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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业科技领导
对应急产业发展前景
十分看好。

②广州三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
浩接受媒体采访。

③三业科技自主
研制的防爆柴油机水
泵挂车进行现场测试。

④2015 年 1 月，三
业科技自主研发的“数
字定压柴油机消防水
泵”顺利通过专家验
收。图为三业科技负责
人和验收专家合影。淤

应急产业：国民安全的屏障
———访广州三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浩

姻本报记者 朱汉斌 通讯员 栗弘儒

广州三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业科技）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注发展柴油机拖动应急设备智能控制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参与 4 项国家标准起草，获 4 项发
明专利、31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多项自主创新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使三业科技成为智能动力的领军企业。

本报从 2007 年 12 月起推出多篇报道，关注三业科技的发展，如 2007 年 12 月 30 日本报 A3 版《三业科技：智能铸就安全》、2010 年 7 月 2 日本报 A3 版《三业科技：创新是通往
成功的唯一路径》、2011 年 4 月 26 日本报 A4 版《三业科技：在困扰中前行》、2012 年 6 月 29 日本报 A4 版《三业科技：大空间消防给水装备的领跑者》、2012 年 10 月 27 日本报第 3
版《抗灾抢险装备的“急先锋”———三业科技应急救援装备研发纪实》等专题。

强大的创新能力，务实高效的研发团队，夯实了三业人自主创新雄厚的底蕴。从军事、通讯的应急发电，到大空间消防的应急给水解决方案；从柴油机水泵在国内 9 大机场 10
大机库以及冶炼、石化行业的广泛应用，到应急救援专用设备被高度认同和关注，三业科技以不断创新、持续发展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智能铸就安全、三业智能专家”的
企业使命，为我国的应急产业发展默默贡献着。

当前，发展应急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
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把国家安全放在第
一位，将应急产品和特种技术作为国家战略发展
方向予以重点支持。审视国内，作为国家安全的
重要内容，我国公共安全形势近年来不容乐观，
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
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
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
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同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加快应急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应急产
业规模显著扩大，应急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为防
范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有力支撑，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我国首次对应急产业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应急产业来说无
疑是一个新的开端，但对于广州三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郑浩来说，认真学习体会政策后，心
情仍然喜忧参半。

科技创新是应急产业的驱动力

郑浩的身上，丝毫看不出公司股东的范儿，却
总是给人以从事技术开发的印象，几十年对机电技
术钻研的执着，岁月已在他的脸上烙下深深的印
迹，而郑浩最喜欢的是“郑工”的称呼。智者务其实，
愚者争虚名，用来形容郑浩再恰当不过了。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郑浩仍然
坚持着自己言简意赅的语言风格。

“国家出台政策措施，将发展公共安全产业上
升为国家战略，提升在公共安全领域的防范应对能
力和管理水平，作出的战略规划都是很好且有针对
性的，但是政策落实却是关键，这不仅是一个政策
导向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尤其是在科技
支持方面，必须明确表达各级政府对应急产业发展
的态度。”他开篇就直抒胸臆，没有绕弯子。

最近让郑浩郁闷的是，当他申报今年的省市
科技创新计划时，却找不到入口。“往年还有公共
安全项目沾边，我们可以申报对应的科技项目，
争取政府的科技政策与经费的支持，而今年这个
项目不见了，甚至我们想找相关的领域‘挂靠’都
找不到。”

郑浩认为，国家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是一个
系统工程，其核心是三大要素，即管理体系的完
善、创新体系的构建与产业体系的布局。

从我国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来看，已经较为完
备，国家先后出台了公共安全相关法律 40 多部、
行政法规 40 多件、部门规章 60 多件，初步形成
了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了多层次
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处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先进的管理体系相对应的公共安全
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还很薄弱，亟待加强。”郑
浩表示。

他说，我们缺乏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核
心的创新体系，应急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仍然处
于各自为战的阶段。“虽然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
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提高对传统与非
传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
理能力，但是，这些技术的系统性突破还需科技
创新体系的支撑。”

郑浩拿欧美发达国家作比较，“美国、日本、
德国等国家非常重视公共安全科技体系的建设，
将国民安全放在首位”。

据报道，美国在公共安全领域依托科学技术
理事会、国土安全中心、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专业研究基地和科技创新体系，依靠高新技术进
行综合集成，每年投入 250 亿美元研究经费。我
们的东邻日本，斥巨资建设国家级公共安全和应
急管理研究机构，仅独立行政法人防灾科学技术
研究所，就拥有高级研究人员 250 余人，预算超
过 100 亿日元。

纵观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现状，政府一直没有
主导与支持该行业的发展，因而缺乏以产业集聚为
特征的产业体系，不少国家急需的产品却没有行业
或国家标准，而且这些产品并没有归口的管理部
门。目前，我国从事公共安全产业的企业不多、规模
小，缺少领军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如果政府不
在政策上鼓励发展应急产业，不对该产业体系进行
布局，并引导产业集聚式发展，将无法保障我国公
共安全产业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

三业科技的底蕴

科技与创新蕴含着不竭动力，推动着经济社
会不断进步。当今，智能化让三业科技焕发新的
活力，为人类美好生活打开想象的空间。

多年的技术浸染，令郑浩对于行业的认识颇
有体会与见解。

广州三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
一家专注发展柴油机拖动应急设备智能控制技
术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制一系列专用的智能控制
模块并成套具有智能控制功能的应急设备。

十几年来，郑浩和他的同事，共参与 4 项国
家标准起草，获 4 项发明专利、31 项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多项自主创新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使
三业科技成为智能动力的领军企业。

三业科技应用自主创新的智能动力技术，研
发一系列固定智能消防给水设备和移动应急抢险
设备。自主研发世界上首台应用于轨道焊接的单相
400kW 低能耗、高焊接性能的智能柴油发电机组。
自主研发全球第一台按军用标准设计的超大流量
移动式抽水泵车，具有流量最大、体积最小、全智能
控制、全免维护、全天候、泛应用、人工可移的特性。
同时推出“应急救援发电挂车”“应急防爆水泵挂
车”“应急救援水泵发电挂车”“超级蓄电池”等一系
列应急救援设备及装置。

现在，三业科技的系列产品，不仅成套输出，
而且也吸引着国际巨头频频伸出“橄榄枝”。“应
急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内涝排水、矿井透水排
险、施工抢险排水、农业抗旱、消防给水、消防远
程补水等作业，并能在高温、低温、高湿、粉尘等
各种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郑浩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自豪地介绍。

郑浩介绍，在三业科技众多应用中，最能代
表三业人技术实力与水平的，无疑是为世界最
大、最昂贵的 A380、B787 等大型客机保驾护航
的机库智能消防给水系统。

目前，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等国内十几家机场的维修机库，均采用了三业智
能柴油机消防给水装备。

2012 年 5 月，三业科技为中缅油气管道首
站库区和码头消防系统提供的柴油机消防水泵
组，是目前国产功率最大的设备，不仅填补了国
内空白，在有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同时，也使

“中国智造”在国际石化安全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改变从 2015 开始

身为行业领头羊的三业科技，时刻关注着科
技创新对行业发展的带动，郑浩可谓功不可没。

《柴油机消防泵组技术规程》《防爆发电机组》
等国标的起草准备，用去了郑浩和业内专家近五年
的时间，去年，国家标准委终于批准立项。郑浩作为
发起人之一，联合中石油、中石化、公安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以及玉柴、华柴、潍柴、无动等
四大柴油机厂商，在潍坊召开第一次国标起草会
议。与会专家怀着迫切的心情，认真探讨相关议题，
并对标准的细节达成高度一致，正本清源将是国标
起草与发布的最终目标，改变落后、杂乱的行业格
局则是相关部门和各大厂商新的共识。

而对于郑浩来说，改变正逢其时，时不我待。
改变也是被逼出来的。郑浩深深为同行大鸣

不平。“虽然我国的柴油机行业产量很大，厂家很
多，但绝大多数的产品落后且没有自己的核心技
术。污染严重的中小厂家，甚至‘李鬼’产品，对雾
霾的‘贡献’很大。别说国Ⅲ、国Ⅳ标准，连国Ⅰ都
达不到，但造假后就大行其道。”

他举例，潍柴很有实力，其知名度与技术水
平都相当高，但在应急工程机械的配套上，大部
分采用的竟然是廉价的假冒“潍柴”发动机。潍柴
的技术储备有国Ⅴ、国Ⅵ排放的技术与产品，而
基于国家目前的排放政策，这些技术都没能用
上。实际上玉柴、潍柴两厂家，就可提供我国需求
量 80%的高性能环保、节能的柴油机。

改变意味着行业的洗牌，格局重塑。“从今年
到 2020 年的五年间，对于应急产业来说是一个发
展的关键期。‘优者生存，劣者出局’是这个行业的
生存法则。”郑浩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力度，通过政策
与法规，促进应急产业的升级与自我改造。

应急产业，我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产业。说它
熟悉，是因为这一产业堪称庞大，涉及到的都是装
备、材料、医药、轻工等十多个我们所熟悉的领域

（如我们生产多年的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等）；说它陌
生，则因为它属于新兴、实用科技为先导的朝阳产
业（因为传统的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只能称为后备发
电机组，在本质上不具备实实在在的应急能力）。

郑浩表示，应急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社
会经济水平息息相关。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国还没有应
急抢险装备，更没有专业队伍从事抗震抢险，部
队用了三天时间才进入灾区；2008 年汶川地震，
我们的抢险队伍最快的在当天就进入灾区，而雅
安地震发生后，我们不仅实现立即组织抢险，同
时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

也是自 2008 年汶川地震始，我们国家开始体
会到科技救援对挽救生命的重要性（国外救援队带
来了科学的技术手段与先进的设备，深深地触动了
我们），中央政府才开始真正重视应急产业发展。

针对国内应急救援设备技术落后的状况，三
业科技以应急设备研发的雄厚实力及技术沉淀
开展应急救援设备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几年过
后，三业科技的应急柴油机智能成套设备，成为
国内外最可靠的同类装备之一。

郑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随着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应急产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与民
生的关联度也日益提高。因此，他建议将加快发
展应急产业列入到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中，特别是将以监测、预警、应对、管理为核心
的应急技术产业作为重点，这样不仅有利于整合
我国现有的科技存量资源，开辟新的经济增长
点；这样做，也将大大利于业内科技创新与产业
体系，为其他行业的升级进步做保障。

形势逼人的产业

尽管应急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很多
人说这是一个朝阳产业，但业内人士却丝毫不敢
懈怠，说这是一个形势逼人的产业则毫不为过。

在郑浩和同行的理解中，形势的确不乐
观，一方面是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滥竽充数者
仍大行其道，而靠行业的自律，完成规范体系
的建立，不仅任重道远，也不现实。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服务业迅猛前
行，对公共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体系建设要
求日益迫切。时有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逼得
业内人士急火攻心。

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在 1000 至
3000 美元这一区间时，公共安全事件处于上升
期，3000 至 5000 美元时处于高发期。而我国在
2008 年人均 GDP 就已达到 3260 美元，正处于
公共安全事件高发期。

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五年的数据测算，我
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
安全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
数超过 20 万，伤残人数超过 200 万；经济损失年
均近 9000 亿元，相当于 GDP 的 3.5%，远高于中
等发达国家 1%～2%的同期水平。

郑浩说，我们应该像欧美国家一样，把国民安
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进行战略研究与产业化发
展，在核心技术研发、行业的引导与管理方面加大
力度。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因为一场大火就可将几
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之殆尽，一场洪水，就可让无数
家庭陷入绝境。尤其是在我们经济与产业的调整期
的今天，如果不以国家战略高度来加快推进应急产
业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天灾人祸来临之际，我

们用何来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近几年，三业科技在应急抢险装备的研发成

果很多，应用在国内很多地区的公共安全领域。
郑浩介绍，三业科技创业伊始就在国内应急

设备领域率先引入智能控制的概念，并自主研发
出我国军用应急电站的系列智能控制模块。早在
2002 年应用自有技术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智能型
柴油机消防水泵，这种固定式的应急水泵设备从
2005 年作为国内自主产品首次进入国内机场维
修机库后，目前已装备包括国内 6 大枢纽机场在
内的 9 大机场的 10 个机库，标志着我国大空间
消防技术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012 年，三业科技成功研发出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全新定义标准的应急救援水泵 / 电站挂
车系列产品，产品投放市场后受到各级政府的应
急管理部门的关注，并计划将设备配置及技术标
准作为制订国家标准的蓝本。产品在研发过程中
经历了反复的论证和试验，并通过第三方检测验
证和专家技术鉴定。

应急救援移动泵车是三业科技最新研制的
高科技产品，在 2012 中国应急产业展览会上，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及参展企业的极大关注。

这些设备在功能设备与装置的配置方式、驱
动方式、控制方式、承载方式上都有着与传统设
备完全不同的区别。

在功能设备与装置的配置方式方面：1.采用
人工机械储能启动装置替代蓄电池供电启动的
传统电启动方式；2.采用风冷发动机替代带风扇
水箱的传统水冷发动机；3.采用永磁发电机替代
传统的电励磁发电机。

郑浩主持研发的应急救援移动泵车配置方式，
关键创新点是针对应急救援设备长期储存、突发应
用的特性，使设备在长期仓储的过程中省却了对启
动蓄电池、冷却水排放及添加、风扇水箱及电励磁
装置的保养与维护，真正实现设备的免维护，同时
这种配置可以令设备在零下 40 摄氏度到零上 60
摄氏度的环境温度及风沙等恶劣环境下正常作业。

与传统的直接同轴驱动的方式相比，三业科
技的产品具有减少配置、降低发动机配用功率、
降低设备故障率、提升效率等优势。在控制方式
方面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专用模块组成的
智能控制系统，具有能让未受过专业训练，甚至
临时招募的志愿人员都可以通过一键式的控制
方式完成作业操作的应用优势。

在设备承载方式方面由于设备的优化配置
令整机的体积和重量大为降低，所以可以采用挂
车型设计，与采用机动车辆装载的机动装载方式
相比，具有降低储存面积、节省机动车辆的维护
与管理成本、道路通过能力强、机动灵活等优势。
为国内规范隧道内涝事故灾难应急管理、提高隧
道防涝应急响应能力，处理类似突发事故积累了
经验，而且使我国拥有一种有效防止隧道涝害发
生的应急救援设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公众安
全意识的提高，社会各方对应急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长，应急产业也显露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虽然应急产业对经济拉动的潜力巨大，但不
可忽视的是，目前我国的应急产业还存在体系不
健全、市场需求培育不足、关键技术装备发展缓
慢等问题。

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五年，对于整个行业
意义重大，对三业科技与郑浩而言，执着的努力，
必会收获灿烂的明天。 本版由三业科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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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几年来推出多篇报道，关注三业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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