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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慧聪消防网发布的《2012年消防产业发展调查分析报告》，2012年我国

消防产品行业市场销售规模达到 1,200 亿元，其中火灾报警市场规模达到 130

亿元。根据慧聪研究预测，未来几年内我国消防产品行业将继续呈现快速的增长

趋势，年增长率达到 15%-20%，到 2015年消防产品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2,250

亿元。 

1、城镇化建设加速，智能化消防电子产品需求日益凸显 

中国消防设备主要应用于办公楼、商业用房、公共基础设施等人流密集的场

所，在普通民用住宅应用相对较少，受房地产波动（以普通住宅为主）的影响实

际上并不太明显。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率逐年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高位，

消防设备市场需求预期较好。 

 

随着城镇化率逐年提高，高层、超高层等大体量的综合型建筑及地下建筑的

不断涌现，楼宇建筑的消防安全也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由于此类公共建筑中人

员密集，且内部结构复杂，首先造成消防安全设施不易管理维保；其次应急情况

下，传统疏散指示设备提示性差，无法实质辅助受灾人员自救行动。为保障城市

巨型系统的正常运作与系统内部人员的生命安全智能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系统应运而生，在突发事件救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市场对于疏散系统正

处于由以前的普通型转向智能型疏散系统的过渡时期，国内企业生产或提供一般

的消防电子产品和服务很多，但能生产中高档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企业

相对较少。整个智能消防疏散，电气火灾监控领域还存在产业体系不健全、市场

需求培育不足、关键技术发展缓慢等问题，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空间大。 

2、楼宇火灾事故频发，推动智能疏散市场容量提升 

根据公安部消防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共接报火灾33.8 万起，

造成1742人死亡、1112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39.5 亿元。其中，全国人员密集

场所共发生火灾4.2 万起，死亡314 人，起数占总数的12.6%，死亡人数占总数

的18.1%。  

 

现代建筑的大型化、复杂化剧增，近年来火灾次数有所下降，但是特大火灾

却有上升趋势，火灾现场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疏散方向和出口，最后遇难，如

果火灾现场没有一套完整的的智能疏散指示逃生系统，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面

临更多困难。所以现代建筑智能化要求，智能疏散指示系统是比不可少的，这无

疑给智能疏散指示系统市场带来市场机遇。 

3、强制性政策促使下游需求刚性化 



 2013年，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规

定》支出火灾高危单位必须安装漏电火灾报警系统、城市远程监控系统、厨房设

备灭火装置，外墙保温使用不燃材料，并配置逃生辅助装置和智能疏散逃生系统。

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医院门诊楼和病房楼等火灾高危单位

3层以上的部位，要配置救生缓降器、逃生滑道、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逃生辅

助装置。新建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高危单位设置智能应急照明和疏散逃生引导系统。         

以往单位内设置的疏散指示系统，多为固定方向，如果发生火灾烟雾弥漫，

这套系统无法调整指示方向。《规定》中强制安装的智能应急照明和疏散逃生引

导系统，能够通过识别现场情况，正确调整引导疏散方向，帮助受困人员及时疏

散，避免因在烟雾中迷失方向或者吸入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人员伤亡的悲剧。 

4、行业发展前景 

目前我国众多大型建筑中已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分别安装了消防火灾报警系

统和疏散标志指示灯，但他们在建筑是一个单体存在，无法根据火灾发生地点和

烟雾蔓延方向调整逃生指示方向，给现场逃生带来困难。普通应急标志灯本身具

有很大的缺陷，需依靠人力来维护和检修才能发现产品问题，这个现状已经无法

满足现代高层化、智能化、大型化、多功能化及复杂化的建筑要求。 

近年来，全国消防部队大力推进消防科技信息化建设，并将之作为实施科技

强警、改革警务勤务机制一项战略性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

意见》（“46 号令”）中明确要求：要加强消防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断提高

消防工作信息化水平；另外，国内包括深圳市在内的多个城市已与 IBM 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迈出了打造“智能城市”的第一步。公安消防部队作为政府职

能部门之一，不可避免地要与“智能城市”建设相匹配，建立“智能消防”。为

推进“智能消防”建设工作开展，将从消防科技基础信息化建设、消防云计算和

消防“物联网”技术三个方面初步实施。 

所以，智能疏散伴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将向着高度集成化信息一体化发

展，多个信息化系统公用终端硬件通讯系统，规范相应通讯标准；原有的普通应

急照明和疏散系统已无法与实现对各灯点的控制，前端的火灾预警设备以及消防

照明灯点必将全面联网管理。面对只有具有软件科研实力，业务铺设区域广泛的

消防电子产品生产商才能将自己的消防应急智能系统成功对接智慧城市监管系



统，并满足公安消防部队的智能救援的新要求。未来只能消防电子产品的技术门

槛势必提高，满足政策监管要求的企业将越来越少，智能疏散、火灾监测将向规

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有实力的企业快速扩展，吞并小型作坊企业。预计 5

年内，国内将形成数家全国性规模化企业，并占据主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