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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灾难事件已经为中国的应

急物资供应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 2008 年汶川大地

震中，由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的中断，救援物资的供

应在救援早期呈现了很大缺口；同一年，中国南方

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由灾害引起的交

通阻塞使部分地区的生活必需品发生供应紧缺，导

致物价飞涨。 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在应对突发事件

时，对应急物资的管理和应用尚不成熟。 相关研究

及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达到 1 000~3 000 美元时， 通常是该国家或地区的

公共事件高发期， 而当前中国恰好处于这一时期。
因此， 在自然灾害及社会公共事件频繁发生的时

期，加强国家的应急物资产业链建设及其风险防范

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来源及防范策略研

究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解决在灾

害情景下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进而提高应急物资

的供应效率；其次，它有助于深化产业链的风险防

范研究，丰富应急产业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再次，
由于应急物资产业链是应急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其进行风险分析有助于完善中国应急产业体

系，推进应急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发展现状分析

（一）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定义

产业链的概念来自于产业经济学， 是 1958 年

赫希曼在 《经济发展战略》 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但

是，由于之后供应链、价值链等理论的兴起，产业链

这一概念相对弱化。 在中国，从理论层面分析产业

链的研究也很少，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产业链的概

念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贺轩、员智凯（2006）提出，产业链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 广义的产业链包括满足特定需求或进行特

定产品生产（及提供服务）的所有企业集合，涉及相

关产业之间的关系；狭义的产业链则重点考虑直接

满足特定需求或进行特定产品生产 （及提供服务）
的企业集合，主要关注产业内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1]。
刘贵富（2006）认为：产业链是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

的企业，以产品为对象，以投入产出为纽带，以价值

增值为导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据特定的

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

式中间组织 [2]。 不难看出，这个定义是较为全面科

学，且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的。
结合应急物资的产品特性和供需特点，本文认

为： 应急物资产业链是指以应急物资为供应对象，
以完成应急供应任务、满足应急需求为目标，由同

一产业上游、中游、下游关联的各企业或政府部门

所组成的动态链式组织集合。 显然，应急物资产业

链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应急产

品产业链，随着应急产品的多样化，也呈现出不同

的结构特点。
（二）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的结构

与一般的产业链相同，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由

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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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要包括应急物资原料的生产与供应、机器装

置的生产与供应；中游部分主要包括应急产品的研

发和应急产品的生产制造，这两个环节既可以是顺

序关系，也可以是同步开展的，即在生产现有产品

的同时持续研发新产品；下游部分主要包括应急物

资的储备、应急物资的运输和应急点的管理，最终

到达应急需求终端。 应急物资的运输除了包含航空

运输、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外，随应急物资的不同

还具有不同的运输方式，如能源类物资（石油、天然

气等）还可以通过管道运输。 此外，现代化的应急物

资产业链还应该具备一个完善的应急物资管理信

息网络， 不仅包含应急物资的来源及数量信息，还

应具有需求预测和应急决策的能力。

（三）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的特点及分类

相对于普通物资， 应急物资具有不确定性、不

可替代性、时效性和滞后性的特点[3]。 基于应急物资

的特点，区别于一般产业链，应急物资产业链还具

备以下几点：第一，稳定性强，即在突发状况下产业

链仍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运行能力；第二，响应迅速，
即能迅速捕捉到应急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第三，运

作效率高，即能够高效地完成动员任务，为灾区提

供所需物资。 但是，中国的应急物资产业链在这些

方面的能力均有待加强，在产业链的实际运行过程

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分类可以依照国家对于应

急物资的分类而决定。 传统的应急物资的分类方法

是依据物资的性质进行分类。 参照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的《应急保障物资分类及产品目录》，应

急物资可以被划分为 13 类，包括防护用品、生命救

助、生命支持、救援运载、临时食宿、污染清理、动力

燃料、工程设备、工程材料、器材工具、照明设备、通

信广播、交通工具等。

其中，防护用品类主要指卫生防疫设备、化学

放射污染设备、消防设备等。
生命救助类主要指处理外伤设备、高空坠落设

备、生命救助通用设备等。
生命支持类主要指生命支持通用设备如输液

设备、输氧设备、急救药品、防疫药品等。
救援运载类主要指防疫设备、空投设备、救援

运载通用设备等。
临时食宿类主要指食品、饮用水、住宿设备、卫

生设备等。
污染清理类主要指污染清理通用设备如杀菌

灯、消毒杀菌药水、凝油剂、吸油毯、隔油浮漂等。
动力燃料类主要指发电设备、燃料用品等。
工程设备类主要指通风设备、起重设备、牵引

设备等。
器材工具类主要指破碎紧固工具、声光报警设

备等。
照明设备主要指工作照明设备、场地照明设备

等。
通讯广播设备主要包括无线通讯设备等。
交通工具类主要包括桥梁设备、 水上设备、空

中设备等。
工程材料主要指防水防雨抢修材料及防洪材

料等。

二、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来源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是指由于应急物资产

业及其相关产业间的相互影响而对产业链的发展

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4]。 对于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

来源，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宏观

层面看， 应急物资产业链风险可概括为内因和外

因，内因包括产业链的节点问题、结构问题等，外因

包括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等。 从产业链的运行层面

看， 应急物资产业链风险可概括为各种不确定性，
包括上游供应的不确定性、中游生产过程的不确定

性和下游应急需求的不确定性。
（一）应急物资产业链内在风险

1．由产业链集成程度不足导致的风险

应急产业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兴

产业，而由其衍生的应急物资产业链研究更是刚刚

起步。 应急物资产业链运行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好事

前防护准备工作，当突发事件来临时，能够及时高

效地应对， 并快速满足社会救援需求及物资需求。
这不仅对单一应急物资产业链的敏捷性提出了较

高要求，还需要其对多种关联应急产品和服务完成

图 1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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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集成，由此组成一条跨领域、多层次的大型产

业链。 当前中国的应急物资产业链还没有完成这一

结构的整合，还存在着组成要素单一化、体制不完

善等问题，这导致产业链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大风

险。
美国的应急产业发展迅速，其应急物资产业链

较为成熟。 美国白宫行政和预算办事处对灾难防护

有特别拨款，政府将此拨款直接提供给联邦应急管

理局（FEMA），以此购买应急产品。 美国很多生产销

售应急产品的企业已经营了几十年， 比如 J.J.Keller
公 司 能 够 提 供 多 达 6 000 种 以 上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
World Security Directory.com 网站整合了各种类型

的应急产品，支持网上订购。 此外，美国针对突发事

件的保险业也相当成熟，该产业链一直延伸到了灾

后服务[5]。 可以说，美国的应急物资产业链构成对中

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由产业链的空间结构导致的风险

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的结构风险不仅体现在

集成程度不足方面，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的隐

患，特别是如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类的应急物资，
这一问题尤为明显。 所谓由产业链空间结构导致的

风险就是指产业链中所属相关企业或组成单位在

地理上较为分散，使得在产品的运输调度和集成管

理上具有较大难度，由此造成的供需失衡。
以天然气为例，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屡次出现

了“气荒”，即天然气供应短缺的现象。 在 2009 年 11
月，重庆市主城区日供气缺口达（20～30）×104m3，并

随着气温降低，缺口继续扩大。 武汉市日供气缺口

约 60×104m3。 50 多家工业和商业用户处于“断气”
状态。 南京市日供气缺口为 50×104m3，每天需要 30×
104m3 液化天然气（LNG）来补充，而全市库存量不足

100×104m3，每天补入的气量只有（2~5）×104m3[6]。 产

生“气荒”现象的原因复杂，但空间结构的分散无疑

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天然气产地大多远离消费市

场，在将来亦会如此。 因此，中国的应急物资，特别

是能源类应急物资存在着由空间结构导致的供应

风险。
（二）应急物资产业链外在风险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外在风险是指来自于产业

链外部环境，不受内部主体控制的、会给产业链带

来损失的可能性。 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外在风险

构成因素较多，本文仅选择了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

这两个典型方面予以阐述。
自然因素主要是指发生的自然灾害可能会给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某个节点或线路造成损害，甚至

导致其失效，具体的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

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

森林草原火灾等。 以石油产业链为例，当突发事件

发生时，灾区附近的石油管线、加油站、油库、运油

线路和配送点等都可能遭受破坏，因此，产业链内

相关主体只有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在上述情况发生

时才能有效应对。 此外，就石油来讲，其资源供给的

不确定也会给产业链中游、下游带来投资无效的风

险。
市场因素是研究应急物资产业链风险来源时

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相对于一般产业链，应急物

资产业链的国家参与程度较高，但尽管如此，面向

开放的市场， 应急物资的供求情况势必会影响价

格，进而给产业链整体带来风险。 以食品这一最为

常见的应急物资为例，目前中国的应急食品市场存

在较多问题，其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弱，规范程

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将对价格造成很大影

响，这也给产业链带来较大风险。 此外，对于进口依

存度较高的应急物资，其来自于市场的产业链风险

将更为突出。

三、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策略

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既要从宏观层面

思考，也应从微观层面就产业链各运行环节着手采

取防范策略。 完善的应急物资产业链发展规划和良

好的国家配套政策是产业链发展的基础。 同时，从

产业链的可靠性角度出发，在各环节采取措施以加

强供应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一）加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发展规划

目前，中国还没有成熟的应急物资产业链发展

规划， 这使得应急物资产业发展缓慢且方向不明。
完善的产业链发展规划需要从战略上为发展做出

引导， 需要在明确各项应急物资用途的基础上，以

保障应急供应为中心做出相应调整。 此外，完善的

发展规划体系还应包含各类应急物资以及地方的

专项发展规划。 在发展规划中，需要做好需求分析，
从稳定性角度出发明确落实产业链上游、 中游、下

游的具体发展计划及预算安排。 目前，中国有关应

急产业的专项发展规划只有安徽省 2009 年颁布的

《合肥公共安全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7 年）》。 可

以说，完善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发展规划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加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相关配套政策建设

由于应急物资产业链具有鲜明的公益性特点，
属于社会保障的基础建设范畴，因此，产业链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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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推进势必需要政府的引导及配套优惠政策的

颁布。 这其中包含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障应急产

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应急物资中基础设施类

（如桥梁设备、管道建设等）的产业链，组成企业需

要较大的前期投入且其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这就需

要政府颁布对应鼓励政策，保障运行主体的经济利

益；第二，鼓励民间企业的加入，引导社会资金流入

应急产业。 上文已经提到，完善的应急物资产业链

应该是多元化的， 应该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

上，广泛囊括民间企业。 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鼓励

和大力扶持，民间企业出于商业考虑很难自愿加入

应急产业体系。
（三） 从上游、中游、下游角度加强应急物资产

业链的风险防范能力

1.在上游环节加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

能力

在应急物资产业链的上游，应对风险的防范措

施主要包括应急物资原料的储备和生产设备的研

发与改进。 通常来讲，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原料供应

商 会 出 于 安 全 考 虑 设 置 所 谓 的 应 急 缓 冲 库 存：这

一方面是为了在特定节点失效情况下不影响企业

的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下

需求可能发生的大幅波动， 这是增加企业可靠性

的最简便且有效的方法。 除此之外，上游的设备生

产企业也会通过设备研发与改进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 生产线的稳定性和柔性既取决于原料的供应，
更取决于机器设备的柔性及抗负荷能力，因此，作

为设备的生产商，应在保障生产质量的同时持续研

发和引入先进技术，为整体改进生产流程打下坚 实

基础。
2.在中游环节加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

能力

在应急物资产业链的中游，应对风险的防范措

施主要包括提高生产线的柔性、研发应急产品以及

培养企业额外的应急生产能力。 所谓额外的应急生

产是指企业在面对超常规供给任务时，通过增加员

工劳动时间和雇佣临时工人等方法，组织的正常生

产以外的生产行为，企业额外的应急生产能力属于

企业应急能力范畴，是应急动员潜力的重要来源之

一。 最为典型的应急生产案例是在“汶川”地震处置

过程中美罗药业的药品供应事件。 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后，5 月 14 日，美罗药业接到

了大连市经济动员办公室的救援药品动员通知，迅

速启动其应急响应机制，组织了应急生产。 美罗药

业许多员工持续工作了 48 个小时， 甚至顾不上吃

饭，分别于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5 月 19 日和 5 月

21 日 4 次供应应急药品，包括消炎、麻醉、消毒液等

种类，总计 146.7 吨，合人民币 1 841 万元。 可见，培

养制造企业的应急生产能力对突发事件下的应急

物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3.在下游环节加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

能力

在应急物资产业链的下游，应对风险的防范措

施主要包括优化应急物资运输体制和加强应急物

资储备能力两个方面：
首先，对应急物资运输体制进行优化既是一个

宏观的管理整合，又是一个微观的技术改进。 从宏

观上看，中国的货运重点依靠地面运输，在 2008 年

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中，恶劣的天气导致由广东等地

发往湖南、贵州等重灾区的物流基本中断，使得货

运成本急剧攀升，由此可知，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

中的物资运输及调运时，缺乏国家层面事前的规划

准备，没有做到未雨绸缪。 从微观上看，引入先进信

息技术、优化应急决策机制也十分重要，在 2013 年

发生的“雅安”地震中，在救援初期发生的基本应急

物资供应短缺的现象正反映了中国应急决策机制

落后的现实问题。
其次，加强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对于产业

链风险防范来说十分必要。 目前，中国民政部仅设

立了包括哈尔滨、沈阳、天津、合肥、郑州、武汉、长

沙、南宁、成都和西安 10 个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代

储单位，很多地方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应急管理中心

及应急物资储备库， 储备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完善。
此外，在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储备

仓库的防护工作及对应急物资的管理。 在应急物资

的管理过程中要做到“注重质量，确保安全，合理存

放，优化流程，准确无误，全程监控”[7]。

四、结论

应急产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应急物

资产业链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它对于

中国社会、经济安全和人民的稳定生活都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在明确了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定义，分析

了应急物资产业链的结构及其特点的基础上，从内

因和外因的角度，总结归纳了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

的风险来源，内因包括由产业链集成程度不足导致

的风险和由产业链的空间结构导致的风险；外因则

重点阐述了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 最后，提出了应

急物资产业链的风险防范策略，从整体上指出要加

强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发展规划建设，完善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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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isk in China Emergency Materials Industry Chai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HANG Jihai， REN Fan， ZHANG Xianl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 many emergency events happened in China, and the emergency materials industry is resource bas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re are problems of not normative standard and undeveloped industry orientation existing. Firs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emergency materials industr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chain is given in the paper. Second, i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and concludes the risk of China emergency materials
industry chain.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dustry chain are stated which are to make
development plans, to perfect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efending risks.
Key words：emergency materials；industry chain；risk in industry chain；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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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相关的配套优惠政策， 还从产业链的上游、
中游、下游角度分别探讨了风险防范的具体实施手

段。应急物资产业链的建设与推进既需要政府部门

的合理规划， 也需要产业链中各主体的有效落实；

既需要应急管理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也需

要相关实施者的具体经验教训。可以说，建设稳定、
完善的中国应急物资产业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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