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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及必要性 

一、行业技术水平 

我国消防行业构建了以应急管理部所属的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天津消防研究所、上海消防研究所、沈阳消防研究所、四川消防研究

所的四所一中心为消防行业骨干，涵括大学、企业和产业部门研究机

构，形成了相互沟通合作的消防科学研究体系，并将火灾科学、消防

技术与消防软科学等领域作为消防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1、常规消防技术较为成熟，特种消防技术持续创新 

现代消防行业经过了较长期的发展，常规报警与灭火技术已较为

成熟，手持式灭火器、室内报警喷淋灭火系统等常规消防装备能够满

足多数公共场景的基本消防需求。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新的消防需求特殊应用场景不断涌现，

如新能源汽车消防、特高压/高压电力消防、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消防等，

催生出相应的特种消防技术的需求；同时，材料、通信、运算力等基

础科学的持续进步，也促使消防应用技术不断升级，以往受限于技术

不足无法实现自动消防或消防保障力度不足以满足应用需求的领域，

如交通工具的机舱消防和乘客舱消防、城市电力电缆及通道消防等领



域，也激发出持续升级的消防需求。上述新的消防需求的产生，推动

着相应特种消防技术的持续科研投入和创新升级。 

2、新型消防技术应用所承载的复合学科技术增加 

近年来，新型消防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一方面从传统的民用

消防领域向新型的工业消防领域拓展，另一方面消防产品自动高效化、

智能控制化、系统组网化趋势愈加明显。新型消防技术的应用，更多

地融合了灭火剂的化学与材料技术、消防装置的机械与电子技术、基

于各类基础科学的探测技术、通讯与控制技术等多学科技术的综合应

用开发。新型消防技术所承载复合学科技术不断增加，对消防领域的

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不同专业应用领域的技术专业性强 

针对产品功能及下游应用领域的不同，消防产品所采用的灭火剂

类型、机械结构、电控部件、探测部件、数据处理单元、组网方式均

可能不同。特别是针对特殊应用领域所开发的专用型消防产品的技术

专业性更强，业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在面对细分领域特殊需求时，需要

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各自细分领域形成相应的消防应

用技术和产品产业化能力。 

二、消防行业发展概况 



消防安全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行业的发展水平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消防产品制造业是消防行业

的行业基础。我国消防产品主要可分为灭火设备产品、火灾报警产品、

火灾防护产品、消防装备产品等四大类。 

改革开放前，我国消防行业发展缓慢，全国消防产品生产企业数

量不足 100 家，且大部分是国家出资建设的国营企业。2001-2003 年，

国家逐步取消了消防产品生产销售备案登记制度，逐步建立消防产品

市场准入制度，消防市场环境发生根本性变革，民营企业开始涉足消

防行业，行业发展速度加快。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快递增长，消防产业

也逐渐发展成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消防产品生产企业

已超过 5,000 家，消防行业整体规模较大。 

消防行业的企业数量较多，但缺少行业领军企业，各家企业的市

场份额较分散，行业集中度低。大多数消防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单一、

技术含量较低，产品在外观、功能等方面同质化严重，盈利水平较低。 

相对而言，在工业消防领域的消防企业数量较少，其中，少数具

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的企业产品技术含量高，智能化、自动化功能

强，毛利率水平较高，成长相对较快。 

2018 年 10 月消防整体转隶后归属国家应急管理部管理，消防救援

从“单一灾种”向“综合性救援”转变，对消防救援装备提出了更高



要求，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各级政府对消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消防监管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公众安全意识的提高，都为消防行业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消防产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二章 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城镇化水平和交通运输等配套投资不断提高，持续带动消防

需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消防行业的发展也迎来重要契

机。2000 年，我国城镇人口为 45,906 万人，城镇化率为 36.22%，而

到 2018 年，城镇人口达 83,137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 59.58%，预计

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带动城市交通运输、

电力电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加大投资，拉动消防产品和消防工程

投入稳步增长。 

（2）消防安全意识逐步提高，消防逐渐成为主动需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电器数量增加，火灾发生次数较

以前年度大幅增加，给社会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消防安

全责任制度加速推行，消防宣传和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社会整体消防

意识逐步提高。人们对消防安全保障的要求不断提高，消防产品的市

场需求正从被动式需求逐渐向主动式需求转变。终端用户愈发关注消



防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要求，具有品牌优势和市场口碑的消防产品竞

争优势日益明显。 

（3）消防市场秩序持续规范，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善 

自 2005 年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消防

行业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治理活动的力度，并于

2008 年起对灭火器等消防产品实行身份证管理，有效加强了消防产品

的监督管理，为业内规范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了

消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4）下游行业政策支持，拉动配套消防安全需求 

随着消防技术不断往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环境

复杂、应用特殊的专业领域也逐步能够得到更好的消防保障。相应消

防产品的下游行业，如交通运输、电力电网等，也将专业化消防产品

的配置规范到车辆、电机、电站、电网等领域的建造和运营的行业政

策及标准之中，从而拉动了配套消防产品的市场需求，对专业化消防

产品制造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2、挑战 

（1）行业研发投入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消防行业内企业科研投入普遍较少，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较

少，缺乏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性的产品开发

工作匮乏，对行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激烈，发展仍不规范 

近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消防产业也

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国消防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行业竞争激烈，行

业缺乏市场秩序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在企业规模偏小，资信等级低，

融资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下，消防企业无力进行充分的信息

搜集和技术开发，难以迅速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竞争力。 

二、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城镇化水平和交通运输等配套投资不断提高，持续带动消防

需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消防行业的发展也迎来重要契

机。2000 年，我国城镇人口为 45,906万人，城镇化率为 36.22%，而

到 2018 年，城镇人口达 83,137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 59.58%，预计

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带动城市交通运输、

电力电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加大投资，拉动消防产品和消防工程

投入稳步增长。 



（2）消防安全意识逐步提高，消防逐渐成为主动需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电器数量增加，火灾发生次数较

以前年度大幅增加，给社会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消防安

全责任制度加速推行，消防宣传和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社会整体消防

意识逐步提高。人们对消防安全保障的要求不断提高，消防产品的市

场需求正从被动式需求逐渐向主动式需求转变。终端用户愈发关注消

防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要求，具有品牌优势和市场口碑的消防产品竞

争优势日益明显。 

（3）消防市场秩序持续规范，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善 

自 2005 年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消防

行业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治理活动的力度，并于

2008 年起对灭火器等消防产品实行身份证管理，有效加强了消防产品

的监督管理，为业内规范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了

消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4）下游行业政策支持，拉动配套消防安全需求 

随着消防技术不断往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环境

复杂、应用特殊的专业领域也逐步能够得到更好的消防保障。相应消

防产品的下游行业，如交通运输、电力电网等，也将专业化消防产品

的配置规范到车辆、电机、电站、电网等领域的建造和运营的行业政



策及标准之中，从而拉动了配套消防产品的市场需求，对专业化消防

产品制造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2、挑战 

（1）行业研发投入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消防行业内企业科研投入普遍较少，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较

少，缺乏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性的产品开发

工作匮乏，对行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激烈，发展仍不规范 

近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消防产业也

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国消防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行业竞争激烈，行

业缺乏市场秩序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在企业规模偏小，资信等级低，

融资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下，消防企业无力进行充分的信息

搜集和技术开发，难以迅速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竞争力。 

三、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我国消防产品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行业内的少数企业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技术、渠道和品牌积累，由于消防行业具有较为严格的监督

管理体制，消防产品制造业形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1、资质壁垒 



消防产品属于安全应急产品，产品质量情况直接关系到火灾发生

后能否及时扑灭火灾，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我国消防产品实行

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与技术鉴定等市场准入制度。 

对于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或技术鉴定的消防产品，应由具有法定

资质的机构认证或鉴定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使用；对于实行自

愿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依照规定取得产品认证证书不仅是对于产

品质量的认证，也能够增强市场对于产品品质的认可。同时，下游客

户在采购过程中也常常将产品资质列入采购条件，因此，对于实行自

愿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消防产品生产企业，依规取得产品认证证书十分

重要。 

消防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得新进入须认证或技术鉴

定产品领域的企业，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规范，具

有稳定的产品量产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并取得相关认证或技术鉴定

证书后，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或才能开展消防产品的生产、销售工作，

从而形成了进入行业的较高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2、技术壁垒 

专业领域消防产品和中高端消防产品通常在灭火剂技术、自动灭

火技术、探测启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环保特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

技术含量。如自动灭火装置一般应用于无人值守、宽温甚至频繁振动



的恶劣工作环境下，工作环境对灭火剂的灭火效率、装置探测启动的

灵敏性与可靠性、装置自身的稳定性、智能巡检功能等技术要求较高。

特别在对应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工业消防领域，成熟应用的产品需经

过长期研发、试验，并由用户不断反馈、改进后形成，对于新进入行

业企业形成了较高的技术壁垒。 

3、客户壁垒 

消防产品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专业应用的工

业消防领域的下游客户对产品要求更高。例如，应用于客车发动机舱

或动力电池防护的车用自动灭火装置，属于客车中重要的固定部件，

产品使用寿命要求长，一般在 6-8 年及以上，而产品长期在高频振动、

高温等恶劣环境中运行，对产品的可靠性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若客车

出厂后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自动灭火装置出现故障，将会给整车厂商造

成大额的返修成本。 

专业工业消防领域的下游客户一般会通过严格的合格供应商认定

程序或招投标，综合考察长期配套及售后能力、长期稳定应用案例、

产品技术、资质等因素以确定消防产品的合格供应商，并在长期合作

过程中对产品质量进行持续检验、考核。细分市场、合格供应商准入

标准高、认证周期长、对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粘性较高，因此，专业工

业消防对新进企业形成了较高的客户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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