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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火灾的社会特征及治理研究
!

---以上海为例

崔小璐

摘
!

要!城市火灾发生及危害程度在社会层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海为例%首先#受灾

人口特征差异性显著%其次#上海第三产业火灾比例高于第一$二产业#私有经济为主的

非公有经济单位火灾发生比较集中%再次#火灾发生区域差异性显著%可见#当前城市内

火灾社会特征的差异性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减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性问题%

因此#未来对火灾的治理策略#不应只是针对灾害预测$控制和救援科技上#应对火灾的社

会特征给予正确认识并纳入制度改造的考量#而对易受灾社会群体$受灾区域$社会经济

关系等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才是改善我国城市火灾治理效能之道%

关键词!特大城市&火灾治理&火灾的社会特征&治理的结构性问题

近年来#与国内民众和舆论对人口集中$资源集中的城市所发生的灾害关注度高相

比#我国学术界对于城市内发生的灾害研究显得较为冷清#诸如城市常见的火灾研究也仅

局限于消防机构和少数研究者关注范围内#学术界还没有对此产生足够兴趣或具备足够

能力去开展系统的$深入研究#尤其从城市灾害的社会视角来进行城市治理研究非常缺

乏#这在当前我国市场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中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本文将以上海已发

生的火灾为例#从社会视角探讨我国城市火灾治理问题%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火灾视为偶然的$孤立的突发性事件#对火灾发生原因的认识主

要停留于物理性自然层面#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开展火灾研究#期待从科技和工程方面寻

求减少火灾发生和降低火灾损失的策略%在火灾治理上#重视灾后应急与管理#对灾前预

防和治理关注不够$力度有限或针对性不强&在城市相关安全政策制定和采取的治理策略

方面#比较关注消防技术$消防设备$建筑材料$消防技术标准$消防安全规范$消防演习及

防灾知识观念宣传和普及等%然而世界火灾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发达国

家先进的防灾科技与工程并没有显著降低和减少火灾的发生和人员伤亡损失#这表明仅

靠科技手段来加强火灾治理#其成效十分有限#火灾治理问题还需要从社会角度去挖掘火

灾发生和变化的社会诱因#社会科学应发挥重要作用%从已发生火灾的社会特征来探讨

火灾治理是相对于从火灾的自然特性开展的治理而言的#此处社会特征是一个比较宽泛

的概念#包括人口$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等%

国内学术界对火灾致灾的社会性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是通过使用宏观

统计数据来发现火灾变化规律%已有社会视角的研究文献较多关注全国层面或省域层面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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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宏观数据变化来发现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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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省市间或地区间对火灾变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差异性比较
'陈帅$安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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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城市内所发生火灾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火灾变化与社会性因素之间关系探讨甚少#这种研

究状况对我国具体城市或地区的火灾治理和消防资源的分配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根据本研究

发现#出现这种研究状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城市对外公开的火灾数据比较笼统#详实的

资料很难获取#或者是火灾记录信息本身就不完整和规范#消防系统还没有建立详实的公开的火灾信息

数据库供学者或民众查询&另一方面#我国对灾害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还处于刚起步和摸索阶段#还没有

形成学科性的理论和方法%

国外从社会视角对一个城市内火灾结构性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多%有研究认为火灾受灾群体存在

显著差异#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遭受火灾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分别从人口结构$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家庭条件$居住状况等社会经济因素解释受灾群体差异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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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试图从社会脆弱性理论或社会排斥理论等视角给予解释
'

5-)(;).E)

#

>@;K#

#

/""/

!

!&23!70

(

%在城市

内社区层面#则认为城市火灾社区分布差异显著#贫困地区$衰落社区和少数族裔聚集区火灾危险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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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外大多数研究仍处于简单的统计分析和描述阶段#从社会视角研

究城市火灾及治理问题主要还是经验性积累#学术性的解释理论工具甚少#理论性的系统分析还显得不

足%尽管已有研究方法和视角存在差异#但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受灾人口特征上$社会经济水平和居住

环境方面#普遍认为老人和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劣势的儿童是主要受灾人群&贫穷和落后会导致火灾危险

性上升#城市内衰落区$经济收入低的区域易遭受火灾#且不同社会区域遭受火灾类型差异显著%与国

外研究结论类似#国内消防部门公布的信息和公共媒体报道显示#我国城市火灾受灾群体主要是社会弱势

群体#其中老人和流动人口是伤亡的主体#因详细数据获得困难#学术界缺乏对相关现象的思考和研究#多

数学者只是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火灾的重要因素#相对忽视火灾的结构性问题及其产生的社

会致因的考量#仅简单地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火灾发生率的上升或下降#因此研究结论有失偏颇%

针对上述研究状况#以及处于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变迁中的中国城市现实#本文以笔者所掌

握的上海市已发生的火灾为具体个案#通过分析其社会特征#揭示出我国特大城市火灾发生的结构性问

题及影响因素#试图从社会视角对城市火灾做一学理上的阐释#其目的!一方面从灾害的社会视角推进

城市灾害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特大城市---上海所发生火灾的具体个案以深化对我国城市灾害的认

识%因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城市社会结构性差异研究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社会视角可以从另一个不

同侧面反映了变迁中的中国城市火灾发生背后的社会机理%基于本文所掌握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和有效

性#从社会性要素对城市火灾进行早期干预及有效治理#对提升城市火灾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城市火灾发生的社会特征分析

我国正经历着社会经济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时期#快速城市化$人口流动加剧$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以住房分层为特点的社会阶层分化等深深影响了我国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内火灾形势和致灾因素也

出现了新的变化和作用规律#他们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也出现新的特点#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立足本土

经验#从城市社会变迁大背景来理解我国城市火灾的社会特征以开展城市灾害治理意义重大%因此本

文尝试从社会视角来审视城市火灾现象#将有助于我国城市火灾研究向纵深发展%

居住人口上千万的上海无疑是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特大城市#作为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上

海市近一百年来经历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社会变迁#是研究中国城市问题$调查中国城市问题的典型

地域%剖析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所发生火灾特征特质$受灾群体及变化发展趋向#有利于建构与培育提升

特大城市的灾害治理体系与能力%

本文通过上海的研究#希望研究不只局限在上海这座城市范围内#还应该将研究成果反思扩大到更

广泛的领域!基于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国内人口迁移的中国城市#其产生的城市问题与发达

国家城市问题之间有何不同%数据分析中#根据笔者所掌握到的数据全面性变化#坚持数据时间跨度越

长#越接近事实的原则#在
/""2Y/"!!

年之间作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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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伤亡火灾的人口特征

伤亡火灾是指有人员伤亡的火灾#排除了无人员伤亡的火灾%根据
/""7

至
/"!!

年上海已发生伤

亡火灾的详细统计数据"发现#伤亡火灾中受灾人口在性别$年龄$来源'以户籍类型划分($教育程度$

职业$健康状况$死亡时间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

性别与伤亡火灾

已有研究发现性别是影响火灾伤亡的一个人口特征因素#国外研究发现火灾事故中#男性比女性更

有可能遭受致命的和非致命的伤害#

%针对火灾伤亡中的性别差异#国外已有研究普遍接受的观点认

为!一种最可能的原因解释是男人在家庭中扮演的传统主导角色使他们在遭遇火灾时会努力去保护家

人和参与救火#因此#男性在火灾中会遭受更大的死亡和受伤%

上海火灾伤亡统计数据发现火灾伤亡人员中性别差异同样存在#

/""7

年至
/"!!

年火灾死亡人员

中#男性死亡
!2"

人#占死亡总人数的
&"#/8

&女性死亡
00

人#占死亡总人数的
10#%8

#男性高于女性

/"#$

个百分点%受伤人员中#男性受伤
!27

人#占受伤总人数的比为
&$#&8

&女性受伤
%&

人#占总数的

12#$8

#男性高于女性
/0#/

个百分点%说明火灾伤亡中性别差异影响较显著#男性遭遇火场的机会比

女性多%

/#

年龄与伤亡火灾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老人和儿童历来是火灾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因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容易成为

火灾的主要受灾群体%

从上海火灾受灾人员的年龄结构来分析#表
!

显示#受伤人口中#

!0

$

20

年龄段的有
!%!

人#占比

最多#达到
7$#28

&其次#

&"

岁及
&"

岁以上老人受伤人数有
11

人#占比
!1#&8

&

"

$

!%

年龄段的受伤人

数有
/0

人#占比
!!#08

%上海火灾受伤人员中青壮年最多#这与国外已有研究结果相反%

表
#

!

伤亡人口年龄分布'

$%%KU$%##

年(

年龄段 受伤人数'人( 占比'

8

( 死亡人数'人( 占比'

8

(

"

$

!% /0 !!#0 11 !1#/

!0

$

20 !%! 7$#2 !"& $/#&

'

f&" 11 !1#& !!" $$#/

合计
/$1 !"" /$0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相对于火灾受伤人口年龄特征#表
!

显示火灾死亡人口中#

&"

岁及以上老人死亡
!!"

人#占全部死

亡人数的
$$#/8

%这些老人中#有不少因为有病或饮酒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而导致火灾伤亡#这跟国外

已有研究结论相同%由于老人的逃生自救能力相对较弱#在遭遇火场时难以逃生而死亡%

将时间段拉长#从上海
/"""

年以来的老年人受灾数据发现'见图
!

(#老年人口群体是火灾中死亡

的最大群体%自
/""/

年至今#上海每年因火灾致亡的老人数始终占到总亡人数的
$"8

左右#甚至超过

2"8

#是年龄组中比重最大的%以
/""&

年为例#全年上海因火灾死亡
$2

人#其中
&"

岁以上的老人有

/2

人#占总亡人数的
22#&8

%

此外#上海老年人的火灾死亡率是全市平均死亡率的
/

倍#而且年龄越大#危险性越大%由于外来

人口中老人占比很小#到
/"!!

年外来人口中老人占比只有
/#&8

#所以火灾死亡人口中#主要是上海户

籍老人#而且这种死亡比例远远高于上海户籍老人占上海户籍总人口的比例%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的

加重#老年人口致灾因素不断增多#比如独居老人$独生子女父母$丧独老人等进入老年化#高龄人口增

多#上海户籍老年人口火灾危险性有日趋严重化趋势%

.

$1

.

"

#

由于+上海消防年鉴
/"!!

,将
/"!"

年)

!!

!

!2

*火灾作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事故#在火灾详细情况统计中未列入统计范围#所以为

防止统计失误#本研究在以下分析火灾详细情况时也未将其列入%

TE:)O#X;KK

#

T?#

#)

F:;?;(@>?+.@+(.EDXEC> +̂?>e+(@+C.

*#

];@+E);K +̂?>6?E@>(@+E)M..E(+;@+E)

#

/""2

#

:@@

I

!""

,,,#)D

I

;#E?

G

"

;.

3

.>@.

"

D+K>.

"

65̂

"

F:;?;(@>?+.@+(.PDXEC>[-CC;?

A

#

I

BD

%

.>;?(:f8//F:;?;(@>?+.@+(.8/"ED8/"XEC>8/"̂+?>8/"e+(@+C.8//

#

/""&3"%3!/#



崔小璐!特大城市火灾的社会特征及治理研究

图
#

!

上海火灾老人占死亡人数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上海
!%

岁以下儿童火灾伤亡少#这与国外研究结果相反%这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到

/"!!

年止#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
!7

年负增长#平均每户家庭孩子数量少#再加上孩子有专人

照看#减少了孩子遭遇火灾伤亡的机会%所以#上海
!%

岁以下年龄段人口伤亡比例较低%

1#

户籍类型与伤亡火灾

外来人口"是指那些没有上海户籍的劳动人口#尽管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流动人口对上海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缓解作出贡献#但随着上海外来人口的逐年增加#火灾中外来人口伤亡也逐渐增多%表
/

显

示#

/""7

年至
/"!!

年中#流动人口死亡人数有
&1

人#占
/2#18

&受伤人数有
!"2

人#占比
$1#&8

#是火

灾受伤的主体#其中外来青壮年是主要的受伤群体#而且男性多于女性%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外来人口

中男性人数多于女性%

表
$

!

受灾人口来源统计表'

$%%KU$%##

年(

常住人口'国内( 流动人口'国内( 合计
死亡人数

!%& &1 /$0

受伤人数
!1& !"2 /$!

合计
1// !&% $0"

但由于人口统计口径中将居住半年以上外来常住流动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进行统计#而流动人口呈

现出由短暂停留到长期居住#

/"!!

年的火灾统计数据中就有外来人口
%

人列入常住人口中#从而从统

计数据上显示流动人口'国内(受灾情况有趋缓的趋势%因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外来人口因户籍问题

遭遇到的制度排斥#导致外来人口遭受火灾的机会远大于本地户籍人口%

图
$

!

受灾人口受教育情况柱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于外来人口中青壮年比重大#所以在遭遇火

场时易逃生#但致伤概率大#相对于老人来说#致死

率不高#所以呈现出了外来人口受伤率高于死亡率%

户籍类型原因导致的火灾危险性差异是造成我国城

市火灾与国外城市火灾不同之处%

$#

受教育程度与伤亡火灾

已有研究表明#人口的教育程度状况是决定火

灾易致灾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直接决定人口的防火

意识$防火知识和火场逃生方法的掌握#教育缺乏或

者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灾害脆弱性较强%

分析
/""7

年至
/"!!

年上海市火灾伤亡人员受

.

21

.

"

本研究的外来人口专指那些以谋生营利为主要目的$自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主要是那些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而进入城市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他们没有就业地的户籍%他们大多是以)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的身份出现的%

/"""

年
!!

月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只要在上海呆一天以上的就计入外来人口'不包括外籍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只有在上海超过半年的才计入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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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统计资料'见图
/

(#发现上海火灾伤亡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等教育和未受教育占伤亡

比重大%

2

年期间#死亡人员中共有
/"7

人受初等以下教育#占比高达
%1#!8

&受伤人员中受初等以下

教育者共有
!&0

人#占比高达
7!#18

%高等教育程度的死亡人数只有
!!

人#占比
$#$8

&受伤人数只有

0

人#占比
1#78

%

这说明教育水平低的人在火灾事故中所遭受的火灾危险性比教育程度高的人大#易成为伤亡的主体#

这验证了已有火灾研究结论%为此#重视教育#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是有效防范火灾的重要举措之一%

2#

职业状况与伤亡火灾

国外研究显示#贫穷是导致火灾死亡的一个因素#伦敦的一项研究对一个社区的失业$低收入$健

康$教育$犯罪和住房进行社会剥夺水平评估#认为水平较高的社会区域会发生较大数量的火灾死亡#其

中失业和低收入被视为贫穷的评价指标
'

XEKJE?)

#

]EK;)b 4EK@

#

/""1

!

!3$/

(

%

从上海火灾受灾人员的职业身份统计'见表
1

(#发现死亡人员中#无业人员有
!1!

人#占死亡总数

的
2/#&8

&其次是身份不明的人
2$

人#占
/!#78

&商业和服务人员
//

人#占总数的
%#%8

%无业和低收

入群体是火灾死亡的主体%受伤人员中#无业人员有
7&

人#占受伤总数的
1!#18

&商业和服务人员有

$!

人#占比
!&#08

&身份不明的人有
7&

人#占比
1!#18

#这三者是受伤的主体#共占总数的
70#$8

#无

业和低收入群体是受伤的主体%这一数据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相符#也就是失业率和贫困是导致

火灾高发及易遭受火灾伤害的重要原因%

表
I

!

受灾人口职业情况'

$%%KU$%##

年(

!

单位!人

职业 无业
党政组织
事业单位
负责人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人员
和有关
人员

商业和
服务
人员

农林牧
渔水利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军人
不便分类
的其他
人员

学生 合计

死亡人数
!1! " ! ! // 1 !2 1 2$ !0 /$0

受伤人数
7& " 2 $ $! 2 /$ / 7& !" /$1

合计
/"7 " & 2 &1 % 10 2 !1" /0 $0/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

健康状况与火灾伤亡

已有研究表明#健康状况是影响火灾伤亡的重要因素#国外有很多研究是从公共卫生领域视角分析

火灾伤亡者的个人特点#这些研究对于发展与火灾危险性有关的个人社会经济和行为特征的假设是非

常有价值的#研究认为酗酒$抽烟等不健康行为在火灾伤亡人员中比较普遍#也是导致火灾发生和伤亡

的直接原因%

表
$

显示#火灾死亡人口中#有
!"!

人患有残疾$精神病或瘫痪等病症#占死亡总数的
$"#&8

%精

神病$残疾$瘫痪等身心疾病易导致遭遇火场时#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及时逃离火场#或者自身就是导致火

灾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身心有疾病的人易导致火灾死亡%在受伤人员中#不健康的人数仅有
/2

人#占

受伤人数的
!"#18

%这患病群体由于社会关注不足#在遭遇火灾时#往往因生理原因#缺乏防卫自救能

力而容易死亡#所以火灾数据呈现出不健康群体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受伤人数%

表
J

!

受灾人口健康状况'

$%%KU$%##

年(

!

单位!人

项目
(

健康状况 健康
不健康

残疾 精神病 瘫痪 其他
不明 合计

死亡人数
!$% !" !" 1! 2" " /$0

受伤人数
/!% 7 $ 1 !! " /$1

合计
1&& !7 !$ 1$ &! " $0/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二(伤亡火灾的场所原因与特征

!#

伤亡直接原因分析

对于火灾导致死亡的原因#窒息和烧死是火灾中人员死亡的两大主要死因%统计数据显示#火灾中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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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有毒烟气依然是火灾受困人员的第一杀手%

/""7

年至
/"!!

年
2

年来#火灾中毒窒息死亡人数有
!/$

人#所占比例高达
$0#%8

&其次是被烧死

的人数有
7%

人#所占比例达
1!#18

&逃生摔死的有
!$

人#中毒死亡的有
%

人%火灾中死亡人员由于缺

乏自救常识#没有掌握逃生技巧#或逃生不当#造成了窒息$烧死$摔死是主要死亡原因%

跟火灾死亡原因不同#统计火灾受伤原因发现#烧伤人数有
!7$

人#占受伤总人数的
7!#&8

&其次

是摔伤有
/&

人#占比
!"#78

#因窒息而伤仅有
!/

人%

/#

伤亡火灾起火原因分析

关于死亡火灾起火原因#电气故障$生活用火不慎$吸烟和放火是致灾的几大原因%数据表明#上海

/""7

年至
/"!!

年因电气故障引发的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有
0/

人&其次是生活用火不慎#有
$%

人死

亡&吸烟导致死亡人数为
1$

人#放火导致火灾死亡人数有
!7

人%从每年引起人员死亡的火灾中#始终

有吸烟和放火导致#放火和吸烟等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应引起重视和关注#导致死亡的火灾原因很多是

死亡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火灾#错过了逃生的最佳时机%

同死亡火灾相比较发现#引起受伤火灾起火原因存在差异#电气故障$生活用火不慎$生产作业和放

火是排在前四位的原因#由于电气使用不当火灾受伤人数有
7!

人#因生活用火不慎造成的受伤人数有

&1

人#生产作业引起火灾受伤有
/7

人#放火引起火灾受伤有
!%

人%因火灾受伤是因为火灾发生时#受

伤人员发现火灾比较及时#有机会和时间逃离火场%

1#

受灾人口死亡时间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火灾发生率受社会区域特征影响#研究很少发现火灾损失与投入消防部门的资源有

相关性#而认为每个社会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是火灾损失的关键要素#而消防部门只是一个次要

的影响因素%

/""7

年至
/"!!

年
2

年来'见表
2

(#上海火灾中死亡人员基本是在消防人员到场前就已经死亡#死

亡人数达到
/!/

人#所占比例高达
%2#!8

#而在消防队到场后死亡的人数有
%

人&在非火场现场死亡的

人员中#被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仅有
1

人#抢救无效死亡人员有
/$

人%这充分说明遭遇火场时#造成

火灾人员伤亡损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受灾人员自身和居住社区环境#消防力量和救灾能力对减少火灾人

员伤亡损失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受灾人员的自防自救和掌握安全逃生知识以及左邻右舍的互救

是至关重要的#这证实了已有研究的发现%

表
.

!

人员死亡时间统计表'

$%%KU$%##

年(

!

单位!人

死亡时间
(

年份
/""7 /""% /""0 /"!" /"!!

合计

事故现场
消防队到场前死亡

$/ $" 2$ 1% 1% /!/

消防队到场后死亡
" 1 $ " ! %

非事故现场

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
1 " " " " 1

抢救无效死亡
2 & $ 2 $ /$

其他
" ! ! " " /

不明
" " " " "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

伤亡起火场所分析

上海
/""7

至
/"!!

年期间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中#居民住宅是发生死亡火灾的主要场所#造成的死

亡人数有
!7&

人#占比
7"#78

&其次#宿舍$商业场所$厂房$农副业场所$三合一和多合一场所$餐饮场

所$物资仓储场所$学校$养老院$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都是易造成火灾死亡的场所#而且造成的损失大%

从受伤火灾起火场所分析发现#住宅仍然是受伤火灾发生的主要场所#所研究的
2

年期间#共有

!2"

人受伤#占总受伤人数比的
&!#78

&其次是厂房$商业场所$餐饮场所$农副业场所$交通工具$物资

仓储场所$养老院$垃圾及废弃物等%

总之#居民住宅是上海发生伤亡火灾的重灾区#随着上海城市化的大发展#居民住宅小区大量涌现#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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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居民火灾比重逐年增加%

表
&

显示#从上海火灾发生的场所来看#住宅类火灾共发生
!"%0&

起#占火灾总数比是
$18

%

表
!

!

上海市住宅火灾基本情况'

$%%KU$%##

年(

项目
(

年度
/""7 /""% /""0 /"!" /"!!

火灾数
$/11 12!! &"%& 27"1 2%!1

死亡火灾数
$" 10 27 17 1%

火灾死亡人数
2" 2" &1 $1 $1

住宅类火灾

火灾数
!$%/ !1/0 /%%% /20& /&"!

死亡人数
1% 1" $& 1% /$

受伤人数
/7 11 /2 12 1"

死于卧室床上人数
!& !0 // !% /!

卧室其他位置
!/ !! // & !

厨房间
$ / ! ! $

从死亡位置上看#从
/""7

年
Y/"!!

年
2

年间#共有
0&

人死于卧室床上#占
2

年间死亡总数的

1%g&8

#死于卧室其他位置的有
2/

人#占死亡总数的
/"#08

#总计死于卧室的人数比例达到
20#28

#死

于厨房间的有
!/

人#占比
$#%8

%

2#

伤亡火灾发生时间段分析

上海火灾发生季节性特征比较明显#因火灾死亡人员也呈现出季节变化#冬春季节火灾死亡人员多

于夏秋季节#

/""7

年至
/"!!

年
!/

月至
2

月期间共死亡
!&0

人#占总死亡人数比
&7#08

%自然因素方

面#冬春季节由于夜长昼短#风大物燥#容易小火酿成大灾&社会性因素方面#是冬春季节节日集中#传统

民俗文化活动频繁#燃放烟花爆竹易引发火灾#而且冬春季节用火$电$油$气大幅度上升#存在引发火灾

的不安全因素明显多于夏秋季节%

至于一天各时段火灾情况#图
1

表明#亡人火灾多发于夜间#

/

$

$

$

//

$

/$

$

"

$

/

时段亡人最多#三

时段各死亡
1/

人$

1/

人和
/7

人#占总数的
1&#28

%其他亡人较多时段依次是
!$

$

!&

时$

!&

$

!%

时#

各死亡
//

人和
/1

人%

图
I

!

上海各时段火灾伤亡数柱状图'

$%%KU$%##

年(

而受伤人数最多的时段是
"

$

/

点和
/

$

$

时段#达
/0

人&其次是
!&

$

!%

#有
/0

人&

&

$

%

点最少#仅

有
!/

人%

'三(火灾发生的经济特征

!#

火灾发生的行业类别

从上海发生火灾的行业类别来看#火灾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生火灾起数与第一产业相

比#由
/""7

年的
$#!8

发展到
/"!!

年的
!!#/8

%在第二产业中#火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

域#制造业火灾占第二产业火灾总数的近九成%第三产业火灾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其中住宿和

餐饮业火灾起数最多%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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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发生的经济类型

从发生火灾的经济类型来看'见表
7

(#以私有经济为主的非公有经济单位火灾所占比重居多#

/""7

至
/"!!

年#非公有经济单位共发生火灾
1$%&

起#是公有经济的近
$"78

&在非公有经济单位火灾中#私

有经济单位发生的火灾起数所占比重最大#达
7"#78

%

表
K

!

上海市经济类型火灾情况统计表'

$%%KU$%##

年(

发生火灾经济类型 /""7 /""% /""0 /"!" /"!!

起数 比例 起数 比例 起数 比例 起数 比例 起数 比例

公有
经济

合计
%2 / 12 ! /1! 1#% /%& 2 //" 1#%

国有经济
$/ " !& " 7/ " &/ " 2& "

集体经济
/0 " !" " $2 " 71 " &1 "

其他
!$ " 0 " !!$ " !2! " !"! "

非公有
经济

合计
/&1 &#/ !1$ 1#% %%! !$#2 !"%1 !0 !!/2 !0#1

私有经济
/"7 " !!! " 20" " 771 " 7%2 "

港澳台经济
7 " / " // " !% " !0 "

外商投资
/$ " 2 " !% " /0 " /1 "

其他
/2 " !& " /2! " /&1 " /0% "

其他"

1%%2 0!#% 11$/ 02#/ $07$ %!#7 $11$ 7& $$&% 7&#0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这跟上海私有经济发展迅速有关#发生在小饮食店$小作坊$小商店等私营企业火灾比较频繁%我

国经济市场化以来#以私营企业为特征的私有经济在上海日益繁荣#且规模日益壮大#在片面强调市场

利润的大背景下#私有企业经营主存在重经济$轻安全的观点#消防安全管理意识淡薄#违章乱拉乱接电

线$违章操作#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集住宿$生产$仓储一体的使用建筑物现象普遍#存在众多的人为致

灾因素#使火灾事故易于频发#往往会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四(火灾发生的环境特征

!#

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历来是消防安全检查和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也是火灾事故易发和多发的场所#并易

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数据表明#上海
/""2

至
/"!!

年#发生在商业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招待所$

餐饮场所$文博馆$交通枢纽$学校$医院的火灾起数共有
1/77

起#死亡
/&

人#受伤人数
2!

人%上海人

员密集场所火灾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分析此类场所多发火灾原因#发现场所聚集人员多为临时性停留#对现场的结构以及相关安全设施

和疏散通道不熟悉#而且绝大多数人员没有安全意识#但这些公共场所管理者防盗安全意识比较强#往

往会安装格式防盗门$防盗窗等防盗设施#一旦遇到火情#客观上给现场人员逃生带来人为障碍#容易导

致人员伤亡%

特别是我国城市的商业场所#商住两用情况比较普遍#如一些临街老旧建筑物#建筑物下面是商铺#

楼上是住宅#人员上下通道狭窄#有的甚至被堵塞#一旦火灾发生#火场人员无法逃生#因此摔死$窒息死

亡人员比例高%

/#

火灾发生的建筑物类型

已有研究表明#建筑物本身是影响火灾发生及损害程度重要的物质环境因素#当火灾发生时#建筑

物的结构特点#对减轻人类的生命危害以及有限的物理性伤害可以发挥作用%比如与建筑物没有配置

洒水器相比较#当建筑物配有洒水器的时候#可以降低每起火灾的死亡率和平均财产损失达
!

"

2

到
/

"

1

.

01

.

"

凡未列入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的经济类型#均作为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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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

%因此#很多防火政策措施非常强调建筑物结构和设施情况对火灾的影响%

表
%

是上海发生火灾的建筑物类型#在被列入高层$多层$单层$地下的建筑类别火灾中#

/""7

至

/"!!

年#高层建筑物共发生火灾
!%72

起#死亡
!/

人#受伤
!$

人#分别占所有这些建筑类别火灾起数的

!28

#死亡总数的
7#18

#受伤总数的
0#08

%高层建筑火灾带来的损失不容小觑#其中民用高层建筑火

灾带来的死亡非常大#起火原因主要以生活用火不慎和电气短路居多#而工业高层建筑起火原因主要集

中在生产作业不慎和电气短路$故障等原因%尽管上海高层建筑数量每年较快增加#但据
/"!/

年上海

统计年鉴显示#

/"!!

年上海
%

层以上房屋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
/7#28

#多层建筑仍占绝对多比例%所

以
/""7

至
/"!!

年
2

年间#多层建筑共发生火灾
727$

起#死亡
!!1

人#受伤
02

人#占所有这些建筑类别

火灾起数的
&"#%8

#死亡总数的
&%#08

#受伤总数的
&7#$8

%这与当前上海城市建筑物性质比例相吻

合%单层建筑物共发生火灾
/077

起#死亡
10

人#受伤
1/

人#除
/""%

年减少外#基本是呈快速增长趋

势%

2

年来地下空间共发生火灾
1$

起%

表
L

!

上海市建筑物火灾基本情况统计表'

$%%KU$%##

年(

建筑物类型 /""7 /""% /""0 /"!" /"!!

起数 死人 伤人 起数 死人 伤人 起数 死人 伤人 起数 死人 伤人 起数 死人 伤人

高层

合计
!"% ! / 2% ! " &$$ $ 1 2/$ 1 & 2$& 1 1

民用
7/ ! / /0 " " $0" 1 1 1$% 1 & 11! 1 1

工业
1& " " /0 " " !2$ ! " !7& " " /!2 " "

多层

合计
1%$ !/ !1 /1& !2 % /"/0 /0 !& /271 1/ /0 /12/ /2 /0

老式居民住宅楼
&" 1 $ 2% 1 & 2// 0 1 &7/ !0 !/ 772 !1 !$

其他
1/$ 0 0 !7% !/ / !2"7 /" !1 !0"! !1 !7 !277 !/ !2

单层
/$! & $ 01 & ! &!2 0 & 0!" & !! !!!% !/ !"

地下
/ " " 1 " " 7 " " !/ " " !" "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有研究表明#高层建筑#一旦超过
&

米高的楼层发生火灾#如果消防通道被堵塞或者被烟气封堵#人

员逃生就很困难#上海
/"!"

年)

!!

.

!2

*大火造成严重的伤亡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尽管上海高层建筑

数量增长很快#而且层高不断上升#使用功能增多和复杂化#近年来火灾发生次数及伤亡情况还是比较

少#主要原因在于高层建筑要求比较严格和规范#设施比较全#日常消防安全措施比较集中#使用人员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安全意识较一般人员强%而上海多层建筑普遍建于
/"

世纪
0"

年代前#城市建设重数

量轻质量#又缺乏监督和规范要求#导致建筑结构不合理$质量低#安全隐患比较大#所以多层建筑死伤

甚于高层建筑%

1#

火灾区域分布

城市社会变迁#在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对火灾的结构性变化影响将反映在火

灾在城市内部区域变化上%

统计数据表明#上海市郊区域火灾比重大#呈高发$高伤亡$高损失的)三高*态势%图
$

表明#上海

/""2

年至
/"!!

年火灾数据统计显示#市郊区域火灾四项指数均远远高于中心城区%

7

年里#市郊区域

共有
/&"%2

起火灾#

/77%&#7

万元直接财产损失#

/10

人死亡#

/7$

人受伤#分别占火灾总数的
7&#18

$

&$8

$

&%#78

和
7"#%8

%

综观市郊区域火灾#虽然有面大点多等客观因素#但是从内在因素分析#市郊区域火灾多发#主要由

于市郊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提速#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上海产业布局调整#导致市郊火灾荷载增加%特

别是随着市郊工业企业规模扩大$生产工艺更新$产品升级换代$新原料$新设备层出不穷#一旦失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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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

上海区域火灾四项指数对比柱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火场情景更趋复杂和多样#火灾扑救难度明显增大%

市郊多业态$大仓储$小化工$农夹居$)三合一或多

合一*$群租房$城中村等现象集中#易称为火灾诱因

集聚的)洼地效应*#同时#市郊区域消防站$消防水

源等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造成一些火灾不能及时得到有效处置#往往会使小

火情酿成大灾难#

%

'五(区县层面火灾变化特征

!#

火灾区域分布及变化趋势

从区域分布看#

/""2

至
/"!"

年#上海市火灾发

生呈由中心城区向市郊区域转移#当前以市郊区域

为主%中心城区
0

个区'包括原卢湾区(火灾次数为
7%"2

次#除去其它#市郊区域
!"

个区县'包括原南

汇区(发生火灾次为
/&!7/

次#是中心城区的近
1#$

倍%

除去
/""0

年因火灾数统计方法变化导致数值异常外#市中心城区#核心区除了静安区呈现较低的

火灾发生数#并且有递减趋势外#黄浦区和原卢湾区火灾数上下波动#在
/"!!

年均有所上升&在边缘区

的
&

个行政区中#徐汇区$闸北区和虹口区的火灾数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徐汇区的下降幅度最大#而杨浦

区$长宁区和闵行区则呈现上下波动#但是波动幅度都不是很大%在市郊区域#宝山$南汇$松江$青浦火

灾发生数增长较快&近郊区中#除浦东新区'不包括原南汇区(火灾次数有明显下降趋势外#闵行$嘉定火

灾数略有上升#宝山则火灾数增长特别迅速#仅次于原南汇区#为上海火灾发生最频繁的区域之一%远

郊区中#原南汇$松江$青浦增长迅速#奉贤$崇明火灾数则呈现上下起伏#略有小微增长#而金山区则略

有下降%

对比已有关于上海区县外来人口聚集度研究结果
'张欣炜$杜凤娇#

/"!1

!

2!320

(

#由于产业调整#工业发

展郊区化#外来人口在近郊区最为集中#其次是远郊区#这种外来人口变动的空间差异也导致了城市火

灾在近郊区的积聚%

/#

火灾危险性区域差异

上海火灾死亡和受伤人数区域分布不均%

/""2

年至
/"!!

年期间死亡人数方面#近郊区最高#死亡

人数有
!/2

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12#08

#浦东新区$松江和宝山死亡人数位居前三甲&其次是远郊区#死

亡人数有
!!1

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1/#28

#中心城区徐汇区$闸北区和普陀区相对较多&总之在区域分

布上#表现为近郊区聚集#有向远郊区扩散趋势%受伤人数方面#近郊区人数和比例最高#其受伤人数占

总受伤人数的
$!g18

#浦东新区$松江和宝山位列前三&其次是远郊区#受伤人数有
!!$

人#占总受伤人

数的
/0#28

#中心城区徐汇区$闸北区和普陀区$虹口区$闸北区相对较多%

上海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区域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的普陀区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最严重#

7

年来损失

高达
0//7#10

万元#其次是闵行区和嘉定区%这种分布跟火灾伤亡分布差异很大#分析发现#普陀区小

型企业众多#闵行和嘉定工业发达#一旦发生火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就很高%

为分析上海区县火灾危险性相对于人口比例情况#根据上海
/""0Y/"!!

年的万人火灾发生率进行

比较分析'见表
0

(#发现上海各区县火灾发生率区域情况差异很大#火灾发生率高的主要集中于市郊区

县#高于中心城区#青浦区$崇明县和宝山区火灾发生率始终位于前三位#而松江区$金山区
1

年来万人

火灾发生率逐年明显下降#奉贤区则逐年上升&中心城区则逐年下降#徐汇区$静安区$闸北区$虹口区万

人火灾发生率下降明显%

.

!$

.

"

#

中心城区!黄浦$原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区%市郊区域!闵行$宝山$嘉定$浦东$金山$松江$青浦$原南

汇$奉贤区和崇明区其他区域!轨道$化工区$民航$世博办$市重点处$水上管辖的区域%

上海市消防局编!+

/""7

年上海市火灾年报,#+上海消防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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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上海市各区县火灾万人发生率变化趋势"

区
!

县
/""0 /"!" /"!!

火灾数
'次(

万人发生率
'

8

(

火灾数
'次(

万人发生率
'

8

(

火灾数
'次(

万人发生率
'

8

(

黄埔区
!/& !#7& &$ "#%2&

原卢湾区
2& !#20& 12 "#0$$

!12 !#/!&

徐汇区
/!& !#022 0% "#%!0 2% "#$%!

长宁区
!$! !#01& 71 "#017 0/ !#/!/

静安区
$% !#1&% 17 !#""0 1$ "#0$/

普陀区
/"! !#%// !22 !#1& /"2 !#727

闸北区
!7$ /#"% !2& !#71% !"! !#!&

虹口区
/$1 /#&0! !0& /#"0/ !"" !#"72

杨浦区
!%0 !#$70 /&/ !#0%1 !&% !#/20

嘉定区
1/$ /#$07 /&! !#0$1 /%2 /#"//

闵行区
$1" /#$7% 1"7 !#27& 10% !#%77

宝山区
$2/ 1#!!$ 2!& 1#"%0 &!$ 1#&"&

浦东新区'包括原南汇区(

0/" /#!/2 !"$% /#!/$ !!"/ /#/1%

奉贤区
!7! /#"&$ !02 /#!!% /1& /#1/7

松江区
$!1 1#/0! 1%% /#/2/ 11! !#0"0

金山区
/$/ 1#&!% /"& /#%!7 !%$ /#$"%

青浦区
177 $#12& 1/7 1#!!% $$/ $#"77

崇明县
111 $#""/ 1$% $#"1$ 11" 1#%%%

全市
2"2& /#10& $&7/ /#"17 $%!2 /#"&1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上海火灾的区域分布总体上呈由近郊区到中心城区$远郊区密度逐渐递减的圈层模式%

三$城市火灾问题的结构性和社会治理策略

'一(城市火灾问题的结构性

本文根据所能获得上海火灾翔实资料#从火灾发生的社会特征入手#揭示火灾发生的人口$建筑物$

场所$行为等要素特征#以及在区县层面的区域差异#在与国外已有研究开展对话的同时#本研究认为

当前城市内火灾社会特征的差异性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上增减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问题%具体结

论如下!

!#

上海火灾受灾人口的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健康状况差异性显著%男性

火灾危险性高于女性#老年人口火灾死亡率高于其他年龄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受伤率高于上海户籍人

口#初等教育和未受教育人口占火灾伤亡比重八成左右#无业和低收入群体是火灾伤亡的主体#不健康

人口在火灾中死亡的概率大于受伤的概率%这一结论与已有的国外研究结果相符#也就是社会经济地

位低的人口火灾危险性高于其他人口#但外来流动人口成为我国城市火灾受灾主体#这是我国特有的与

国外结论不同的地方%此外与国外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还有#

!%

岁以下年龄人口伤亡比例不高#这主

要是由于我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城市家庭对孩子比较重视#基本有专人看护#而且易受灾群体的外

来流动人口中
!%

岁以下人口比例低%

/#

上海发生于第三产业的火灾比例高于第一$二产业#这跟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火灾

发生的单位经济类型主要集中于私有经济为主的非公有经济单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市场化带来

私营企业繁荣以及重经济$轻安全的企业经营者观念$政府监管不到位等相关%

1#

上海火灾人员伤亡的原因主要在于受灾人员自身和居住社区环境#消防力量和救灾能力对减少

.

/$

.

"

火灾
M

级指标为!万人发生率
)

$#%

&万人死亡率
)

"#"2$

%

L

级!万人发生率
)

&#&

&万人死亡率
)

"#"&1

%

F

级!万人发生率
)

7#

%

&万人死亡率
)

"#"7/

%

5

级!万人发生率
'

7#%

&万人死亡率
'

"#"7/

%列入考核火灾扣除了放火火灾数和车辆火灾数%数据来

源!+

/""0

年上海市火灾年报,统计#+上海消防年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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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人员伤亡损失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与国外已有研究相一致%

$#

上海的火灾危险性区县分布差异显著#火灾危险性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市郊区域转移#目前以市

郊区域为主%火灾死亡人数表现为近郊区聚集#有向远郊区扩散趋势#近郊区数量和比例最高#其中浦

东新区$松江和宝山死亡人数位居前三甲&远郊区多于中心城区#而中心城区徐汇区$闸北区和普陀区相

对较多%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普陀区火灾最严重#其次是闵行区和嘉定区#这种分布跟火灾伤亡分布差异

很大#由于普陀区小型企业众多#闵行和嘉定工业发达#一旦发生火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就很高%

2#

各区县内火灾发生区域也极不平衡#城中村$闲置厂房$老式居民区$三合一场所等是火灾多发

并造成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城市区域#也是城市火灾危险性较严重的区域%

'二(城市火灾的社会治理策略

城市火灾是一种主要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给城市人口和财产带来损害的一种社会现象%如何减轻

城市火灾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经济破坏#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和面对的紧

迫任务%因此#城市火灾治理迫切需要从社会角度考虑#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去提升认识水平和提供

解决问题的出路%

城市火灾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特征#

从人本主义出发#构筑合理的城市社会生活环境#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和生活环境#通过加强对城市社会

治理#消除社会阶层差异#从而保证城市安全可持续发展%在借鉴国外有效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降低我

国潜在火灾危险性的策略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

公共政策制定

经济学理论认为#消防安全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因此消防安全属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

W;=+.5-)(;).E)

等人认为#公共政策在改

善消防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消防安全提供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支持%制定的社

会和经济政策会直接影响到许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造成火灾损害的决定因素
'

5-)(;).E)

#

>@;K#

#

/"""

!

]E#2

(

%

美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比如颁布法律#规定使用不燃性建筑材料建筑房屋#特别是用

于社会特殊群体#对房屋的火灾荷载进行限制&完善居住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合理规划消防安全布局&

对公众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和教育#利用信息公共平台开展实时提醒%但我国有关硬性的降低火灾发生

的公共政策立法还比较缺乏#亟须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比如可以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确保城市经济困难

家庭能够担负得起住房和住房的安全需求%针对香烟是家庭火灾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颁布有关香烟

法规#减少香烟引起的火灾和火灾死亡人数%针对老$幼$弱$病$残等社会特殊群体#除了常规的消防安

全宣传$检查和教育外#可以通过法律规定#提供给这些群体的居住生活用品都尽可能是阻燃材料#以及

提供家庭看护等#对社会特殊群体进行切实保护%通过立法#杜绝)三合一*场所存在#改善贫困人群居

住的防火条件#实行消防队救火救生监理制度#以减少火灾伤亡%

/#

居住环境改造

城市贫困人口$进城务工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大多居住在价格低廉的老式居民

楼$闲置厂房或市郊临时简易棚等居住环境恶劣的场所#这些居住场所耐火等级低#火灾荷载大#人员高

度密集#缺乏消防安全实施#火灾隐患大#极易引发火灾%除了通过立法$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建立健

全弱势群体管理机制外#在弱势群体居住区设立消防执勤点#安装报警电话#设置消防室#严格配备消防

水带$水枪$灭火器和应急照明器材等#便于他们随时求助%同时#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扶持改造弱势

群体人员聚居的建筑#提高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保障其居住安全%对弱势群体居住区的公共消防设施和

建筑消防设施#落实管理责任&发挥政府和社会机制#通过慈善公益活动筹集资金#优先落实弱势群体消

费建设专项资金#保障专款专用#以积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活环境&在)城中村*$工业园区等易致灾

群体聚集地建设消防站#开展)防消一体*#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为弱势群体住房火灾投保#提高他们的

火灾救济的保障能力#当地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优先为弱势群体住户采取优惠政策或免费投保住房火灾

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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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使用的
]U5>

I

0&

" 的值#发展出一套适合识别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社会经济状

况的指标#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差的居住区域#实施有效的环境改善战略#比如规定在所有出租房里强

制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装置#为社区弱势成员增强保护%掌握房屋质量的详细信息#对住房审核#以

设别那些潜在地需要进一步加以关注以改善其住房安全的问题%

对老式居民楼安装消防简易喷淋工程$电线工程$厨房工程$楼道工程以及社区居民办理消防保险

等政府实事工程%

1#

人性化社会区域营造

城市火灾案例分析发现#具有类似居住环境的区域却出现不一样的火灾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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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等人认为因社会经济状况差带来的致灾负面影响可以通过一个所谓)本地社会认同*得以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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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一个高失业率的地区火灾发生率却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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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火灾案例观察证明#)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火灾事故发生率更低#社区里人口居住在一起

或保持密切联系#在需要的时候提供相互支持%实现邻里守望相助*#因此社区参与$有社区认同$有情

感归属感是减少恶性火灾事故发生的一种重要干预策略%

为此#针对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模式$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内城衰败$城市

社区结构瓦解等增长性危机#美国
/"

世纪末提出的新城市主义理论倡导营造人性化的社会区域环境#

促进邻里交往与交流#提供更加完善和完整的生活品质%新城市主义理论对于我国火灾社会治理提供

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我国传统城市社区内部具有良好人际关系#依靠社区关系建立了以道德为基础$邻里守望相助为形

式的社区亲情%)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可以弥补火灾发生后消防人员到场前的空档#为)消防救援*争取

宝贵时间#挽救生命#减少受灾损失%

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社区被新城开发代替#尽管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但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破坏#丧失了传统邻里间的交往和感情的连接#新型社区居民缺乏社区认同

和归属感#当灾难来临时#人会显得孤独无力感#易成为受害者%

针对具有严重火灾事故危险性的社区需要获得信息以方便社区成员参与制定出适当的灾害防范策

略#并强化宣传力度%这是特别重要的可以用来减少高危险性行为的应对战略%

因此#新型社区邻里关系的重建#需要足够的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活动#建立一种家庭之外的稳

定但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人际关系%期待在一个让我们感觉公共关系流畅的社会里#邻居之间可以有良

好的合作#使居民之间有社区认同感#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培育新型邻里关系%

社区建设要注重开展互动活动#吸引居民相互接触和交往#通过温馨社区氛围的营造#促进邻里关

系建立和深化#消除城市生活的封闭和隔离#通过情感网络的建立#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和

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文化%

$#

部门之间合作

实现消防安全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表明#造成许多家庭火灾死亡的潜在因素也是引

起其他类型伤害或疾病风险的主要诱因#所以解决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任务%需要实行

一种跨部门协调的措施来降低灾害$疾病$致残等诸如此类的损失程度#提倡建立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

消防部门$其他各类救援部门$社会福利部门等合作伙伴关系%

改革我国当前现役消防体制#改变以武警现役军人为主体$行政归属于公安系统的军事化管理模

式#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城市灾害一元化领导机构#构建城市防灾减灾一体化管理模式#消防部门职

责明确化#实行分级管理体制#以整合各相关专业减灾部门#形成社会力量$各部门集成联动的城市综合

救灾管理模式%明确消防机构是公共部门#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推动消防职业化$终身化#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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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刻画新西兰每一个)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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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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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范围为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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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最贫穷和落后#

!

代表最富裕和发

达%经过数据处理表明#新西兰不同的)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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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升高#火灾发生率有着显著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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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消防队伍#改变现役消防员的主导地位#给予消防员较高待遇#提升其社会地位%各相关部门配合#

破除地区界限统一行动#加强消防$交通$医疗$公用部门等的协作%鼓励非营利型志愿社会消防机构开

展社会性的消防志愿服务#实现消防的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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