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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防行业概况 

安全防范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是社会公安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成熟，我国安防行业已经成长为应用领域广

泛、产业链完整、具有一定规模、技术水平较高的高成长型行业。在服务政府构

建“和谐社会”、推动“平安城市”建设、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我国安防行业已经形成了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施工集成、报警运营、销

售服务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体系，实体防护、防盗报警、视频监控、防爆安检、

出入口控制等系统领域全面发展。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安防芯片产业基本由国外企

业垄断，国产化程度极低，国外厂商集中度高；产业链中游的安防设备产业国产

化程度很高，国内厂商集中度高，其中视频监控产品领域已形成海康威视与大华

股份双寡头竞争格局；产业链下游系统集成/工程商的地域性很强，由于行业应

用范围广泛，企业之间多为差异化竞争，市场集中度低。下游运营服务产业处于

初级阶段，体量尚小，未来空间很大，是安防行业未来的重要利润来源。 

我国安防行业在地域分布上形成了以电子安防产品生产企业聚集为主要特

征的“珠三角”地区、以高新技术和外资企业聚集为主要特征的“长三角”地

区，以及以集成应用、软件、服务企业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环渤海”地区三大产

业集群，占据了我国安防产业约2/3以上的份额。 

伴随着“平安建设”推进的步伐，一些传统领域如金融、文博、交通、政府

等安防应用更加深入；一批新生的应用领域如教育、卫生、体育、能源、通讯、

厂矿企业等增长较快；社区、居民安防应用开始升温，社会化应用进程加速。市

场应用逐步由中心城市、大城市向二、三级城市及农村地区延伸，由沿海地区向

中西部地区、边境口岸延伸，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需求量。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等众多学科技术在安防领域不断创新应用

和发展，使安防行业实现了物理防范、电子防范、特征识别技术的结合运用，形

成了具有安防独立行业特点的较为完整的开发、转化、应用技术体系。安防电子



产品快速地向数字化、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具有高新科技特征的

安防芯片、平台软件、中间件、大规模集成技术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应用，

机械类产品也向着机电一体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方向全面升级。 

安防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公安部和各省市级公安机关。公安部科技局对安防 

行业实行行政管理。各省市级公安机关都先后设立了安全技术防范的管理机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下属机构对本行业产品实施质量监督管理。同时，

由于安防监控系统产品属于电子信息类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其下属各机构也

是本行业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产品备案登记和各项方针政策及总体规划的制

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和各地区安防行业协会是安防行业自律性管理机 

构，为国家一级社团法人，业务上受公安部指导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各省市也成 

立了地方性的安防行业协会。 

在行业监督管理上，建立了安防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根据《安全技术防范 

产品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管理，分别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制度、安全认证制度、生产登记制度，对同一类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管理，

不重复适用上述三种制度。在监管机构设置上，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由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为承担安防产品强制性认证的机构。公安部在北

京成立了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公安部安全防

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许多省市公安安防管理部门也成立或指定了

相应的检测机构，对安防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公安部组建的全国安全防范报

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是安防产品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发

布单位。在行业法律法规建设上，目前中国安防行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安全技

术防范产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等法规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

地方政府对中国安全防范产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也逐步完善起来。 

 

二、安防行业市场规模及需求情况 

1、安防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根据IHS的研究，2012年，全球安防设备和安防服务业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

美元，预计到2017年，安防行业总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700亿美元。 



在“构建和谐社会”、“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科技强警”战略推

动下，2005年以来，我国安防行业持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0年，我

国安防企业达到了2万5千家左右，从业人员约120万人；行业总产值达到2,300多

亿元，其中安防产品产值约为1,000亿元，安防工程和服务市场约为1,300亿元；

2010年安防电子各类产品比重约为：视频监控系统55%，出入口控制系统15%，

防盗报警系统12%，其他类别的产品系统18%。根据《中国安防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我国安防市场将保持年均20%的增速，2015年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 

2、安防应用向各行业持续渗透 

安防产业下游应用十分广泛，并呈现出不断扩张与深化应用趋势。早期，安

防只是用于军队、政府、监狱、博物馆等对安全要求高的领域。近年来，安防正

加速从政府部门向其他行业渗透，比如，在交通领域，随着各地交通拥堵状况的

加剧，城市智能交通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在银行领域， 安防投资周期一般为

3-5年，上一轮投资集中在2007-2008年，2014年开始进入新一轮投资高峰；在教

育领域，由于校园安全事故多发，平安校园建设加速；在电力行业，智能电网将

成为视频监控新的增长点。此外，还包括医院、酒店、工厂、超市等人口密集区

域。未来，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民用安防”市场潜力

将被有效激发，安防向商铺、住宅小区、私营企业、普通家庭普及。 

安防产品的功能从早期的安全需求逐步拓展到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的需求。

以政府规划为例：最早在政府规划项目是“科技强警”，发展视频监控的重点就是

为了提升破案率；接下来提出“平安城市”规划，即从破案需求提升到广泛的社会

治安管理的需求；再下来提出“智慧城市”规划，这不仅仅涉及社会治安，还要解

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社会管理问题。正是这种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的需要推

动了安防需求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并且开始向家庭领域渗透。 

3、数字化、高清化、网络化、智能化刺激安防市场升级换代需求 

安防行业正在从模拟、标清、独立系统走向数字化、高清化、智能化，这种

技术升级将驱动行业持续成长。以高清化技术为例：高清化技术将图像画质提高

到1080P，逐步替换标清产品。根据IMS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安防发展最为成熟

的国家之一，2012年数字产品即已经超过模拟产品，领先于全球平均高清化发展

速度，2013年数字占比已达58%。英国是欧洲、中东及非洲最大的安防市场，2012



年数字产品占比达51%。亚洲地区的高清化渗透比较缓慢，但未来高清化成长迅

猛。2013年亚洲地区数字产品占比约为33%，但预期2012-2016年复合增长率将

达到27.1%，高于全球同期增速22.9%。中国目前高清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数字

产品仅占三分之一，预计2012-2016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9.0%。以2013年国内新

推出项目来看，六成项目是高清产品，四成是标清产品；以存量替换来看，目前

的换机潮约是三年前的标清项目替换为高清项目，存量市场的高清取代标清的趋

势明显。 

4、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带来下游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 

“构建和谐社会”、“平安建设”、“智慧城市”等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长期

任务。智慧城市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将长期驱动安防行业成长。2013年至今，

国家住建部已经公布了193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且除了试点城市，许多非

试点城市也开始规划建设智慧城市，在中国地级市以上城市中，提出建设智慧城

市的已超过60%，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2014-2018年智慧城市将进入实施周期，

总投资接近3万亿规模，将直接推动国内安防需求。2005-2008年为平安城市建设

试点期，总投资650亿元，“十二五”期间，我国整体推进平安城市建设，总投

资规模达5000亿元，涵盖所有地级市及2000个县市街区。根据我国平安城市建设

规划，平安城市有望加速向三、四线城市渗透，安防市场空间将扩大数倍。 

三、安防行业竞争格局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安防行业在地域分布上形成了以电子安防产品生产企业

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珠三角”地区、以高新技术和外资企业聚集为主要特征的

“长三角”地区，以及以集成应用、软件、服务企业聚集为主要特征的“环渤海”

地区三大产业集群，占据了我国安防产业约2/3以上的份额。 

  初步统计，目前产值超过1亿元的安防企业已达到100家左右，产业集中度有

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以设计、安装、服务

为主的工程/集成商；二是以经销、代理为主的销售商；三是以生产和供应安防

产品为主的产品供应商；四是以中介、咨询为主的各类服务商；五是以报警运营

服务为主的运营商。行业内主要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模式 公司简介 

杭州海康 设备供应 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



威视数字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商+行业

解决方案

提供商 

领先的安防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优质的服务。

海康威视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能

力，提供全线安防产品，并针对金融、公安、电讯、交

通、司法、教育、电力、水利、军队等众多行业提供合

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 

浙江大华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设备供应

商+行业

解决方案

提供商 

一家以音视频技术研发为核心，集调度通信、安防监控、

智能交通开发和数字大屏显示等产品格局于一体的国内

上市企业。大华股份主要客户是公安、金融、交通、电

力、通信、能源等。 

北京易华

录信息技

术股份有

限公司 

系统集成

商 

自2001年成立以来，本公司即以自主研发的集成指挥平

台系统软件ATMS为核心竞争能力及业务切入点，专注于

以承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工程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专业

化、个性化的智能交通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是目前国内

最主要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提供商之一。 

银江股份

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

商 

成立于1992年，该公司专注于为城市交通、数字医疗、

智能建筑行业用户提供智能化技术、产品和应用服务，

该公司是中国创业板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之一，股票

代码：300020。 

青岛海信

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系统集成

商 

成立于1998年，专注智能交通、物流与商业服务两大方

向，围绕城市交通管理、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管理、高

速公路管理、物流与商业服务五大产业方向，专业从事

智能交通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智能交通系统系列产品。 

东方网力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平台软件

提供商 

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管理平台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主要面向平安城市市场提供城市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城市视频监控管理平台的研发、

制造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霍尼韦尔 设备提供

商 

综合性跨国企业，其中安防业务涵盖视频监控行业全线

产品，主导产品为摄像机和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