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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6年中国城市综合应急市场研究及2007-2011年预测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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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摘要及观点摘要从政策层面来看，2006年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在应急联动领域取得
重要突破的一年，2006年1月国务院。另外，2006年中国政府倡导“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
心，也从“平安城市”等角度上对应急联动市场从政策层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宏观政
策的指引下，截至2006年，中国更多的省市以及城市纷纷启动了应急联动系统方面的工作
。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后，包括广东、上海、北京、河北、山东、江
苏、吉林等省市纷纷出台了本地的综合应急预案；国务院各主要相关部委及部门则纷纷推出
了本部门的综合应急预案；而在国内南宁首度应用综合应急系统之后，国内其他各级城市与
地区也在增加综合应急方面的预算，“平安城市”的建设也构成为城市应急系统的一个延伸。
根据CMP咨询的《2006-2007年中国城市综合应急系统年度市场研究报告》，预计截至200
6年底，在城市应急系统建设方面（包括相关基础设施投入、采购与咨询等），全国累计投
资超过85亿元。而同时预计在2007年以后的未来5年中国城市综合应急与应急联动系统方面
的投资仍将维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未来五年（2007-2011）内将保持16.0%的年度复合增
长率（CAGR），体现出需求日益显著、市场空间巨大、竞争形势复杂、标准逐步统一等特
点。而未来5年中，应急联动系统建设与应用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从地理区
域上来看，在政府各门以及各省市级政府的组织下，从特大城市更多地向着较低等级的市场
区域扩散；二是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更多地从经济发达区域向着欠发达区域扩散；三是从
重要程度来看，从工业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向着一般性区域扩散；四是从应急联动应用的
行业深度来看，在各行业部门领域深入推进；另外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将重大事件应急系统
的建设与非应急服务系统适度整合。主要观点� 随着2008年的迫近，截至目前，中国在综
合应急领域正在加快发展步伐，全国各省市区分别推出各自的综合应急预案，而与综合应急
相关的系统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另外在综合应急的基础上，在平战结合的基础上又
延伸到了综合应急与服务的概念上，这是近两年体现出的新的变化。� 分析认为2006年中
国综合应急应用市场投资额达到了12亿元以上，同比增长20%以上。2006年是中国的“应急
建设年”，中国城市综合应急与服务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继续推进。国家有关规划要在3年内，
全部县级以上城市都实现110、119、122三台合一，各级政府的建设意识和相关厂商的关注
程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先行的城市与地区继续或者开始在相关系统方面进行投资。�
2006年的应急业务的政府采购中，硬件采购额为8.81亿元，占采购总额的69.4%，软件和服
务分别占15.7%和14.9%。由此可知，我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尚处于基础建设阶段，硬件和
软件比例仍然偏大。随着应急应用市场的逐步深入发展，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将大幅增加，
衍生出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城市综合应急体系与制度的完善仍然是当前阶段上中国城
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与应用的重要基础与条件。继续完善各种综合应急预案仍然是目前工作
的重点，综合应急与服务的结合将继续成为关注的重点。� 政府与相关厂商加强合作，开
拓应急联动系统建设新思路。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技术复杂，而且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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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政府的多个部门以及系统建设的各个参与者，各环节间能否协调配合是决定系统能否成
功建设、高效运作的关键。报告目录摘要及观点 2摘要 2主要观点 3研究摘要 8研究对象
8研究方法 8一、概念与系统需求概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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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急预案系统 151.4.2 法律 191.4.3 政策法规条例
211.5综合应急系统建设内容概要介绍 221.5.1 机制体制及基础设施建设 221.5.2
系统建设中的关键技术组成 281.5.3 城市应急技术系统构成 321.5.4
应急知识普及与公众培训 411.5.5其他应该逐步建立完善的方面
44二、2006年全球应急联动系统市场概况 452.1全球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情况 452.2
国外城市应急联动系统体系现状 462.2.1 美国—NIMS 462.2.2 欧盟 –e–risk 482.2.3
德国——deNIS 492.2.4 日本——DRS 49三、2006年中国应急联动市场概况
513.1市场发展概要 513.1.1政策层面最新发展动态 513.1.2综合应急平台建设概要介绍
523.2 市场规模与特点 533.2.1 2006年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情况 533.2.2 2006年市场特点
533.3 2006年市场结构分析 553.3.1 产品结构 553.3.2 价格段结构 633.3.3 省市结构 633.4
2006年品牌市场份额分析 643.4.1 2006年硬件产品份额 643.4.2 2006年软件产品份额
673.5 中国主要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应用现状 673.5.1北京模式——位高责重 683.5.2
上海模式——国际规模 693.5.3 南宁模式——统一指挥 70四、细分市场研究 724.1
硬件市场 724.1.1 数字集群市场 724.1.2 一般硬件产品 744.2软件产品市场 754.2.1
竞争格局 754.2.2驱动因素 754.2.3阻碍因素 754.3 信息服务市场 764.3.1 竞争格局 7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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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因素分析846.22007——2011年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市场趋势856.2.1市场规模预测
856.2.3 硬件市场 866.2.3 软件市场 866.2.4信息服务市场
87七、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需求研究 887.1 品牌倾向 887.2 系统功能 887.3价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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