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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突发事件具有多发、频发的特点，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对于突发事件

中应急产品进行相关研究，有助于厘清我国应急产业和产品的现状，预测后续的设计研发趋势，以便有

效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方法 基于概念辨析和范围界定的基础，对国外文献研究借助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收集和梳理，运用 Histcite 软件分析出文献间的相互脉络，定位近年热度文献，提炼研究热

点方向。国内研究采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内的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国内相关研究的领域侧重点。结论 国

内应急产业起步晚，技术含量低，应急管理、产业规划和产品研发体系均不够完善，但科技+互联网的

助力有望大幅度提升应急产品体系，并基于现有问题针对政府和企业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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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has brought serious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The work aims 
to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es on emergency products in emergencies, which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emergency industry and products and predict the follow-u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rend,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various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discrimination and scope defini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es 
with the help of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The mutual context of the literature was analyzed 
with Histcite software, and the hot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was located to extract the hot research direction. Domestic 
researche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literature in China CNKI database to summarize the focus of domestic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The domestic emergency industry starts late, with low technology content and imperfect emergency management,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product R & D system. However, the technology + Internet is expected to greatly improve the 
emergency product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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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来，全球各种突发性灾害事
件和事故的数量及致死人数都在不断上升，在 1980
年以前属于缓慢递增，自 1980 年之后增长迅猛[1]，
尤其是千禧年之后，陡增态势异常明显。2001 年的

美国 9·11 恐怖袭击、2003 年的中国 SARS、2004 年
的印度洋海啸、2008 年的中国汶川大地震、2011 年
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2014 年非洲埃博拉病毒，
直至 2019 年底 2020 年初的美国流感、澳大利亚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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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拿大暴风雪、非洲蝗
灾相继爆发，这些闻之惊心的重大事件不仅造成了大
量的人员伤亡，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更极大地
扰乱了各国社会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秩序。针对 2003
年中国 SARS 的一度失控，国务院于同年 5 月审议通
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关于突发事
件的应对管理逐步提升至重要的法律法规层面，我国
于 2003 年 12 月成立应急预案工作小组以研究各种应
急策略，2006 年 1 月至 6 月的半年期间陆续发布《国
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
意见》，2007 年 11 月全国范围内实行当年 8 月经由
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可见国家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应对的极度重视。 

早在“非典”发生之后的 2004 年 12 月 1 日我国
即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并于 2013
年再次修订。如今，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尚未平息，截至 3 月 24 日 14:30 时，据腾讯新闻
来自于国家卫健委每日信息发布的数据，中国累计确
诊病例 81 773 例，累计死亡 3 283 例；意大利累计确
诊病例 63 927 例，累计死亡 6 077 例。在中国传统中
最为重大的节日——春节期间，除了勇赴疫区的“逆
行者”以外，全国上下封路、封城、封区，人民宅家
抗“疫”以致“万城空巷”，规模之大，时间之长，
史无前例。据 2020 年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当年餐饮
行业分析报告，仅鼠年春节一周，餐饮业即遭受了由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高达 5 000 亿元人民
币的经营损失。至 2020 年 3 月底学校是否能正常开
学尚不可知，多数行业和企业尚未全面复工。而据
CNN 报道，最新数据显示 2019 年下半年开始肆虐整
个美国的流感病毒已造成 2 900 万人感染，至少 1.6
万人死亡[2]。面对疫情对社会秩序正常运转造成的巨
大干扰和混乱，从应急设计管理的视角全面解读突发
事件应急产品的现状，从中发现我国突发事件中的产
品痛点，厘清应急产业的发展趋势，对于应急产品设
计的未来方向大有裨益。 

1  概念辨析及范围界定 

1.1  突发事件的概念与类别 

2003 年我国爆发 SARS 疫情，为有效预防、及 
 

时控制并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用“突发事件”

这一简称指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具有一定

的针对性，这里的“突发事件”指向性非常明确，其

实也就是后来突发事件中“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

2006 年国务院进一步公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明确了“突

发公共事件”的定义，即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

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具体又可分为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

个类别。同时将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

及其影响范围分为四个级别：I 级（特别重大）、Ⅱ级

（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一旦突发公

共事件，可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对预测结果的

可能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进行由低到高的

直观表达。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分类与分

级，也被 200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所采纳（以下简称《应对法》），并进一步将

其明确称为“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级别划分细则[3]，

见表 1。由此可见，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上“突发公

共事件”与“突发事件”基本等同。 
“突发事件”更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而非

一个严格的学术性概念，因此即使国家层面简单阐释

了突发事件的概念，仍有众多学者关于此进行了深入

研究。郭研实认为广义的突发事件泛指一切突然发

生，会危害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会直接带来严重

后果和社会影响的事件[4]，秦启文认为突发事件的发

生是出乎的人们意料，但一定程度上又被某种必然因

素所支配，一旦发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或影响，属于

负面事件[5]，朱力进而提及突发事件中的某种必然因

素人们尚未能认识，而这种破坏性事件造成的严重危

害与损失需要被立即处理，同时对与“突发事件”相

关的几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如紧急事件（Emergency 
Events）、危机（Crisis Events）和灾难（Disaster）     
等[6]。而事实上如果“突发事件”必然造成负面后果，

那么对社会而言即是一种灾害性的存在，因而在童

星、张海波的研究中，认为“突发事件”即是灾害的

抽象化表达，相比“灾害”，“突发事件”一是高度抽

象化，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均可被涵盖，二来高 

表 1  突发事件等级表 
Tab.1  Emergency level table 

划分标准 
事件等级 决策主体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经济损失 

I 级（特大） 国务院 30 人以上 100 人以上 1 亿元以上 

Ⅱ级（重大） 省级政府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 

Ⅲ级（较大） 市级政府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 

Ⅳ级（一般） 县级政府 3 人以下 10 人以下 1000 万元以下 



第 41 卷  第 8 期 吴翔等：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现状及趋势研究 65 

 

度中性化，不再被严格区分，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境

中 容 易 被 普 遍 接 受 [7] 。 他 们 同 样 认 为 “ 突 发 事 件

（Emergency）”与“突发公共事件（Public Emer-
gency）”的涵义相同。 

由此可见，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突发事件

或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以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的基本

定义为基准，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同，但

在学术层面因为学科研究领域的需要，以及与国外词

汇的相近或关联等原因，所以学者们仍有部分深入的

探讨，同时由于四类突发事件通常不会彼此独立存

在，所以在事件发展演化中有可能互相转化[8]，因此

在学界相互交叉跨界研究并不罕见。 

1.2  应急产品的边界 

基于 SARS 事件的驱动，国家层面进行了集中的

大规模政府应对研究，自上而下地梳理了应急管理体

制、机制和法制。除 2006 年公布实施的《应急预案》

外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九个相关应急预案，涉及安全

生产、铁路行车、海上搜救及突发环境事件等。在《应

急预案》中，关于应急明确提及人力资源、财力保障、

物资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

保障、治安维护、人员防护、通信保障、公共设施和

科技支撑十一个方面的保障，其中除人力资源和财力

保障外，其他的九个方面均涉及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此时用于应急保障的相关产品尚未被称为应急产品，

更为常见的则是“救灾物资”或“赈灾物资”。在《应

对法》中将应对过程分为了四大阶段，并明确用于支

持前三个阶段的产品为应急产品，与此相对应的产业

为应急产业。这一表述的出发点在于考虑到预防与应

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和事后恢复与

重建这四个阶段中，最后一个阶段的产业与常规建设

性产业重合度较高，故不纳入应急产业范围。 
虽然《应对法》中强调了应急应对过程中的保障

产品，但是仍未上升到产业的概念，政府部门与学术

界对于应急产业的定义及应急产品的范围都不甚清

晰[9]，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产品的具体分类和官方

的及时导向。然而从国外应急产业的研究中可分析出

应急产品的四个主要分类方式，分别为：具体的产品

形态、救援服务、参与阶段和公司化的救援业务。此

外，根据应急产品使用需求的兼容性程度，从仅用于

应急、可用于应急和可提供应急服务三个方面，还可

将其分为专用、兼用和服务三类[10]。有关应急产业的

分类相关研究也在逐步完善，有学者鉴于国际产业分

类标准和国内产业分类将应急产业分为应急产品制

造业、应急工程设施建造业、应急服务业三大类[11]，

但这样广泛的分类方式对于应急产品的一线研发与

生产并无实质性指导，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应急产业和

应急产品概念及范围并未达成共识。国内应急避险产

品的设计和生产起步都比较晚，而国外的应急产品在

很早便受到关注和推动，如始于 1954 年的德国 IF 产

品设计奖创立之初即设立了 Medicine Technique 奖，

涵盖了应急避险医疗设备，红点奖则开设有生命科学

与医疗技术类，并于 2003 年另行开设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Aids 门类，当然这些产品更倾向于医疗救护

范畴，而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在其主办的国际优秀设

计奖（IDEA Award）中，自 2001 年起增设 Emergency 
Response Design 类别，即为应急产品设计[12]。 

随着我国突发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多发，

2014 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应

急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工信部负责人解读国务院关

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意见》。指出监测预警、预防防

护、处置救援和应急服务是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的四个

重点方向，并指明其具有综合性产业特性，行业交叉

特点显著。具体而言，监测预警类产品包括灾难、环

境、大气、设备安全等的监测预警设备装备，食品、

药品、流行病的监测诊断试剂及装备，以及城市网络、

信息系统安全的监测预警产品等二十二类产品；预防

防护类包括应急救援防护、避险、特种保护、家庭应

急防护产品，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基础设施防护、生

态环境安全保护设施设备等七类产品；处置救援类产

品包括突发现场通讯、指挥、电源等应急保障，搜救、

救治及卫生保障等生命紧急救护，消防、矿难、海陆

空、突发环境、疫情及反恐防爆等抢险救援产品共二

十三类；应急服务包含了事前预防的风险评估、各种

应急管理市场咨询等，社会化救援的救援、物流、工

程及网络信息安全等，以及保险、导航等应急服务等

十五类。2015 年工信部和发改委印发了《应急产业

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按照领域、发展方向、

细分产品和服务的三级结构，明确了应急产业四大领

域下的十五个发展方向，细化到二百六十六项细分产

品和服务，分布到四个重点领域分别为六十九项、四

十九项、一百零八项和四十项。自此，零散的应急产

品上升至应急产业的体系开始起步，成为一个覆盖面

广、产业链长的新兴产业。 
事实上，应急产业作为一个基于应急功能的复杂

产业体系，若从产品的专用兼用、是否可常态使用来

看，在突发事件中，承担事前预防与准备、事发监测

与预警、事中处置与救援的产品和服务即可被称为应

急产品，与此相对应的产业即为应急产业。 

2  国外相关研究 

国内的“突发事件”与“突发公共事件”基本等

同，由于国内外词汇含义的差异，在文献的查找中，

与“突发事件”和“应急产品”相近的词汇都是本文

文献的搜索范畴，并进行了互相组合避免遗漏。其中

“突发事件”选取了“Emergency Events”、“Emergency 
Incidents ”、“ Public Events ”、“ Public Incidents ”、

“Public Emergency”和“Disaster”进行检索，应急

产品则选择了“Emergency Supplies”、“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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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Emergency Response”进行组合检索。 

2.1  突发事件文献的总体分析 

对于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主要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平台。设置高级搜索主题为：TS= 
(“Emergency Events” or “Emergency Incidents” or 
“Public Events” or “Public Incidents” or “Public 
Emergency” or “Disaster”)，选择“核心合集”，时间

跨度设定为“所有年份”，自动选择为 2006 年至 2020
年，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共获得有效文献

36 109 篇。 
将所有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可得如下系

列分析图形。突发事件历年文献数量见图 1，关于突

发事件的文献研究，自 2006 年起的不足千份，逐步

增加至 2009 年的刚刚过千，至 2010 年文献数量突然

猛增超过 1 000 份，此后几年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直至 2016 与 2017 年几乎持平，接近 4 000 份，2018
年文献数量为历年来最多，超过 4 100 份，2019 年略

有回落，但也仅略低于 2017 年。可见，对于突发事

件的研究在 2010 年之后呈现出较为热烈的趋势，这

与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突发事件连年不断，呈

现增多态势不无关系。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领域见图 2，排序前十的分别

是：工程电气、地球科学、水资源、环境科学、气象

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理论方法、公

共环境职业健康、电信和土建工程。从研究的领域来

看，研究集中于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事件，以及由此

引发的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突发

事件中的应用。突发事件文献研究国家地区见图 3，

关于突发事件的研究国家和地区，排名前三的是中

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数量之和超过了所有

相关文献数量的一半（合计 21 938 篇），其中原因在 

 
 

图 1  突发事件历年文献数量 
Fig.1  Number of emergency literatures over the years 

 
于中国和美国都属于地广人多的大国，国土面积之大

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在所难免，而日本则是举世闻名的

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多发的国家[13]。这与张霞、薛耀

文（2015 年）提出的亚洲地区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数量和死亡人数上占据最高比例的结论颇为一致。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方向见图 4，关于突发事件的

研究方向，接近 1/3 的相关文献集中于工程研究，其

次是计算机科学和地质学，其中的环境科学、水资源、

公共环境职业健康和电信与前文图 2 中的研究领域

相一致，而遥感及其他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于灾害的

监测上理所应当。突发事件文献研究机构见图 5，在

研究突发事件的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数量遥遥

领先，其次是日本的东北大学和东京大学，紧随其后

的是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的京都大学，之后是

中国矿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

和哈佛大学。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中，中国

占据五席，日本三席，美国两席，这与图 3 中排名前

三的研究国家和地区一致。 
 

 
 

图 2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领域 
Fig.2  Research field of emergency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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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国家地区 
Fig.3  Resear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emergency literatures 

 

 
 

图 4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方向 
Fig.4  Research direction of emergency literatures 

 

 
 

图 5  突发事件文献研究机构 
Fig.5  Research institutes of emergency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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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突发事件文献的分类研究 

2.2.1  按引用量查询 

在避免遗漏重要的文献的情况下，由于检索的关

键词设置相对宽泛，所以从 2006 年至今的文献数量

过大，不便深入分析。因此对前述搜索出来的 36 109
篇文献按照被引用量进行排序，选取引用量最高的前

5 000 篇文献，进行数据导出，并在 Histcite 中对其相

互关系进行分析。以 LCS 排序并进行数量设置的变

化，从 30 逐步设置至 100 乃至更多，发现当数量设

置为 100 时，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显著地被分为三大

支系，并且数量继续设置依然为相似状态，因此取

LCS 数量 100 时的关系图进行输出并进行文献分析。

突发事件（按引用排序）LCS 排名前 100 文献内容关

系见图 6。 
对三大支系中关键节点的文献进行逐个分析。首

先是 2006 年 34 号文献引领的第一支系。文中建议从

协作的视角看待减灾、气候适应、环境管理和减贫，

而不是各自独立，并从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灾组织之间

的差异分析，提出了有助于构建多组织对话和互助的

路径[14]，同年的 64 号文献回顾了全球变化尤其是气

候变化带来的人类适应性，并且集中于人的适应能力

和脆弱性的研究[15]。33 号文献则从国际发展的宏观

层面将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视作一体化进程中的实

践性挑战[16]，760 号文献也从综合性上考量如何改善

持续恶化的气候并提出努力改善极端天气的四个关

键因素[17]。491 号文献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建立了

“损失-响应”的抗灾模型，提出了一种包含内在抗

灾能力和适应性抗灾能力两个属性的地理抗灾能力

测度方法[18]。1 263 号文献从方法论角度对风险控制

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性评价[19]，819 号文献回顾分析 
 

了以往天气灾害损失增加和认为气候变化作用的定

量研究[20]。1 440 号文献分析了地震自然灾害中的管

理机制，提出自然灾害管理机制可包括防灾战略、预

警系统、减灾、备灾、救灾及人力资源管理[21]，2 220
号文献则提出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综合性评估脆弱

性、风险和适应系统的评估框架[22]，3 108 号文献根

据现有文献中确定了的六个不同的变量指标来衡量

美国各个地区灾后恢复的内在弹性[23]。根据文献脉络

可以发现这是以突发事件中的自然灾害为研究核心

的支系。 
其次是 2010 年 585 和 531 号文献引领的第二支

系。531 号文献着重开发一个用于确定各种应急物资

位置和数量的应急计划工具，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发生

的不确定性[24]。585 号文献则提出了用于不同类型和

程度的灾难，用于灾害管理医疗物资储存和分配问题

的随机优化方法[25]。581 号文献着重回顾人道主义救

济过程中的协调机制[26]。1 158 号文献就人道主义物

流，提出了求解援助分配问题的一些准则，并建立了

多准则优化模型[27]。1 702 号文献建立了一个人道主

义救援物流问题的两阶段随机规划模型，其中包括灾

前灾后救援中心的决策、灾前救援中心的救援物资储

备，以及各级救援物资流动量和短缺量[28]。2 012 号

文献提出了一个多目标、多模式、多商品、多周期的

随机模型来管理地震反应中商品和伤员的物流模型[29]。

3 633 号文献综述了人道主义物流中可用数学模型的

目标、约束和结构，以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信息[30]。

2 684 号文献提出了一个基于当地配送设施开放、物

资初始分配和救援的最后一英里分配的三阶段混合

整数随机规划模型[31]。2 585 号文件提出了一个用于

灾害响应的三目标选址运输问题解决方法[32]。2 358
号文献研究了心理成本最小化下的灾后废墟逆向物 

 
 

图 6  突发事件（按引用排序）LCS 排名前 100 文献内容关系 
Fig.6  Top 100 literature content relationship of emergency (sorted by reference) LCS 



第 41 卷  第 8 期 吴翔等：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现状及趋势研究 69 

 

流管理，并以汶川地震为例进行了验证[33]。根据文献

脉络可以得知该支系侧重于突发事件中灾难管理和

救助协调机制及模型的研究。 
最后是 2007 年 137 号文献引领的第三支系。137

号文献针对世贸中心 9·11 事件相关人员做了健康登

记测量[34]，其引领下的 595 号文献研究了 2001 年至

2005 年间世贸中心火灾后消防员创伤后应激障碍风

险的升高趋势[35]。431 号文献研究了 9·11 事件之后世

界贸易中心由于粉尘暴露造成的消防员阻塞性呼吸

道疾病，发现其肺功能下降的主要生理表现是气道阻

塞[36]。501 号文献同样研究了世贸中心中救援人员的

肺功能，发现一大部分工人在事件之后肺功能异常[37]。

1 138 号文献研究了 9·11 事件对相关人员健康的影

响，其中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呼吸系统疾病 [38]。

1 137 号文献以队列研究的方式研究了世贸中心救援

人员中多种疾病的持续性[39]。1 102 号文献研究了在

9·11 事件九年后消防人员和急救义务人员的呼吸系

统疾病和心理健康症状的患病率[40]。1 578 号文献同

样研究了世贸中心救援、康复和清理工作人员的灾后

疾病[41]。881 号文献研究了 9·11 事件之后平民幸存者

的长期创伤后应激症状 [42]。支系中所有文献均围绕

9·11 事件后相关人员的健康问题，一方面反映了该事

件的独特性及对其引发的巨大后果的长期关注和研

究，另一方面体现了学者们对灾后人群的人文关怀和

医学探索。 

2.2.2  按时间查询 

由于仅从引文角度分析突发事件的研究趋势，近

期刚刚发表的重要文献容易遗漏，所以在 36 109 篇

文献中按时间设定倒序，选取自 2020 年开始向后推

算的 5 000 份文献，进行数据导出并进行相互关系分

析。数据导出之后再导至 Histcite 软件中时，实际获

得有效文献 4 994 份。以 LCS 排序并进行数量设置的

变化，发现当数量设置为 30 时，文献之间的相互关

系已经非常显著，数量继续增加关系图形没有明显变

化，因此取 LCS 数量 30 时的关系图进行输出并进行

文献分析。 
突发事件（按年限排序）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

容关系见图 7，可以看出 2018 年编号为 678 的文献

与 2019 年的诸多文献有关，将图 7 中相互关联度较

高的文献进行逐个分析可知：678 号文献通过对十二

个人道主义价值流的案例研究，建立了一个资源依赖

模型，将大数据与人道主义成果相互联系[43]。4 532
号对人道主义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

综述分析[44]。4 533 号文献提出了一种基于碳排放总

量控制与交易环境可持续性动态非线性混合整数模

型，以用于抗灾供应链管理中可持续采购物流的设

计[45]。4 527 号文献研究了供应链中的风险管理[46]。

4 534 号文献提出了一种新的多目标数学模型，用于

设计地震中有效、高效的血液供应链网络[47]。4 539
号文献提出了一个动态应急血网设计问题的鲁棒可

靠模型[48]。4 550 号文献在系统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考察了数据挖掘中的大数据，提出了主要贡献、差距、

挑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49]。除 678 号文献外，其余文

献均出自 2019 年的运筹学年鉴期刊（Annals of Op-
erations Research），因此其中关于灾害的研究侧重

于数学模型，但仍可看出供应链和大数据已成为热门

方向。 

2.2.3  引用量与年限合并分析 

将上述两种途径导出的文献合成之后进行查询，

因为文献有部分重复，合并之后得到有效文献 9 934
份。以 LCS 排序并进行数量设置的变化，发现当数

量设置为 30 时，文献相互关系已足够显著，取 LCS
数量 30 时的关系图进行输出并进行文献分析。突发

事件（按年限+引用排序）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容关

系见图 8。 
对图中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诸多文献与前文引用

量排序关系中的第二支系文献重合，在此仅分析不重

合的文献。1 162 号文献中开发了一个模型，用以评 
 

 
 

图 7  突发事件（按年限排序）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容关系 
Fig.7  Top 30 literature content relationship of emergency (sorted by time) 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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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突发事件（按年限+引用排序）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容关系 
Fig.8  Top 30 literature content relationship of emergency (sorted by time+reference) LCS 

 
估预先安置救灾物品对平均救灾援助应急响应时间

的影响[50]。1 241 号文献针对应急配送中心的位置和

能力增强在自然灾害防备中的抢险物资预定位能力[51]。

1 758 号文献描述了一种用于灾后分配和疏散活动中

车辆路径协调的层次聚类与路径规划方法[52]。2 588
号文献对灾害行动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提

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53]。3 702 号文献提出了一种基

于混合整数线性规划的临时避难场所选址方法 [54]。

4 285 号文献针对人道主义物流网络设计问题，提出

了一种基于两阶段情景的可能性随机规划方法[55]。合

并之后的文献支系比较侧重方向明显，均是针对突发

事件中救灾应对的各种模型和规划方法，属于灾难管

理的量化设计范畴。 

2.3  突发事件中应急产品文献研究 

在分析突发事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聚焦于应急

产品的研究，设置高级搜索主题为：TS=((“Emergency 
Events” or “Emergency Incidents” or “Public Events” 
or “Public Incidents” or “Disaster” or “Public Emer-
gency”) and (“Emergency Supplies” or “Emergency 
Products” or “Emergency Response”))，选择“核心合

集”，时间跨度设定为“所有年份”，自动选择为

2006 年至 2020 年，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获

得文献 1 452 篇，以 LCS 排序并取数量 30 时的关系

图进行输出并进行文献分析。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历年文献数量见图 9，可以看

出关于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相关文献研究，呈现一种

波浪线的稳步上升趋势。在 2008 年之前每年的数量

不足 50 份，2009 之后接近数量略有激增，在 2010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稍微回落，在 2011 年、2012
年持平之后又稳步增加，至 2015 年、2016 年又激增 

 
 

图 9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历年文献数量 
Fig.9  Literature quantity of emergency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至一个小高峰，2017 年稍稍下跌之后有略有上冲。

这一方面与突发事件近年来的发生数量不断增加有

关，同时与全球性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间不无关

系：如 2008 年的中国汶川地震牵动了全世界的救援

和关注，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被世卫组织宣布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 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容关系

见图 10，可以看出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研究自 2010
年的 227 号文献引领起始，主要形成一大支脉。经分

析发现支脉中的大部分文献已在突发事件的相关文

献研究中有所陈述，此次仅列出前述文献中未出现过

的重要文献。403 号文献提出了多资源和可能发生的

次生灾害约束下的应急资源配置问题，并用整数规划

方法对考虑多次生灾害的多资源和多应急仓库问题

进行了建模[56]。719 号文献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下的三

个目标功能，提出了一种资源配置与应急分配相结合

的多目标综合优化模型[57]。786 号文献提出了一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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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 LCS 排名前 30 文献内容关系 
Fig.10  Top 30 literature content relationship of emergency products LCS 

 
态选择临时配电设施和分配应急资源的网络流模型[58]。

596 号文献以自然灾害事件的严重程度加权事件的完

成时间之和最小化，建立了决策支持模型，用以有效

地配置和调度救援单位，以在应急阶段减少人员伤亡

和经济损失[59]。由于关键词锁定了“突发事件”与“应

急产品”两大方向，在相关检索中“Emergency Re-
sponse”的文章显著较多，而这一概念在英文词汇中

更倾向于应急响应的视角，因此所有的文献均是基于

灾害前后资源配置的模型或方法，依然属于灾难管理

的范畴。 

3  国内相关研究 

为了与国外的同期文献研究趋势进行对比，本文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收集国内文献，选取了同样时间

段的数据进行分析，即时间设定为 200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2 年 21 日，国内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文献

研究皆以此为基础。 

3.1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的研究比较 

在前文突发事件概念辨析与应急产品边界划定

的论述中，可知突发事件属于中国语境下约定俗成的

概念，应急产品与应急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应

急”又与“突发”密切关联，因此对于突发事件、应

急产业、突发事件+应急产业的文献分析采取了可视

化的对比。 
在知网内全域搜索，设定主题词为“突发事件”

时，共获得文献 54 899 篇；设定主题词为“应急产

业”时，获得文献 676 篇；设定主题词为“突发事件

+应急产业”时，仅获得文献 110 篇，并且与两主题 

词汇密切相关的文献十分集中。首先分析国内关于突

发事件和应急产业的研究趋势。突发事件、应急产业

文献主题分布见图 11。 
由于突发事件涵盖范围更广，所以主题词选择了

二十个，应急产业主题词选择了十个。突发事件文献

中除了相关事件的主题词外，排在最前面的三个分别

是：应急管理、应急预案和网络舆情。在二十个关键

词中，与管理相关的有六个，与舆情舆论相关的有三

个，可见在当前中国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中，对于突发

事件的实际管理和社会舆论引导是两个重要的侧重

点。而在应急产业的相关文献中，应急管理和企业管

理排在最前，体现了产业与企业的紧密联系，同时在

应急产业中智慧应急和应急装备是我国应急产业发

展的重点研究方向。与突发事件密不可分的应急产

业，对于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的研究同样重视，突发

事件、应急产业文献发表年度分布见图 12。 
由于 2003 年的 SARS 事件，国内各界对于突发

事件的关注度增强，加上各类突发事件的多发频发，

相关文献的数量直至 2016 年均呈现稳定上升，至

2017 年突然回落，之后又快速上升至高峰，年产文

献数量达 4 800 篇。应急产业则在 2006 年几乎处于 0
的情况下，迅速上升至 2008 年的 50 篇后开始回落，

之后略有波动，值得关注的是 2015 年文献数量猛增，

这与 2014 年国家关于应急产业相关条例的颁布有

关，之后迅速回落、上升又回落，应急产业在研究界

呈现出“上上下下的享受”。整体来看，国内研究虽

然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对于应急产业的

发展研究力度并不够，属于“三分钟热度”的短期热

点研究行为，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研究层次分布

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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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主题分布 
Fig.11  Theme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and emergency industry literature 

 

 
 

图 12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Fig.1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and emergency industry literature 

 

 
 

图 13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研究层次分布 
Fig.13  Research level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and emergency industry literature 

 
突发事件的相关研究中基础性研究与工程技术

研究占所有文献的一半，其次是行业指导类和政策研

究类，可见在突发事件研究中救援依然是最重要的研

究核心，相关的政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

应急产业的行业指导和政策研究占比超过 2/3，这与

我国应急行业起步晚、相关政策不完善有着极大的关

系，应急产业亟需发展方向的明朗化和政策指向的清

晰化，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研究机构分布见图 14。 
突发事件的研究机构前 20 均为高精尖综合性高

等院校，显示了突发事件可研究范畴的广泛，以及学

者们乐于投身其中进行研究的意愿，而应急产业排名 

前 20 的研究机构，在为数不多的文献数量中，各种

部门和企业文献数量之和占比超过 1/3，加上行政学

院和战略咨询机构，占比达到一半，之后才是各类高

等院校。应急产业作为如此庞大和重要的一个体系，

院校的相关研究竟然如此寥寥，可见中国的应急产业

起步之晚，发展之慢。 

3.2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的文献研究 

当将主题定位于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数量

大大减少，仅有 110 篇，因此对此类文献进行了系统

性分析。在该 110 篇文献中，中文类文献仅 9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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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突发事件、应急产业文献研究机构分布 
Fig.14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emergency and emergency industry literature 

 
19 篇英文文献不作分析。这些文献从研究内容上来

看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总结。张纪海等人认为

当前中国的应急资源未能形成持续、稳定的产业及市

场环境，总体仍属于灾害推动型产业[60]。文彬等人就

国内外应急产业的科技发展现状进行了对比，指出我

国应急产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并从国家层面提出制

定技术规划、整合创新平台和加强政策扶持等方面的

建议[61]。牟笛、陈安针对中国减灾的现状进行总结，

提出了中国科技减灾的框架图，指出风险认知、预警

系统、能力评价和减缓技术是科技减灾的基础建设，

环境、能源、经济、权力和智力资源是科技减灾的支

撑资源[62]。谢莹莹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

应急产业的发展水平受到政府、企业、产业、市场及

技术五大方面影响因素的共同制约[63]，还有一些学者

对国内部分地区的应急产业现状进行了研究[64-66]。 

一类是发展机制与政策的研究。关于应急产业政

策的研究，学者邹积亮早于应急产业政策的发文即进

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不仅基于国家的应急能力建设研

究了产业政策[67]，还对应急产业进行了定义和分类，

总结了应急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有效的产业激励

政策[68]，指出了应急产业中应急装备发展滞后、产业

标准不完善、科技水平待提高等方面的问题[69]。刘艺、

李从东借鉴国际经验，同样指出我国应急产业需要健

全产业法规体系，建立相关标准及协调管理机构等[70]。

当然仍有学者对于部门地区的产业发展政策进行了

相关研究[71-73]。 
此外即是关于应急产业各个方面的研究，其中最

为热烈的是关于应急产业科技的探讨。桂维民和杨屹

指出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应推动新技术的积极应用[74]，

郭翔和刘奇对我国应急科技支撑能力进行了分解，从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资金保障和应用服务四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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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评价应急科技支撑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75]，马颖

等人则认为我国应急产业技术支撑能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应从技术投入、技术研发、技术产出和技术服务

四个方面构建[76]。面对天津港大爆炸事件，韩晓露提

出了网络新技术开启安全应用的新思考[77]，而在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应提高应急管

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78]。 

3.3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研究 

在文献检索中发现，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文献

搜索与突发事件+应急产业的文献重合度非常高，因

此不单独对此进行研究趋势分析。在以往的研究中，

针对突发事件的产品设计通常并未冠以“应急产品”，

在国外文献搜索中发现美国、日本和中国均为突发事

件多、文献数量大的国家，因此在应急产品及应急产

业的发展上，着重与美国、日本进行比较。 
美国的应急产业起步早、发展迅速且产业链全面

（佘廉、许晶，2011 年）。美国的先锋应急企业已

有几十年的生产销售时间，销售市场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一些公司在起步时针对特定行业如登山探险，也

有些公司的基础业务是常规的五金或汽车制造公司，

仅在市场发展中增设了应急业务，其中最为成熟的是

火灾救助领域的产品，相关的生产和研发在产业占比

中较高，经费和平台支持力度也较大。在火灾应急产

业，装备、培训、应急救援服务乃至咨询、保险业务

都很齐全，包括销售应急产品的网站也很成熟，并且

美国的应急平台指挥系统非常先进。整体来看，美国

的应急产业虽然依附于其他产业，但是在部分装备和

设施上的技术非常先进，如搜救装备和工程救援装

备，但产品种类远未达到能够覆盖非常大型的紧急突

发事件。 
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日本的应急避险意识

已经深入每个国民的骨髓，因此相关的产业发展也比

较早。日本的应急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于与地震、火

灾等相关方面，并且一贯以专业性和高科技知名，产

品线覆盖防灾、备灾应灾、救援过程中的各种应急工

具、救援机器人、卫星电话、以及融合了 IT 和通信

技术的应急地理信息系统等。日本的应急产品融合专

业性、高科技性、系统性和多样性于一体，注重专利

发明，并在长期抗灾救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

的全面性综合管理体系和应急相关产业体系，常用的

应急用品已经普及到民众的生活日常，产品种类也渗

透到救援的各个阶段（文彬等人，2017 年）。然而

整体来看，日本由于国土面积小，可用资源少，加上

政府对于灾害的控制力度强，所以应急产业并未形成

独立的产业链，多数应急产业企业规模较小，尤其是

应急产品的生产制造从属于医药、机械或软件等其他

行业，因此应急产业发展缓慢。 
我国的应急从产品上升至产业，是在 2003 年

SARS 之后的事情，早期业界和学术界对于应急产业

的定位相对模糊，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应急救援

受到高度重视，直至 2014 年之后才逐步将应急产业

明确写入国家文件，至今也仅几年时间。与美国、日

本相比，中国政府引导下的应急产品种类发展较快，

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发达和供应链的齐全，应急产业针

对各种不同类型灾害和事件研发了各种设备设施，至

今产品种类已达上千种（文彬等人，2017 年）。然

而整体而言，国内应急产业仍以应急产业的制造、生

产、销售为主，诸如应急教育、培训及演练、咨询等

应急服务较少，几乎处于空白，发展空间巨大。并且

高端关键应急装备设备，绝大部分仍依靠进口，如多

功能工程救援装备、生命探测装备和航空救援产品

等，以及矿山井下关键救援、避险，应急通信、信息

通讯安全，医疗检测设备，生化、核辐射防护等设备。

而个体防护等技术含量不高的自救应急装备，市场上

产品繁多，竞争激烈，同时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对于应急产品的研究开发，通常也停留于单件产品的

有限场景应用，缺乏系统化的设计思考。整体看来，

中国的应急产业无论是在技术体系、产业体系还是管

理体系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一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催生中国高科技产品快速投向

市场，无人机、机器人、红外测温系统、远程医疗平

台纷纷被用来科技抗“疫”，中国的应急产业极有可

能在科技+互联网的双翼下弯道超车[79]。 

4  总结与建议 

4.1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研究现状总结 

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概念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而其中所涵盖的研究范围却有着普适性的意义。经过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外的研究进展在意识和技术上都较为前瞻。

在研究领域上侧重自然灾害的适应和人道主义的救

援；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广泛，尤其是在

量化工具的应用上，成果丰富；同时灾后追踪研究体

现了对心理生理恢复过程的重视。这些在我国现有研

究领域中都较为薄弱。 
2）国外相关研究对于灾前预防与灾中应对同样

重视，体现了发达国家对于风险预防和控制的提前部

署，而我国偏重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和舆论引导研

究，对于突发事件风险的提前防范意识不足。 
3）科学和科技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武器。科

学的方法带来高效的应急管理模式，如救援物资的预

分配与供应链的合理化，科技则用于突发事件中各个

阶段的应急产品升级与创新，可有效预警灾害如地

震、海啸和水灾等，提升灾中救援的效率和精准度，

如利用生命探测仪减少人员伤亡和财务损失，降低事

件等级等。在 2020 年初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抗“疫”阻击战中，中国涌现了一批基于高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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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设备，以及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服务产品，为

快速有效地抗击疫情提供了极大保障。 
4）我国应急产品具备社会生活常态化的合理空

间。美国和日本应急产业中的部分产品诸如个人自救

类、个人防护用品、应急工具和急救包等，都已经发

展成为日常生活的家庭常备物品[80]，长期处于一种灾

难预防的储备状态[81]，当前我国仅有部分公共部门长

期储备了少部分的应急产品，如公共场合的灭火器、

公车逃生的安全锤，而家庭中对于突发事件的防范意

识薄弱，以致居民家庭失火新闻不断。公共管理系统

中常备应急物品，也将是社会秩序优化提升的一种体

现，如列车上的急救药品和公共车站的急救设备。这

些都是应急产业和应急产品可挖掘的常态市场和后

续发展的契机。 

4.2  关于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系统管理的建议 

突发事件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层面，应急产品则

是企业和消费者关注的重点，就突发事件应急产品的

系统管理，本文侧重于政府层面，给出如下建议。 
1）政府应急工作常态化，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

件的防范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策导向、基

建投入和基础教育。政策导向上一是对于应急产业的

有效引导和扶持，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对

于产业和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服务角色，除少部分机

密性强等的特殊类项外，鼓励民营企业的投入和民间

市场的活跃[82]，有助于促进应急产业体系的优化，政

府的职责设定在行业规范和产业产品标准的制定、市

场秩序的监督等，同时中国当前公共设计的力量和产

品相对薄弱，政策方面可适当鼓励和引导；二来政府

自上而下的一体化工作思路，应长期贯彻在灾害防

治、灾难防控的思维和行动中，面对突发事件，不应

仅强调事件爆发之后的应急应对，爆发之前的预防预

警才是降低经济损失、减少人员伤亡的关键，只有长

期强调并贯彻执行，才能够适当减少突发事件尤其是

重大事件的发生，营造优良的常态化社会生活空间。

基建投入一是发展规划的精力和经济投入，其中包含

应急产业园区的分布规划、城市空间的空间规划、企

业生产的应急转换规划。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乃是自古有之，应急产业在全国范

围内的有效合理规划，加上当前中国交通网络的四通

八达，应急物资的分散生产和应用集中，有利于规避

局部地区的重大灾难风险。城市空间应在开放与封闭 
间寻求平衡点，兼顾活力与安全下的资源要素配置与

空间布局，重在集中与分散之间及时、有序的适度转

换[83]。如地震灾难来临时的疏散场地与疫情扩散时的

集中隔离空间，都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企业

生产的应急转换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体

现明显，如一批家纺、纸尿裤、内衣、服饰等企业纷

纷转产口罩，协助支援抗击疫情，偶然事件的背后存

在的必然合理性，值得形成一种新常态，在以后的突

发事件中实现应急转换。二是基础设施设备的规划和

经济投入，基础性、功能性和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

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的韧性[84]，保障居民生活品质不

受大的影响；更多有助于防灾控灾设施设备的公共投

放，便利民众的同时也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警示，强化

民众防范意识，当然这些公共设施设计和生产的积极

参与是公共设计领域应当加强的范畴，如前所述，政

策导向可以有较大的推动性。基础教育一是对于社会

民众的意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有的突发事件种类

中，对于火灾的防范意识自小学乃至幼儿园就有，各

类机构每年都有一定的消防演习，对于地震、休克急

救的应对能够正确执行的已经较少，对于传染病的疫

情意识更加淡薄，有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于传染病的认

知不足、防治意识薄弱[85]，因此突发事件的防范及应

急应对，应当从小开始，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的体系。

二是应急管理应该从科学应急走向应急学科[86]，只有

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发展策略，才能够培养出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专门人才，科学高效地应对突发事

件[87]，在加强应急学科建设的同时，鼓励学科间的交

叉研究，扶持科研成果的落地实施，形成学-研-产的

良性循环。 
2）企业产品开发创新化，提升消费者对应急产

品的接纳程度。对于应急产业和企业来说，产品研发、

技术钻研和市场拓展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居安思危”是应急产业产品研发应有的态度。学者

们对于应急产品的分类并不一致，但从生活常态化的

视角借鉴日本的应急产品，专用、兼用和关联的分类

（刘钊、李洺，2012 年），以及专用、兼用和服务

的分类（佘廉、许晶，2011 年）更加适合应急产业

企业的发展思路。专用产品仅用于特种事件，兼用产

品可能是公共服务机构或场所的必备应急物资，也可

能是家庭生活可以配备的急救物品，如灭火器，关联

性产品或服务类产品通常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因此

企业可在应急产品品类间寻求适当平衡，保持产品的

研发能力和生产线的搭配能力，保证企业在岁月静好

的良性社会中仍然有生存空间，不失为常规应急产品

产业企业的发展策略。而有实力的企业对于高精尖技

术的投入和钻研，总有一天会得到响应并收到回馈。

百度、阿里、京东和华为等一众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抗“疫”工作中提供了高科技的相关设备和

服务，同时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多款获奖作品也被应

用在抗“疫”一线，这与时代的发展、国际救灾抗灾、

突发事件的应对思路一致，与汶川大地震时的救援工

作相比，体现了中国救援应急产品科技能力和研发能

力的大幅度提升。关于市场拓展，结合这次疫情的全

民居家隔离，远程公共服务的开发和提供可以为市场

开拓提供一定的方向，包括远程亲子教育及居家锻炼

产品和服务都可能存在潜在的市场空间。同时作为突

发事件多发的国度，中国的应急产品供应链齐全，产

品种类丰富，在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能力的基础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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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走出国门，在其他国家进行常态化应急产品的

市场开拓。而在中国，基于经济和技术迅速发展的社

会背景，应急产品虽然市场巨大，但是消费者对于产

品的要求也会愈来愈高，应急产业只有不断地进行自

主创新，持续化生产和优化，才能获得消费者在常态

化生活中高度接纳应急产品，而大数据和智慧是必然

的方向。 

5  结语 

突发事件的应急应对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

的话题。在相关应急产业发展和应急产品开发中，美

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应急体系和经验值得我国

政府组织和行业产业借鉴；同时国外学者对于突发事

件发生前后应急物资的供应分配研究，以及事后心理

和生理健康方面的持续研究也值得引起国内学界的

重视；国外家庭应急产品的日常配备、国外学者对于

人道主义救助的研究，共同反映了普通民众与研究者

意识上对于突发事件的重视与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民众从上至下的众志成城、集体

抗“疫”，凸显了中国政府与各级组织在突发事件应

急反应中的迅速与一致，也反映了我国 14 亿人民在

大是大非面前具有认知清晰的头脑和勇于牺牲的魄

力，这是值得国际上其他疫情国家政府和民众深度学

习与借鉴的中国智慧；抗“疫”过程中涌现出各种科

技工具的神助攻，已经展示了我国产品技术和产业能

力的极大提升，这些科技产品势必成为应急产业界的

宠儿；而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辅助，将极大拓宽和延伸

应急产品的应用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之路任重而道

远，应急产品的开发与研究也将是后疫情时期的持续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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