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5年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投资分析与发展趋
势预测研究报告

报告大纲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homepage}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1-2015年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投资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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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IT和通讯技术正在迅速发展，有线通讯、无线通讯、网络传播、GPS定位、视频
技术、数据库管理等方面技术融合加快，使得应急联动系统的搭建得以商用化，也推动了系
统的升级，将逐渐由模拟集群转为更为稳定可靠的数字集群系统，向智能化、可视化演进发
展。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建立集群调度指挥网，市场潜力巨大，在未来3-5年内数字
集群系统将得到迅猛发展，中国将建成全国范围内的先进、高效、高可靠的调度指挥网。中
国的应急联动体系正在不断走向完善，从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到2009年，正式部署全国性应急管理平台系统的建设，各级
政府对于城市应急联动能力的提升越来越重视。随着应急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国信息化投资
比重不断加大，中国应急联动市场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假设在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都建设
不同规模的应急联动系统，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平均投资1亿元人民场规模庞大应急联动系统
将互促发展币，约需40亿元；240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城市，每个平均要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
，将近100亿元；在2000多个县或县级市，每个平均要投资400万元左右，约需80亿元，以
上三类城市累计需要投资220亿元。

我国的地域广阔，区域发展有先有后，虽然国家对应急体系和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有纲
领性的意见和规范，但实际到了城市一级，在具体的业务流程和功能的细节上，不同地方的
区别还是很大。另外即使就一个城市而言，不同的联动部门发展也各有不同，信息化程度差
异很大，协调难度比较高。所以在具体项目实施时，企业实施成本很高；在项目结束后，维
护成本也比较高。总体而言，因为我国城市应急联动体制和机制尚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所以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模式，这是现实情况。然而，我们也都看到，我国城市应急联动体系在行
政管理层面已经形成，具体表现为每个城市都成立了市领导挂帅的应急办，各职能部门的主
要领导也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信息化系统建设方面却很少有专职的技术班子。这一
类的项目大多是授权到某个职能单位的技术部门相关人员负责，即使该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技
术及其他部门的相关业务流程充分掌握，但实际项目实施中协调工作往往任务繁重，客观上
对项目的一些具体功能实现和项目进度会造成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
行业的投资潜力如何？又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呢？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中国报告网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
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
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着重对我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的发展态势，包括行
业运行、市场发展、应用现状、行业竞争态势以及城市应急联动系统需求状况等进行了分析
，对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的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报告数据丰富及时、图
文并茂，还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生产企业、科
研单位、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
和发展战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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