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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研究 

华晶晶 范雨晓 杨旭光 

（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重庆 401336） 

【摘 要】：军民融合应急产业是以应用于突发事件处置为主线,把零散在相关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归集起来进行

规划部署,是紧随时代需求、关系民生的新兴产业,其产业完备程度是衡量城市应急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重庆

市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和应急产业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全市“6+1”工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论文将结合

军民融合背景下重庆市应急产业发展现状,剖析重庆市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为应急产业快速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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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军民融合应急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对应急产业,政策法规建设稳步推进,相继出台《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应急

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等重要文件,鼓励充分利用军工技术优势发展应急产业,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十三

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2017年度)》等文件中,也对应急产业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进行了部

署。重庆市政府印发了《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强综合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把推进应急产业

的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 

1.2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必要性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复杂,突发事件易发频发,防控难度不断加大。重庆是嘉陵江和长江的交叉汇集城市,滑坡、崩塌、

泥石流、洪涝灾害、旱灾等灾害频发,在隧道打通、爆破等过程中均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2017年共发生地质灾害 228起,直接经

济损失 2721.40 万元。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复杂,2017年重庆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901起,一般道路共发生道路运输事故 528 起、

死亡 554 人;发生火灾 5471 起,死亡 12 人,受伤 29 人,直接财产损失 8552.2 万元。发展应急产业是保障公共安全和建设应急体

系的重要支撑,能够使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补充,促使应急管理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形成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应急保

障体系,提高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和事故灾难的能力,减少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失,不断加大的应急产品和应急服务需求,是提高公共

安全水平的迫切要求。 

1.3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优势分析 

顺应当前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趋势,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新技术在应急产业全产业链中

的应用不断扩展,多技术融合创新成为推动应急产业向高精度、高可靠、信息感知、智能应急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应急产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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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叉的特点推动应急产业与机械装备、医药卫生、轻工纺织、信息通信、交通物流、保险租赁等协同发展,探索新产品、新装

备、新服务,培育应急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应急应战协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提出发挥国防科技资源优

势,加快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等军工技术向应急领域转移转化,发展高技术应急产品和装备。 

2 军民融合应急市场前景分析 

2.1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市场容量分析 

未来军民融合将会呈现以下几点发展趋势:一是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世界大势;二是“军转民”转型升级,将在实现军工

经济民用效应产业化、规模化和释放国防储能的实践中确立新的生长点;三是军民协调创新作为军民融合的主要推手,将大大增

强国防军工的发展动力。目前,许多军转民、民参军的产品重点集中在防爆、特种设备、核事故处理等应急产品。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军费规模将超过 1.3 万亿元,民参军市场规模或将超过 2164 亿元,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近三年来我国应急产业产值规模

年均增长速度在20%左右,高于同期工业经济平均增速。据预测,我国应急产业市场年容量约5000亿元,包括所带动的相关产业链,

市场年容量约 10000亿元,潜力巨大。 

2.2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市场供需分析 

发达国家安全应急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8%,应急智能装备发展较为成熟,应急信息装备、调度指挥装备、监测监控装备、抢

险救援装备、个体防护装备、生命探测装备、遥感探测装备等应用已经成熟,正在向智能化、快速化、成套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德国的消防装备和危化品处置装备,美国的搜救装备和溢油处置装备,瑞士的医疗救援装备,美国、日本的工程救援装备,瑞典的

破拆装备,俄罗斯的破冰除雪装备,荷兰的大功率供排水装备等,都是在各国应急救援中频繁使用的先进应急装备,占据了全球绝

大部分市场。而目前,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占 GDP比重仅 0.3%。工程救援装备、安置保障装备、后勤保障装备等产品已经基本成熟,

国产化率可达 80%-100%。应急通信指挥装备得到广泛应用,应急医疗救援装备实现了模块化和标准化,道路救援、航空救援、工

程救援等应急服务业态发展迅速。 

3 国内外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3.1国外应急产业发展现状 

国外应急产业发展主要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发展起步较早,产业链较完整且高度市场化。美国应急产业

发展多依附于其他产业,虽然应急产业链囊括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电子商务、咨询服务、教育培训及保险等,但相关企业很

多不以应急产品或服务供应为主业,应急产业发展多依附于建筑、煤矿生产、食品和药品生产等。英国应急产业主要集中在救灾

阶段且种类齐全,从医疗急救箱、个人防护用品、切割工具,到体积较大的急救车辆、临时居所、救生筏,再到救援直升机等,可

满足水陆空各个层次的救援需求,但在应急培训、咨询服务等方面发展较浅。日本应急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融合发展态势,

应急产品和服务融入了先进信息通信技术、软件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具备专业性、系统性和多样性特点,产品也渗透到了应急

救援各个阶段,但由于日本政府控灾能力及民众防灾意识较强,应急产业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链。 

3.2国内应急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应急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应急产业作为单独产业类别鼓励发展,并形成了较完整的产品体系,在预防准

备、检测预警、救援处置等领域建立了较完备的产品目录,产品种类多达上千种,且主要分散在专业市场,如消防、民政、交通、

卫生、环境、水利、安监等。和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应急产业社会化、市场化的应急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如应急救援服务、应

急教育、培训、演练服务、应急咨询服务等行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同时市场规范化管理和准入门槛尚未完全形成,除消防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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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救援等较成熟的领域外,其他领域的产品检测和体系认证较为缺失。 

3.3重庆市应急产业发展分析 

重庆市的应急产业分布区域广泛,应急产业种类齐全。重庆市经开区、璧山园区、万盛经开区、合川园区、綦江园区、九龙

园区、北部新区、同兴园区、建桥园区、大足园区、两江新区等重要园区在应急特种车、应急安全装备、应急工程机械、安全

监控设备、应急监测仪器、应急环保设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产品特色突出,发展态势良好,并逐渐形成以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方

式,其中,重庆军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应急监测技术水平全国领先,建安仪器核辐射监测电子设备等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

位,迪马工业应急通信指挥产品领跑行业。 

4 重庆市军民融合应急产业发展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重庆市虽已拥有应急特种车、安全装备、生物医药等应急产业关键领域的研发生产技术,但在应急

产业核心领域上没有形成产业交叉,产业生态建设不完善。二是龙头企业数量偏少,重庆市可以作为应急行业代表的企业只有军

工产业集团、梅安森、南方迪马,龙头企业数量较少,示范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暂不具有行业聚集能力,生产辐射范围相对有

限。三是发展规划有待加强,重庆市现有政策的详细发展目标覆盖面不广,配套产业链发展方向还需进一步研究明晰。四是对外

交流有待提升,在应急产业技术交流、沟通、协同创新等平台方面的建设力度有待提高。 

5 建议 

一是聚集现有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针对应急产业的救援处置装备与技术、监测预警诊断设备与技术、预防防护产品与技术、

应急教育培训咨询服务等,做好市级应急产业的调查摸底,明确各区县应急产业定位,完善配套产业,形成生态体系。二是培育龙

头企业,加强企业聚集,重点扶持应急产业发展,形成示范效应,依托龙头企业,引进和发展一批中小配套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推

动产业规模化发展。三是拓展产业交流,打造合作平台,强化应急产业交流建设平台,统一部署,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积极建立应

急产业技术交流中心,着力建设一批外向型应急产业企业,走出一批海外产业合作项目。四是明确重庆市未来发展重点,科学规划

应急产业发展布局,强化重庆市应急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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