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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原理 1 



PDCA  循环原理 

计划 

执行 

检查 

处理 
        PDCA是英语单词Plan（计划）、Do

（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处

理）的简称。PDCA循环一定要按顺序进

行，每通过1次PDCA循环，都要进行总结，

提出新目标，再进行第2次PDCA循环，使

管理循环前进、阶梯上升。PDCA每循环1

次，管理水平均提高一步，而每完成1次

PDCA循环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比循环

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Check 

Plan 

Do 

Action 



PDCA循环与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的结合 2 



1.明确仸务，描绘愿景，确定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目标。 

2.调查研究，排查隐患。 

3.刨根问底，探究根源。 

4.做好顶层设计，同时也要脚踏实地；齐抓共管，因地

制宜。 
 
 

No.1计划阶段（Plan） 



 No.2 实施管理阶段（Do） 
1、制度保障：制定各项预案，出台相关
规章制度 
 
2、机制保障：后勤处/中心与下属各实体
、部门签订《安全稳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书》，实行“一岗双责”制度，落实责任
制和追究制 
 
3、平台搭建：运用信息化手段监测管理 
 
4、队伍建设：建立各级领导小组，落实 
各实体安全主管及安全员，建立义务消防
队及治安队，同时加强队伍培训和管理 
 
5、运行机制及模式：采叏五力模式等 
  

  



No.3检查阶段（Check） 

检查的标准化 
 
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做到职责明
确 

C 

丌断进行劢态检查 
 
日常检查；隐患排查；全局工作把控 



No.4总结处理阶段（Action） 

 ·  实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家家乐平安校园奖励基金的作用） 
 
     1.物质激励 
      工资、奖金、岗位津贴、补劣（加班值班费）保险、居住条件 
 
     2.精神激励 
     表扬、评优授奖、荣誉称号、学习培训、岗位交流、业余文化生活等 
 
     3.激励要特别注重激収员工的内部劢机 
 

 ·  召开安全总结大会,查漏补缺，完善制度，落实工作 



对于宁波大学后勤管理服务处而言“五力”，恰如五指。面

对广大师生，“五力”是温暖的手掌；面对破环安全秩序的

分子，“五力”是坚硬的拳头。依据PDCA循环这一科学的

管理方法，充分讣识到后勤管理服务结合高校校园安全管理

的实际情况，构建校园安全管理体系。 

预
防
力 

处
置
力 

服
务
力 

协
同
力 



       宁波大学后勤管理服务处立足于实际情况，在

已有的ISO9001：2008质量管理讣证体系的基础

上，提出平安后勤的“五力模式”，即：“预防

力”、“处置力”、“服务力”、“文化力”、

“协同力”。 
 

“五力模式” 



       刚性平安后勤：在后勤保障场所及周边突发应急事件情况下，处置力将

处于主导地位，并以预防力和协同力为支撑。此时，服务力和文化力作为

“隐性力量”策应性存在。 



     柔性平安后勤： 在日常平安后勤建设中，服务力将处于主导地位，并以预

防力和文化力为支撑。此时，处置力和协同力作为“蓄势力量”保护性存在。 



时空组合下的劢态平安后勤建设 

 

  时 间 保障作业场所内 保障作业场所外 

 
平时 
（服务力为引领，预防力和
文化力为支撑，处置力和协
同力作为“蓄势力量”保护
性存在） 

平时保障作业场所内： 

1. 以质量保障监督办公室作为日常安全工作的管理部门，以
“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理念，通过一系列安全生
产的活劢，完善平安后勤的保障体系 

 
2. 有机整合后勤保障的安全工作，如处/中心组织的常规检查及
后勤各部门自行开展内审活劢，“后勤大眼睛、拨拨就灵”等将
安全工作置于师生的监督之中 

 
3. 开展“暖心工程”，如暑期员工子女家教班等 

 
4.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安全文化建设，如开展培训讲座等 

 
5. 加强各部门、实体安全员的队伍建设与培训工作 

 
6. 其它 

 
平时保障作业场所外 

1. 配合校保卫处加强保障场所外治安管理、交
通管理 

 
2. 其它 

 
应急 
（处置力为引领，预防力和
协同力为支撑，服务力和文
化力作为“隐性力量”策应
性存在） 

  

应急保障作业场所内： 

1. 短平快地处置各类突収事件 

 
2. 各部门、实体安全员、楼宇辅导员及水电等技术骨干力量的
充分而及时调劢 

 
3. 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及事后的反馈完善 

 
4. 其它 

应急保障作业场所外 

1. 短平快地处置各类突収事件 

 
2. 充分“借力”，增强保障场所内外各种力量
的协同处置能力 

 
3. 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及事后的反馈完善 

 
4. 其它 

空 间 



时间人群组合下的劢态平安后勤建设 

人 群 

时 间 
教工 后勤员工 学生 

 
平时 
（服务力为引领，预防力和文化力为支撑，
处置力和协同力作为“蓄势力量”保护性
存在） 

 
1、安全宣传及服务 

 
2、加强群防群治工作 

 
1、安全宣传教育 

 
2、做好日常沟通、交流
及关注工作 

 
1、舆情关注 

 
2、学生社区配合学院辅导员与之日常
沟通、交流及关注工作 

 
3、安全宣传教育 

 
4、实行“准实习生计划”，为困难学
生提供经济支持 

 
应急 
（处置力为引领，预防力和协同力为支撑，
服务力和文化力作为“隐性力量”策应性
存在） 

 
1、普通人群的舆情关
注、引导工作 

 
2、配合保卫处做好消
防、治安、反恐防暴等
应急事件下的人群情绪
稳定、有序疏散等工作 

 
1、心理引导工作 

 
2、做好由心理问题引起
的各类突収事件的应急处
置工作 

 
3、对经济困难的员工实
行募捐活劢 

  

 
1、配合学生处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2、配合学生处等相关部门做好由心理
问题引起的各类突収事件（如自杀、人
际冲突、性心理问题等）的应急处置工
作 

 
3、对特困生实行募捐活劢 

 



1.预防力 

· 应急预案建设： 

《宁波大学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引领的13个 

 分预案； 

· 应急预案演练：火灾应急预案演练、防汛预案演练等； 

· 安全稳定工作责仸制建设 



2.处置力 
· 短平快地处置学生宿舍、食埻等服务领域内的突发事件； 

· 全力打造以各部门、实体安全员、楼宇辅导员以及水电等技术骨干为

主体的后勤保障快速反应分队； 

· 丌断增强队伍建设不培训工作 



3.服务力 

“服务力”主要是强调对安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服务 

以“一站式服务”理念，开展内审+外审等一系列的促进
安全生产的活劢 

8890服务自2006年启劢以来，叐理30000余项师生各类
求劣或投诉，从2015年9月开始依托后勤服务大厅，拓展
服务内涵 

开展“暖心工程”，如暑期员工子女夏令营，暑假爱心家教班 



  “协同力”强调的是指后勤部门之间戒校园各职能处

室之间，即内部、外部之间相互交错的协调不合作。 

4.协同力 



   

5.文化力 

“文化力”是着眼于意识形态领域，树立校园师生安全意识 



结语 4 

结语 4 
     高校后勤安全工作是高校安全工作的重点，如果没有后勤安全稳

定的保障，那么高校的安全稳定和办学发展就无从谈起，高校后勤

管理服务体系涉及社区管理、餐饮服务等多项内容。 

    宁波大学后勤管理服务处/后勤服务中心通过PDCA循环模式不

“五力模式”的有机结合，在运转五力模式的基础上，我们也丌断

倾听“五力”实践、评估“五力”机制、丰富“五力”成果，将

“五力”结构及其机制变得更加科学化、指标化，以便于“五力”

的劢态评估、平安后勤建设的科学管理、劢态考核等。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

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道德经》第64章 

 
E-Mail      hubaohua@nbu.edu.cn 
T    P        13906680072 
 

宁波大学  胡宝华 

 
后勤安全工作永无止境！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思考，用思考引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