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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管理对应急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应急产业应运而生。

应急平台是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软、硬件相结合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技术系统

，具备日常管理、风险分析、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动态决策、综合协调、应急联动与总结

评估等多方面功能，是实施应急预案、实现应急指挥决策的载体。  

  随着天灾人祸带来的公共安全应急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及各项支持政策、规定的不断出台

，应急产业已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8年我国应急平台行业市场规模约114.32亿元，同比2017

年的100.5亿元增长了13.75%，近几年我国应急平台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2012-2018

年中国应急平台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应急产业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应急产业市场发展环境、应急产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应急

产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应急产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应急产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应急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应急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应急产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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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应急平台建设以华南、华东地区和中西部最为迅速。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实力雄厚、

信息产业发达、信息化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在应急系统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和财政

实力。中西部作为重点开发建设的地区，受益于政策的支持，应急系统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快

。我国应急平台行业主要企业分布情况     公司   所在地区   企业性质       辰安科技   北京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中国软件   北京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太极股份   北京   其

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科瑞讯   北京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天维尔   广东   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迪爱斯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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