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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市场竞争态势及十三五盈利战略分析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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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房间舒适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加之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筑需求量不断攀升，导致建筑能耗所占的比重也
不断提高。建筑节能可以在保证室内舒适性的前提下，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使建筑能耗的总
水平尽量降低。建筑节能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发展中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建筑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节能效果明显，有效的减少了温室气
体的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2013年，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新增
节能建筑面积14.4亿平方米，可形成13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全国城镇累计建成节能
建筑面积88亿平方米，约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的30%。

2014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强
力推进建筑工业化。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当中，明确提出要以建筑为重点，以建筑工业化为核心，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2014年7
月，出台的《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转变建筑
业发展方式，积极推动以节能环保为特征的绿色建造技术的应用。住建部2014年6月发布公
告，批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新版《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将进一步明确政策指导和对企业的激励、补贴机制，从而推动绿色建筑的市场化进
程。

目前各部委纷纷出台政策、法规、规划和技术标准推动建筑节能的执行，财政部出台
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建筑节能，山西、上海、天津等各地政府出台经济激励政策推
动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随着建筑节能产业利好政策的频频出台，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及工
业建筑节能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市场竞争态势及十三五盈利战略分析报
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
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
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
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
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
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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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筑节能行业相关概述
1.1 建筑节能的定义及重要性
1.1.1 建筑节能的概念
1.1.2 建筑节能的细分行业
1.1.3 发展建筑节能的重要性
1.1.4 现代建筑节能的理念
1.1.5 建筑节能的技术保障体系
1.1.6 建筑节能是多环节的系统工程
1.2 建筑节能系统组成
1.2.1 建筑屋面节能系统
1.2.2 建筑门窗保温节能系统
1.2.3 建筑外墙体保温系统
1.2.4 房屋呼吸系统
1.2.5 热电冷联产系统
1.2.6 变风量空调系统
1.2.7 排水噪音处理系统
1.2.8 中央除尘系统
1.2.9 食物垃圾处理系统
1.3 建筑节能新技术分析
1.3.1 热桥阻断构造技术
1.3.2 绿色屋面技术
1.3.3 天棚采暖制冷技术
1.3.4 浮筑楼盘技术
第二章 2013-2015年全球建筑节能行业发展分析
2.1 全球建筑节能发展综况
2.1.1 全球建筑节能发展历程
2.1.2 全球绿色建筑规模上升
2.2 美国
2.2.1 美国政府积极推进建筑节能
2.2.2 美国建筑节能发展回顾
2.2.3 美国积极投资建筑节能项目
2.2.4 美国建筑节能的发展经验
2.3 欧洲
2.3.1 欧盟制定建筑节能新战略
2.3.2 欧洲建筑节能的法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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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高新技术助力欧洲建筑节能
2.3.4 欧盟建筑节能支持政策出台
2.3.5 法国积极促进建筑节能发展
2.4 德国
2.4.1 德国政府支持建筑节能发展
2.4.2 德国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成果
2.4.3 德国建筑节能技术发展概述
2.4.4 德国建筑节能发展经验借鉴
2.5 英国
2.5.1 英国建筑节能工作综况
2.5.2 云计算技术应用于建筑节能
2.5.3 英国建筑节能发展的经验
2.5.4 英国建筑节能市场空间巨大
2.6 日本
2.6.1 日本建筑节能发展综况
2.6.2 日本建筑节能发展回顾
2.6.3 日本开发建筑节能材料
2.6.4 日本建筑节能发展目标
第三章 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国际经济运行特点
3.1.2 我国国民经济总值
3.1.3 我国工业运行情况
3.1.4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3.1.5 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3.2 政策环境
3.2.1 我国建筑行业发展政策分析
3.2.2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出台
3.2.3 绿色建筑评价新标准解读
3.2.4 绿色建筑设计软件评价出台
3.2.5 地方性建筑节能政策频出
3.3 社会环境
3.3.1 中国建筑节能提升空间大
3.3.2 建筑节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3.3.3 我国建筑节能理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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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我国绿色建筑产业发展态势
3.4 技术环境
3.4.1 被动式建筑节能的关键
3.4.2 BIM技术应用于建筑节能
3.4.3 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应用
3.4.4 室内建筑节能技术应用
3.4.5 墙体自保温技术的发展
3.4.6 外墙保温隔热技术的发展
第四章 2013-2015年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分析
4.1 2013-2015年中国建筑节能行业综合分析
4.1.1 建筑节能产业链分析
4.1.2 我国建筑能耗情况分析
4.1.3 建筑节能产业发展现状
4.1.4 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特点
4.1.5 建筑节能产业市场规模
4.1.6 绿色建筑节能认证系统
4.2 我国建筑节能发展模式分析
4.2.1 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内涵
4.2.2 合同能源管理的主导模式
4.2.3 合同能源管理市场规模
4.3 建筑节能设计分析
4.3.1 建筑节能设计的内容
4.3.2 建筑节能设计的问题
4.3.3 建筑节能设计的思路
4.3.4 建筑节能设计的措施
4.4 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分析
4.4.1 国外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现状
4.4.2 国外建筑节能标准推进措施
4.4.3 我国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现状
4.4.4 国外建筑节能标准的发展启示
4.5 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4.5.1 运行监管缺乏问题
4.5.2 建筑节能改造难度大
4.5.3 缺乏整体视角
4.5.4 建筑节能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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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对策
4.6.1 中国建筑节能产业的发展建议
4.6.2 建筑节能发展的政策建议
4.6.3 建筑节能规划与设计对策
4.6.4 建筑节能新材料的开发建议
4.6.5 建筑节能发展的技术建议
第五章 2013-2015年中国公共建筑节能发展分析
5.1 2013-2015年公共建筑节能综合分析
5.1.1 公共建筑主要用电系统
5.1.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5.1.3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现状
5.1.4 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现状
5.1.5 公共建筑节能技术分析
5.1.6 公共建筑节能监测系统
5.1.7 公共建筑节能融资模式
5.2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节能分析
5.2.1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存在的问题
5.2.2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节能技术
5.2.3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节能措施
5.2.4 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节能改善方式
5.3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5.3.1 公共建筑节能存在的主要问题
5.3.2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临的挑战
5.3.3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建议
5.3.4 公共建筑节能推进措施
5.3.5 公共建筑节能激励机制
5.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对策
5.4.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原则
5.4.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要点
5.4.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措施
5.5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前景预测
5.5.1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潜力
5.5.2 公共建筑节能发展空间
5.5.3 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潜力
5.5.4 “十三五”公共建筑节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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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013-2015年中国民用建筑节能发展分析
6.1 民用建筑节能发展概述
6.1.1 民用建筑节能的概念
6.1.2 民用建筑节能成节能重点
6.1.3 民用建筑节能应用分析
6.2 民用建筑节能技术发展分析
6.2.1 民用建筑节能技术发展概述
6.2.2 民用建筑节能施工及设计技术
6.2.3 民用建筑节能新技术的应用
6.2.4 小区住宅建筑节能技术分析
6.2.5 民用建筑节能的技术措施
6.2.6 民用建筑节能技术发展趋势
6.3 2013-2015年中国部分地区民用建筑节能政策
6.3.1 北京市
6.3.2 山东省
6.3.3 贵州省
6.3.4 江西省
6.3.5 杭州市
6.4 民用建筑节能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6.4.1 民用建筑节能存在的问题
6.4.2 民用建筑节能发展对策
6.4.3 民用建筑结构节能措施
6.4.4 民用建筑节能的设计思路
第七章 2013-2015年智能建筑节能发展分析
7.1 2013-2015年智能建筑节能发展综述
7.1.1 国际智能建筑节能发展分析
7.1.2 中国智能建筑节能现状
7.1.3 智能建筑节能发展方向
7.1.4 物联网与智能建筑相结合
7.2 楼宇自控系统节能模式分析
7.2.1 楼宇自控系统节能技术实施要点
7.2.2 空调设备的节能控制
7.2.3 智能照明的节能控制
7.2.4 楼宇自控系统节能控制策略
7.2.5 楼宇自控系统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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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智能建筑节能策略分析
7.3.1 智能建筑的节能对策
7.3.2 智能建筑节能规划原则
7.3.3 智能控制系统节能思路
7.3.4 智能建筑节能的具体措施
7.3.5 智能建筑绿色节能发展对策
第八章 2013-2015年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分析
8.1 2013-2015年可再生能源建筑综合分析
8.1.1 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必要性
8.1.2 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历程
8.1.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状况
8.1.4 可再生能源建筑标准体系
8.2 2013-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状况
8.2.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分析
8.2.2 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成果
8.3 2013-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区域发展分析
8.3.1 上海市
8.3.2 湖北省
8.3.3 广西省
8.3.4 安徽省
8.3.5 浙江省
8.4 可再生能源建筑前景预测
8.4.1 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潜力
8.4.2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预测
8.4.3 可再生能源建筑发展路径
第九章 2013-2015年中国主要地区建筑节能发展分析
9.1 北京市
9.1.1 发展现状
9.1.2 行业标准
9.1.3 存在问题
9.2 上海市
9.2.1 运行现状
9.2.2 主要问题
9.2.3 主要目标
9.2.4 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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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江苏省
9.3.1 发展现状
9.3.2 存在问题
9.3.3 发展展望
9.4 广东省
9.4.1 发展现状
9.4.2 存在问题
9.4.3 发展展望
9.5 福建省
9.5.1 发展回顾
9.5.2 主要经验和做法
9.5.3 存在的问题
9.5.4 面临形势
9.5.5 重点任务
9.6 河北省
9.6.1 运行现状
9.6.2 存在问题
9.6.3 发展规划
9.7 河南省
9.7.1 基本情况
9.7.2 发展现状
9.7.3 存在问题
9.7.4 面临机遇
9.8 山东省
9.8.1 发展现状
9.8.2 发展措施
9.8.3 面临形势
9.9 深圳市
9.9.1 发展回顾
9.9.2 存在问题
9.9.3 面临形势
9.9.4 发展规划
9.10 贵州省
9.10.1 发展现状
9.10.2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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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 面临形势
9.10.4 发展规划
9.11 内蒙古自治区
9.11.1 发展现状
9.11.2 存在问题
9.11.3 面临形势
第十章 2013-2015年建筑节能材料行业发展分析
10.1 2013-2015年建筑节能材料行业发展综述
10.1.1 建筑节能材料相关概述
10.1.2 发展建筑节能材料的意义
10.1.3 建筑节能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10.1.4 建筑节能材料的应用分析
10.2 建筑保温材料
10.2.1 行业发展历程
10.2.2 行业发展概述
10.2.3 行业产品分类
10.2.4 行业发展现状
10.2.5 行业竞争现状
10.2.6 行业发展趋势
10.3 建筑节能涂料
10.3.1 建筑节能涂料行业发展规模
10.3.2 建筑节能涂料行业面临的障碍
10.3.3 耐高温建筑节能涂料市场规模
10.3.4 建筑节能涂料市场前景展望
10.4 建筑节能材料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0.4.1 建筑节能新材料发展空间
10.4.2 建筑节能新材料市场机遇
10.4.3 建筑节能新型材料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建筑节能产品发展分析
11.1 节能门窗
11.1.1 发展节能窗行业的必要性
11.1.2 节能门窗的分类及应用
11.1.3 节能门窗产业发展状况
11.1.4 节能门窗的技术创新分析
11.1.5 门窗节能标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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