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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地质灾害防治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报告

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

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

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行业发展综述

1.1 地灾害的分布及成因分析

1.2.1 滑坡

1.2.2 崩塌

1.2.3 泥石流

1.2.4 地面沉降和塌陷

1.3 地质害的科学研究

1.3.1 泥石流的科学研究

1.3.2 滑坡的科学研究

1.3.3 崩塌的科学研究

1.3.4 地面沉降和塌陷的科学研究

1.4 地质灾防治工作的内容

1.4.1 地质害危险性评估

1.4.2 地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

1.5 中国地质害防治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地质害项目危害性评估与灾情评价

2.1 地质害灾情评估工作实施与发展趋势

2.1.1 国内外地质害灾情评估工作概况

2.1.2 地灾害灾情评估发展的趋势分析

2.2 地灾害灾情评估体系

2.2.1 灾情的基本要素

2.2.2 灾情评估的基本原理



2.2.3 灾情评估的主要内容

2.2.4 灾情评估体系的建立

2.3 地质害危险性与社会经济易损性评价

2.3.1 地质灾的危险性评价

2.3.2 地质灾的社会经济易损性评价

2.4 地灾害防治工程的评价

2.4.1 评价内容

2.4.2 评价方法

2.5 地灾害的减灾效益分析

2.5.1 防灾减灾的基本原则

2.5.2 质灾害经济损失分析

2.5.3 减轻质灾害的措施

2.5.4 减轻质灾害的系统工程

2.5.5 地质减灾效益分析

2.5.6 地质害防治工程减灾效益分析实例

2.6 地质害管理与灾情评估的实施

2.6.1 地质害管理的内容与手段

2.6.2 地质害的项目管理方法

2.6.3 地质害灾情评估的实施

2.6.4 地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

2.7 地质灾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2.7.1 滑坡灾害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2.7.2 崩塌灾害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2.7.3 泥石流灾害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2.7.4 地面沉降灾害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2.7.5 地裂缝灾害灾情评估案例分析

 

第三章 中国地灾害防治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国际地质害防治经验借鉴

3.1.1 美国质灾害防治现状

3.1.2 日本灾害防治现状

3.1.3 其他国家或地地灾害防治现状



3.1.4 国际地灾害防治的经验借鉴

3.2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2.1 国际环境分析&mdash;&mdash;全球减灾系统工程

3.2.2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2.3 政策环境分析

3.2.4 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地灾害防治技术与防治现状分析

4.1 地质害防治领域的重大科技研究

4.1.1 地质害监测预警预报的关键技术

4.1.2 区域性地灾危害性评价和风险评估理论

4.1.3 中国地灾害防灾减灾技术应用成效分析

4.2 地质灾防治的技术对策与实施工艺

4.2.1 地质危害性评估的技术要求

4.2.2 地质灾勘查技术

4.2.3 矿山生态修复的技术要求

4.2.4 滑坡的治理工程措施

4.2.5 泥石流的防治工程措施

4.2.6 崩塌的防治工程措施

4.2.7 地面沉降和塌陷的治理工程措施

4.3 中国地质害发生情况

4.3.1 全国地质环境破坏情况

4.3.2 全国地害总体情况

4.3.3 地质的区域分布情况

4.3.4 重大地灾害的发生情况

4.3.5 全国地灾害发生的特点

4.4 中国地灾害防治情况

4.4.1 地害防治的原则

4.4.2 地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

4.4.3 地害防治资金投入情况

4.4.4 全国灾害防治成效分析

4.5 中国地害防治行业的问题诊断



4.5.1 地质灾防治立法问题

4.5.2 地害监测预警问题

4.5.3 地灾害防治技术问题

4.5.4 地灾防治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4.5.5 地质害防治资金投融资问题

4.6 中国地质害防治规划与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地害防治招投标现状与策略分析

5.1 地质害防治工程招投标现状与趋势分析

5.1.1 地质害防治工程招投标制度的建设

5.1.2 灾害防治工程的招投标方式与程序

5.1.3 地害防治工程招投标市场规模

5.1.4 中国地灾害防治工程招投标趋势分析

5.2 地质害防治工程标书的制作策略与技巧

5.2.1 地害防治工程标书的特点

5.2.2 地害防治工程标书的编制要点

5.2.3 地害防治工程标书的硬性要求

5.2.4 地质防治工程的标书编制

5.3 地质灾防治工程的投标报价策略和技巧

5.3.1 地害防治工程的投标过程

5.3.2 地质害防治工程投标策略的制定

5.3.3 地害防治工程报价策略制定的方法

5.3.4 地质害防治工程的投标报价策略

5.3.5 投标报价策略应用的案例分析

 

第六章 工程地害防治下游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6.1 建筑工程行业运营现状分析

6.1.1 建筑工程行业产值分析

6.1.2 建筑工程行业区域发展分析

6.1.3 建筑工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6.1.4 各类建筑企业经营现状分析

6.2 矿山地质灾防治行业研究



6.2.1 矿产勘查开发与地灾害的关系

6.2.2 中国矿产勘查现状分析

6.2.3 中国矿产开发现状分析

6.2.4 中国矿山地质害防治分析

6.2.5 矿山环境恢复与治理技术方法

6.2.6 矿山环境恢复与治理案例分析

6.2.7 矿山地质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6.3 水利工程地害防治行业研究

6.3.1 水利工程建设与地质害的关系

6.3.2 中国水资源储量与分布情况

6.3.3 中国水资源利用分析

6.3.4 水利工程建设现状分析

6.3.5 水利工程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6.3.6 水利工程重点建设区域的地质环境特征

6.3.7 水利工程地害防治现状分析

6.3.8 三峡工程地质害防治案例分析

6.4 电力工程地质害防治行业研究

6.4.1 电力工程建设质灾的关系

6.4.2 中国电力供需矛盾分析

6.4.3 电力工程投资建设现状分析

6.4.4 电力工程重点建设区域的地质环境特征

6.4.5 电力工程地害防治现状分析

6.4.6 电力工程地灾防治方案设计与案例分析

6.4.7 电力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6.5 交通工程地质害防治行业研究

6.5.1 交通工程建设与灾害的关系

6.5.2 交通工程投资建设情况

6.5.3 交通工程地害防治现状分析

6.5.4 交通工程地灾防治方案设计与案例分析

6.6 房屋建筑工程地质防治行业研究

6.6.1 房屋建筑工程与灾害的关系

6.6.2 房屋建筑工程投资建设情况



6.6.3 房屋建筑工程地质害防治现状分析

6.6.4 房屋建筑工程地灾防治方案设计与案例分析

6.6.5 房屋建筑工程地质害市场潜力分析

6.7 油气管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行业研究

6.7.1 油气管道工程建设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6.7.2 油气管道工程投资建设现状分析

6.7.3 油气管道工程灾害防治现状分析

6.7.4 油气管道地灾防治方案设计与案例分析

6.7.5 油气管道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第七章 中国重点区域灾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1 广东省地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1.1 广东省地质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1.2 广东省矿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3 广东省水利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4 广东省电力工程地质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5 广东省交通工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6 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7 广东省油气管道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1.8 广东省地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2 四川省地质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2.1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2.2 四川省矿山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3 四川省水利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4 四川省电力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5 四川省交通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6 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7 四川省油气管道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2.8 四川省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3 云南省地质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3.1 云南省地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3.2 云南省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3 云南省水利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4 云南省电力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5 云南省交通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6 云南省房屋建筑工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7 云南省油气管道工程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3.8 云南省灾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4 重庆市地质灾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4.1 重庆市地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4.2 重庆市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3 重庆市水利工程地质灾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4 重庆市电力工程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5 重庆市交通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6 重庆市房屋建筑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7 重庆市油气管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4.8 重庆市地灾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5 贵州省地质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5.1 贵州省地质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5.2 贵州省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3 贵州省水利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4 贵州省电力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5 贵州省交通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6 贵州省房屋建筑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7 贵州省油气管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5.8 贵州省地质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6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6.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6.2 广西壮族自治区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3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4 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力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6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7 广西壮族自治区油气管道工程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6.8 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7 甘肃省地质灾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7.1 甘肃省地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7.2 甘肃省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3 甘肃省水利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4 甘肃省电力工程地质灾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5 甘肃省交通工程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6 甘肃省房屋建筑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7 甘肃省油气管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7.8 甘肃省地质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8 湖南省地质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8.1 湖南省地质害防治现状与规划

7.8.2 湖南省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3 湖南省水利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4 湖南省电力工程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5 湖南省交通工程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6 湖南省房屋建筑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7 湖南省油气管道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8.8 湖南省地质灾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7.9 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市场潜力分析

7.9.1 陕西省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2 陕西省矿山地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3 陕西省水利工程地质灾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4 陕西省电力工程地质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5 陕西省交通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6 陕西省房屋建筑工程地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7 陕西省油气管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市场需求分析

7.9.8 陕西省质灾害防治市场趋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行业领先单位分析

8.1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企业的经营特征分析

8.2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经营现状分析



8.2.1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8.2.2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8.2.3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8.2.4 广东省工程勘察院

 

第九章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模式创新与风险管理

9.1 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模式创新

9.1.1 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

9.1.2 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9.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

9.2.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风险的特点

9.2.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不同阶段的风险

9.2.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中的道德风险

9.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中的风险管理

9.3.1 地灾防治工程项目的风险类型

9.3.2 地灾防治工程项目风险的管理控制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04/355600.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04/3556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