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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市场评估与投资战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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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也是城市信息化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

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的建立

将帮助城市管理者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投资软环境，突出政府对市民生命财产的关怀，

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更是政府为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保障市民福祉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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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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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政府在应急联动系统建设领域的投资

由2006年的12.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5亿元，市场规模每年以20%-30%的速度迅速上升。目前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的应急联动系统在加紧扩建、完善升级中，成都、南京、

广州、杭州、济南、扬州等城市的应急联动系统也在积极筹划中。全国大约有20多个城市正

在筹划建设应急联动系统，除南宁和潍坊二市属于试点型的中小城市外，其余均为直辖市或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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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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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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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5年内，后续系统升级换代及工程投资额约为200亿元。系统建成

后，每年会产生10-15%的服务费用，即42-63亿元，三项总计近500亿元的投资额，加之相关产

业的投资，预计中国城市应急联动市场总规模将达到800亿元。中国有望在15年内建成一个全

国性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届时中国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市场规模将突破1500亿元。



本报告利用资讯长期对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跟踪搜集的市场数据，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行

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报告主要分析了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发展环境；国内外城

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情况；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市场现状和前景预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

的设计及应用；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主要竞争者经营情况；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发展机

会及风险提示。同时，针对目前国内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战略性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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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3）企业典型方案分析

7.1.4 惠普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3）企业典型方案分析

7.2 国内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重点运营商分析

7.2.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3）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企业股东分布情况分析

（5）企业相关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6）企业应急联动典型案例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7.2.2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络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3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财务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3）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8章：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风险及发展建议

8.1 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发展机会分析

8.1.1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8.1.2 国家对城市应急高度重视

8.1.3 国外成功经验借鉴

8.1.4 现有系统存在诸多问题

8.1.5 技术进步促进行业不断创新

8.2 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的风险提示

8.2.1 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8.2.2 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8.2.3 行业运营模式风险分析

8.2.4 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8.2.5 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8.3 中国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行业发展建议

8.3.1 理顺运行机制

8.3.2 完善法律法规

8.3.3 寻求体制创新

8.3.4 加强人员编制工作

8.3.5 加强技术支持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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