选择不恰 当 

学校尽管有正确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和恰当的主题实现机制，但 

和谐主题不合适 

学校尽管有正确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但和谐主题不合适恰，主题 

实现机制选择不恰当 

有恰当的主题实现机制，但学校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不正确，导致 

相应的和谐主题不合适 

学校的危 机管理战略导 向不正确 ，导致相应的和谐主题不合适 ，且 

主题实现机制不恰 当 

有恰当的主题实现机制，学校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不正确，相应的 

和谐主题合适与否不确定 

学校的危机管理战略导向不正确且相应的和谐主题合适与否不确 

定、且主题实现机制选择不恰当，学校危机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4 结语 

校园危机管理问题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为整合管理学研究手段之一的和谐管 

理理论，可以为高校校园危机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框架。笔者将高校校园危机管理纳入和谐 

管理理论分析框架 ，通过确定和谐 主题 、设计管理机制 (和则、谐则和互动耦合机制)、制定评估体系三个方 

面 ，构建出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高校校 园危机管理系统 ，以期为高校校园危机管理实践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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