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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态势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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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筑节能的概论

        1.1建筑节能的定义

建筑节能是指在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新建、改造和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节能标准
，采用节能技术、材料、设备、工艺和产品，减少供热、照明、空调制冷、热水供应的能耗
，既保证达到了既定的节能目标，又能提高建筑的舒适性。建筑节能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技
术角度看，建筑节能包含了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技术、新型照明应用技术、新型供冷供热技术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等；从建筑材料角度看，建筑节能涵盖了节能门窗、节能玻璃墙
体材料、保温材料等。建筑节能贯穿于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的整个过程。

        1.2发展建筑节能的意义

1）发展建筑节能是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全球能耗消费结构以煤为主，建筑采暖
用煤75%以上，发展建筑节能有助于探索传统采暖之外的供能新途径，有效缓解能源短缺和
资源枯竭的危机。

2）发展建筑节能是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每燃烧1t标准煤，将产生24kgCO2、406kg
CO、19.8kgSO2、4.2kg粉尘，这些污染物使得API和AQI指数大幅度上升，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长期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导致温室效应。发展建筑节能有利于缓解空气污染，保护生态
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3）发展建筑节能是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建筑节能中的外墙保温技术、节能门窗
和环保材料等不仅降低了建筑能耗，也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和环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

图：我国能耗分布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2建筑节能的现状

        2.1相关政策的现状

2.1.1国外相关政策现状为发展建筑节能，西方各国推行了多种积极的政策和措施。美
国政府充分运用市场的调节功能，政府仅作为辅助，承担服务工作；率先制订了行业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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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合理定位为原则，注重先进性和实用性；大力开发和推荐能源新技术；制定税收、
贷款方面的优惠政策等。欧洲各国政府也将节能作为发展重点，宣传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全
民节能意识。德国、丹麦、波兰对旧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补助，瑞典政府贷款支持节能建筑
，日本对太阳能建筑实行补助。

2.1.2我国相关政策现状我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较晚。我国采取
先易后难、先城市后农村、先新建后改造、由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战略。为制定和实施节能法
规政策，90年代我国成立了建筑节能办公室，如《建筑节能技术政策》、《建筑节能“九五”
计划和2010年规划》等政策相继出台。

从1997年开始，我国陆续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
能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建筑节能法律
法规，并提出了实施指导意见。2009年推出家电下乡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对部分节能电
器进行财政补贴。编制实施了《“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提出到2015年，建筑节能能
力提高1.16×107t。大力推行绿色建筑，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中阐明了未来的节能改造
目标。

表：不同节能技术的经济分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2.2相关行业标准的现状

2.2.1国外相关标准的现状70年代初，历史上第一套建筑节能标准在法国诞生，其对新
建住宅提出的节约1/4能耗的要求，成为欧洲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80年代，连续两次提高
节能指标至45%和60%，并制定专门针对旧有住宅改造、公共建筑的标准。目前法国已形成
了涵盖规范、要求、技术执行程序的节能标准体系，也形成了新老建筑的项目建议、决策设
计、施工和建成后管理等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体系。

1975年，美国制定了ASＨＲAＥ标准90-75《新建筑物设计节能》，接着颁布了《新建
筑物结构中的节能法规》，45个州节约能耗达40%，并且每隔60个月进行一次标准修订。1
993年，美国又制定了《新的低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同时提出了在以往建筑节能的
成效上，再节能1/4的要求。更有力地推动节能，标准将节能要求与经济效益挂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来推动本国建筑节能的发展
，其中最有效的是对达到绿色节能标准的房屋围护结构改造项目和使用采暖设备的工程，给
予25%的补助资金，并承诺连续10年减税，以此鼓励对旧建筑进行技术改造，减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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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木政府从80年代起陆续制定了《办公用建筑物能源使用合理化的建筑业主判断标准
》、《住宅能源使用合理化的建筑业主判断标准》、《住宅能源合理化的设计施工方针》等
标准。

2.2.2我国相关标准的现状我国的建筑节能标准制定工作起步较晚。1986年颁布的建筑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是我国第一部居住建筑设计标准，提出了
节能30%的节能目标。

1993年我国发布的《旅游旅馆建筑热土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是我国第一部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雏形。1995年修编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节能率要求50%。1996年开展实施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制定了高效照明产品能效标准
。从2000年开始，我国陆续制定实施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民用建筑管理规定
》等标准。2006年，我国第一部绿色建筑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颁布。2009年
颁布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和《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2010年以后，中国修订
的《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将节能目标提高到了65%，制定的《绿色建筑
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建筑节能改造目标，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

        2.3相关技术支持的现状

        2.3.1国外相关技术支持的现状
1）采取初始控制的方法。在规划和设计阶段，采用能帮助提高节能率的建筑朝向和形

状，同时合理安排房屋的窗墙比和体形系数，使热能损耗有效降低；少用空调，多利用自然
风来达到降耗目标，提高照明等各种设备用能效率，实现能量循环使用。

2）改善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一些发达国家已将衡量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好坏的传热
系数值降到了0.2～0.35W（M2K）－1，远低于我国目前的标准；同时，各国均致力于保温
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在建筑中采用了大量的新型建材，在建筑物的围护结构中一般都
采用轻质高效的岩棉、玻璃棉、泡沫塑料等保温材料。如使用了空心砌块，为了提高墙体的
保温性能，一般会将一些松散填充绝热保温材料填加在空隙中。

3）改善外窗设计方法，降低耗能。采用吸热玻璃、双层玻璃、热反射玻璃等隔热性能
良好的窗玻璃。美国最先使用的金属薄膜玻璃，可保证提高窗户的保温性能超过一倍。

4）利用自然条件减少能耗。发达国家在设计时重视屋檐、窗帘、遮阳板、阳台等的总
体构造和布局，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形成一个冷暖适宜的空间。夏天绿荫地气温可低3～5℃，
减少了空调能耗。在欧洲，正广泛普及集温度、湿度、采光、新风、噪音控制为一体，能使
室内实现更适合人体居住的恒温恒湿环境的低能耗辐射采暖制冷系统。采用这套系统的建筑
能耗仅20kgM－2，低于我国目前80kgM－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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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国内相关技术支持的现状
1）提高性能墙体保温。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实心粘土砖作为墙体材料，近年来，

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方法利用新的墙体材料：如加气混凝土的保温效果好，就在有条件的
地区，用当地的煤矸石、浮石等原料生产各种混凝土空心砌块；并在低层建筑承重墙和框架
填充墙的施工中广泛应用；黏土产地常使用多孔砖，砖瓦孔型、尺寸以节能要求来决定；复
合墙体具有较好的绝热性，逐渐成为我国己使用的主流墙体，分为外保温、内保温和中间保
温3种［9－10］。

2）发展门窗保温技术。上世纪70年代我国从使用木门窗转为使用为钢门窗；80年代以
来铝合金被广泛使用；90年代末至今，塑料门窗被大量使用，玻璃材料占门窗面积的70%～
80%左右。我国多使用单层玻璃，寒冷地区多使用双层玻璃窗、中空玻璃，为提高保温性能
也适当增加窗扇层数。另外增加门窗气密性的方法也被广泛使用。

3）探索屋面节能技术。在我国平顶屋面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是加厚加气混凝土屋面、
屋面下设保温层（填充材料多为浮石砂、聚苯板、膨胀珍珠岩等）等做法；对于近年来被越
来越广泛应用的尖顶屋面，可选择顺着坡顶或直接在天棚上铺钉绝热材料，如岩棉毡、玻璃
棉毡等。

4）有效利用太阳能技术。我国太阳能建筑应用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进行太
阳能制冷空调系统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的10年里，我国建成了400多栋实验性太阳房和被
动式太阳能采暖示范建筑，总面积约100000M2，分布于北京、宁夏等13个省市自治区。到
上世纪末，全国己建成不同类型的太阳房1.5万多栋，建筑面积超过450万平方米，节能水平
达60%～70%，每年可节约煤耗20～40kgM－2，太阳房的造价一般比普通住房高约1/10～
1/5，但经济效益良好。当前，我国太阳房己进入大规模普及阶段，可以改善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滞后、能源短缺、生态破坏严重的现状。

        2.4相关能源消耗的现状

2.4.1国外相关能源消耗的现状由于全球能源消耗量持续上升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提出了
通过发展建筑节能达到零能耗的目标和规划，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实施了具体工程项目。发
达国家现行的建筑节能标准比我国高出不少。欧美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在2002年
就达到了10%～15%，代替了传统能耗的小型生物能热电冷联产的热效率达50%，热效率更
是比我国高出数倍。

2.4.2我国相关能源消耗的现状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5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0×109t标准煤，比上年增长0.9%。原油消费量增长5.6%，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3.3%，电力消费量增长0.5%。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4.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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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风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7.9%。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5.6%。我国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35%，2001年中国建筑年消耗占能源3.76×109t
，占能源消耗总量的27.6%，年增长比率为5%［3］。我国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从2001年的
7.40×109t增加到2013年的16.60×109t，年均增长率为7%。

2001-2013年，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分别
为43%和46%。

        4小结

        通过对建筑节能的现状及其应用的论述，对于我国建筑节能发展，作以下几点展望：
1）政府应并对技术的研究和利用进行扶持，出台相应激励政策，对推广和使用建筑节

能技术给与补助或奖励。加大宣传力度，使节能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节能的环境和氛围
。

2）重视节能技术的综合研究能力。要积极进行新型建筑材料、空调、能源等研究和开
发，不断提高建筑节能和新材料再生利用技术水平，并通过政府和企业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
为生产力。

3）在节能技术的实际应用中，注重建筑节能材料的通用化、配套化、系统化，从建筑
的规划设计阶段就将节能技术的应用融入其中。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态势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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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环境PES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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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节能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P）
1.1.1建筑节能政策演进
1.1.2建筑节能国家性政策
1.1.3建筑节能地方政策
1.1.4建筑节能行业标准
1.1.5建筑节能行业规划
1.1.6政策环境对建筑节能行业的影响
1.2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经济环境分析（E）
1.2.1国内经济增速与趋势分析
（1）我国GDP增长轨迹
（2）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趋势
1.2.2行业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
1.3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社会环境分析（S）
1.3.1中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1）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分析
（2）中国单位GDP能耗分析
（3）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分析
1.3.2中国建筑能耗现状分析
1.3.3中国建筑节能的迫切性
1.4建筑节能行业发展技术环境分析（T）
1.4.1行业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分析
1.4.2行业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1.4.3行业热门技术发展分析

第二章：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节能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节能服务行业生命周期
2.1.2节能服务行业商业模式
（1）节能效益分享型
（2）节能量保证型
（3）能源费用托管型
2.1.3节能服务行业发展规模
2.2建筑节能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2.1建筑节能行业发展概况
2.2.2建筑节能行业产值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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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节能建筑发展规模分析
2.2.4建筑节能投资收益分析
2.3建筑节能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2.3.1建筑节能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2.3.2建筑节能行业物理竞争分析
（1）现有企业的竞争情况分析
（2）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3）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4）下游客户议价能力分析
（5）替代品威胁分析
2.4建筑节能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2.4.1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市场规模
（1）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市场总体规模分析
（2）中国绿色建筑新增规模分析
（3）中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规模分析
2.4.2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市场驱动因素
2.4.3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1）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市场总体规模预测
（2）中国绿色建筑新增面积预测
（3）中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预测

第三章：中国建筑节能细分行业发展分析
3.1建筑节能材料发展分析
3.1.1墙体节能材料发展分析
（1）墙体保温主要技术分类
（2）外墙保温材料政策发展
（3）主要外墙保温材料比较
（4）外墙保温材料市场对比
3.1.2窗体节能材料发展分析
（1）Low-E玻璃节能原理简介
（2）Low-E玻璃使用比例分析
（3）Low-E玻璃行业发展现状
（4）Low-E玻璃行业竞争状况
3.2新能源节能发展分析
3.2.1传统建筑光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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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热水器行业政策分析
（2）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规模分析
（3）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竞争分析
3.2.2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
（1）光伏建筑一体化主要形式
（2）光伏建筑一体化政策支持
（3）光伏建筑一体化安装规模
（4）光伏建筑一体化盈利能力
（5）光伏建筑一体化竞争现状
（6）光伏建筑一体化前景展望
3.3建筑智能化发展分析
3.3.1国外智能建筑发展概况
（1）国外引进智能建筑时间分布
（2）国外对智能建筑的理解差异
（3）国外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差异
（4）国外智能建筑企业在华业务
3.3.2建筑智能化行业企业规模
3.3.3建筑智能化行业市场规模
（1）建筑智能化行业整体市场规模
（2）建筑智能化行业细分市场规模
（3）智能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
3.3.4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现状
（1）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2）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强度分析
（3）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3.3.5建筑智能化行业前景展望

第四章：建筑节能行业相关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4.1石膏板及保温材料制造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4.1.1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1.2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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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1.3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1.4可耐福石膏板（天津）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1.5上海贝恒化学建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2技术玻璃及相关制品制造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4.2.1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2.2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2.3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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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2.5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3门窗及其建筑相关产品制造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4.3.1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3.2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3.3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4再生能源应用设备制造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4.4.1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4.2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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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4.3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4.4杭州锦江百浪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4.4.5北京天普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章：建筑节能行业投资经济性与风险
5.1建筑节能市场容量预测
5.1.1我国建筑面积及宏观政策推进速度
（1）主要建筑面积预测
（2）宏观政策推进速度及影响
5.1.2建筑节能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5.2建筑节能项目经济性分析
5.2.1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分布
5.2.2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案例分析
5.3建筑节能行业投资风险
5.3.1建筑节能行业政策风险
5.3.2建筑节能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5.3.3建筑节能行业技术风险
图表目录
图表1：我国建筑节能政策演进历程
图表2：我国建筑节能中央政策一览表
图表3：我国建筑节能主要地方性法规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图表4：我国建筑节能行业标准及主要细分行业政策
图表5：“十三五”期间建筑节能工作主要指标与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比对
图表6：我国节能标准不断提高
图表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情况及预测（单位：万亿元，%）
图表8：美国、日本及中国智能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单位：%）
图表9：我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智能建筑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
图表10：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亿吨标准煤，%）
图表11：中国万元GDP能耗及主要工业产品能耗下降情况（单位：%）
图表12：中国万元GDP能耗与其他国家比较情况（单位：吨标准煤）
图表13：我国能源消费领域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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