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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应急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 

龚会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省行政学院、 

“5.12”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四川省应急产业的现状，对应急产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并对四川应急

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快四川省应急产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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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急管理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必然要求。应急产业是为应急管理提供应急科技、技术和产品的产业，为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提供监测预警、预防防护、救援

处置和应急服务的多领域、多交叉产业领域。“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立覆盖应急管理全过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突发

事件应急体系，将公共安全作为最基本的民生，这将带动巨大的公共安全需求和应急市场需求。因此，发展应急产业是保障社

会公共安全和建设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2 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的现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发展应急产业是编

织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的物质基础，是推进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力量。2006 

年我国首次提出发展应急产业，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63 号）。应

急产业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 

目前，我国应急产业正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宏观环境不断优化，发布应急产业发展重点目录，四川等18 个地方出台实施意

见。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启动实施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突破灭火/ 救援水陆两栖飞机、移动医疗急救设备等重大应急

装备技术。产业集聚呈现新格局，启动建设首批7 个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部分地区积极谋划率先发展。行业骨干力量不断

涌现，在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等领域发展了华舟应急、新兴际华、詹阳动力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优势企业。

行业管理日益规范，建立应急产业发展协调机制，组建全国应急产业联盟，发布一批应急产业标准。落实适用于应急产业扶持

政策，建立地震巨灾保险制度，设立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有力推动应急产业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应急

产业达到近万亿产值规模。 

                                                        

［收稿日期］2016-11-03 

［作者简介］龚会（1980- ），女，四川邻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工业与组织心理、人力资源管理、产业经济。 



 

 2 

3 四川省应急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四川省先后成功处置了非典、“5.12”汶川地震、“4.20”庐山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也带动了一批应急装备与技术、应急产品、应急服务实现应用，应急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 

3.1 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产业布局合理 

四川省工业门类齐全，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应急救援整体装备、消防安全防护与个人医疗防护产品、应急管理咨询与应

急服务等方面产业基础雄厚。四川省涉及应急产业的产业园区有20 多个，形成以“成都”为核心，以“绵阳、德阳、泸州、广

元”为四带的产业布局，充分利用这“一个中心，四个发展带”的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形成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应急

产业布局，以成都为科技创新核心，带动并引领“四带”，形成多元化协同发展的应急产业格局。 

3.2 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集聚态势明显 

成都作为四川省科研与创新中心，其地震灾害监测预警技术在全国领先，并以此为契机，整合生物工程、通信、轻工化工、

教育等产业，促进应急监测预警与预防防护类产品协同发展；以绵阳国家防灾科技园区为基础的应急产业已经实现产业化、规

模化和集聚化发展，在防震救灾设备、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环境保护等产业预计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200 亿元；中德

应急装备制造园区为基地应急救援装备制造业，整合应急装备研发、制造、物流以及培训等产业节点，形成应急设备生产、应

急救援与处置、应急服务为一体的高端应急产业链；泸州依托机械产业基础，在重大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处置产品方面优势突出；

广元的经开区、苍溪经开区、利州工业集中区等园区在小型救援设备、小型个人防护产品等方面，基本形成产业发展规模，并

逐步扩大。 

3.3 龙头企业发展迅速，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据我委统计情况，截至目前，四川省涉足应急产业领域的企业多达500 多家，纳入应急产业产品目录有1000 多种，其中专

门从事应急产品研发生产的、有一定规模的大型龙头企业有10多户，中小型企业150 多家。如东汽、九州、长虹、邦立重机、

特飞科技等大型龙头企业均具有一定的核应急救援设备、大型机械设备系统集成、救援设备成套与工程实施服务能力，产业集

中度高，并带动德阳经开区、绵阳经开区、成都高新区、泸州经开区等工业园区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

出现一批具有明显应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如在监测预警领域，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ICL 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

100%，西南科技大学的放射性污染远距离测量和机械剥离去污机器人系统、强辐射环境视频监控系统的特色也十分突出。在预

防防护领域，如威特龙公司生产的大型石油储罐主动消防安全防护系统领先全国。在救援处置领域，如邦立重机生产的8—46 吨

级系列反铲液压挖掘机和加装液压锤装置特色十分明显。 

3.4 应急市场需求迫切，应用前景广阔 

四川地处西南，地势复杂多样，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尤其在经历两次大自然灾害后，更加意识到建设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离不开应急产业的物质支撑，更加意识到应急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了创新、

绿色、协同、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人民的公共安全需求作为基本，大力推动应急产业发展，引导社会公众的社会安全意

识，带动了巨大的应急产品和应急服务需求，应用前景广阔。 

3.5 科技创新能力强，应急服务形态多样 

四川省科技资源丰富，应急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发能力较强，尤其在成功应对两次大地震之后，四川省在应急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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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避难工程、应急救援服务等领域积累丰富的经验，示范效应显著。一是拥有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行政学院的“5·12”

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等综合性的应急服务机构。二是拥有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拥有西南科技大学特殊环境机器人实验室等专业科研和教学机构。此外，四川大学、成都电子科大、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等高校也在应急技术方面拥有较强的技术研究能力。三是四川省威特龙、森田、邦立等专业企业拥有相应的研发平台

外，九州、成都航天设备有限公司、华日、科伦等企业也拥有较强的应急技术研发能力。四是商用无人机协会等产业联盟等也

能够为应急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目前，四川省已经在监测预警、预防防护、救援处置等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 

总之，应急产业是构建西部综合应体系，推进地区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快应急产业发展可以提高地

区公共安全水平，带动区域多种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四川省经济的稳定增长。 

4 有效推进四川省应急产业发展的建议 

长期以来，四川省高度重视应急产业发展，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工信部有关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相关战略部署。7 月

28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55 号），提出四川省发展应急产业的重点工

作，制定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成为促进应急产业发展的重要工作部署。各级政府部门将大力发展应急产业这个新兴产业，将

发展应急产业作为四川调结构、改方式，促升级的重要举措，将应急产业发展成四川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4.1 加大产业支持力度，强化政府引导职能 

完善支持应急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积极引导各种市场主体进入应急产业。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引导全社会形成关注生活

安全、生产安全的氛围，积极做好安全监测预警和安全防护工作引导。创新应急产业发展机制，抓住互联网+ 和大数据发展的+ 

云计算机遇，成立应急产业协会，应急联盟等，抓住互联网+ 大数据发展+ 云计算机遇，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大力促

进应急产业创新、开放、协调和共享发展。 

4.2 是大力培育应急市场，加大应急产业供给 

发布国家支持的应急产品和服务目录，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紧急医疗救援、道路救援、航

空救援等应急服务发展。完善矿山、高层建筑、学校等公共场所应急设施设备配置标准，推动应急设施设备装备与建设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合使用。研究激发单位、家庭和个人应急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建设一批应急物资和生产能

力储备基地。 

4.3 是加强应急科技创新，引领应急技术运用 

支持一批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围绕应急产业发展需要，创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工

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利用科技部、工信部启动的公共安全与应急产业技术装备专项资金和政策扶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

入。推进产学研用结合，联合组织实施科技攻关，掌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应急技术，积极争取和支持在川研发机构在

川转化研发成果。 

4.4 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应急产业格局 

大力支持产业链整合发展，将应急装备制造纳入高端制造业进行重点培育，灾害预警预测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抢险处

置与个人防护纳入生物医药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加强区域间合作，统筹全省应急产业空间布局，集中整合优势资源，率先实现

重点突破，避免产业雷同、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围绕已经初步形成的产业链格局，引导产业加快集聚，重点围绕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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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防护、处置救援、应急服务四个重点方向，打造应急产业基地。其中，成都重点打造集创新研发、加工创造、现代物流、

培训服务一体的具有较强公共安全与应急支援能力和保障能力的综合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德阳依托中德应急装备制造产业园，

重点打造成应急产业示范开放合作基地。泸州依托机械产业基础打造应急救援产品基地；广元打造预警预测产业基地，绵阳重

点打造以通用航空为主的应急产业基地。 

4.5 培育产业骨干企业，促进应急产业集聚 

推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一批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市场占有率高、自主研发能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企业（集团）。

通过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园区共建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方式，引进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集聚效应强、外

向度高的大企业大项目。推动加强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引导大中小企业合作。 

4.6 加强产业开放合作，扩大应急产业影响 

充分利用中国（成都）西部国际博览会、汉旺论坛等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开展组织多种形式国际应急产业交流活动，促

进中外应急产品、技术和服务合作，并形成长效机制。将应急产业相关内容纳入鼓励外资投资目录，吸引国外优秀企业在华设

立研发机构和生产基地。充分利用西部国际博览会的交流平台，开展好国际应急产业发展论坛，组织省内外知名的应急产业企

业参展参会，邀请应急产业发达的德国、以色列、日本等国际知名应急产品生产企业到会参展和参会；加强与国际应急协会、

联盟的交流。还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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