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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应急产品遍及各个行业，涉及全部四大类突发事件，准确定义应急产业是实施有效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对应急产品、应急产业进行内涵式定义有难度，可考虑

暂时按照应急产品的外在特征对应急产业进行描述式定义。如，从产品和服务型态上，应急

产业可分为应急装备设备、咨询服务类。从管理流程上，可分为用于监测预警的、现场处置

防护的、应急恢复重建等类别。从应用范围上，可分为直接用于应急的专用产品、间接用于

应急的兼用产品、有关联性的日常用品。按照应急产品应用范围不同、参考管理流程，对应

急产业进行分类，并作为制定政策、实施管理的着力点。应急产业分类     类别流程   第.1

类----专用   第2类----兼用   第3类----关联       预防   防疫药品   探测性装置   信息平台       准备   

救灾器材储备   医疗救护   食品储备       预警   警报设备   监控系统   食品检测仪       响应   应急灯

、生命探测仪等   警用装备   普通挖掘机       恢复   救灾专用道路等   帐篷等   食品等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应急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五章。首

先介绍了应急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应急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应急行业市场运行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应急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应急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

析了应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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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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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