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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节能服务指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能源管理机构）帮助自身机构解决节能运营改造的技术

和执行问题的服务。节能服务产业是为企业和项目在节能减排等方面提供服务和支持的产业

。  

节能服务产业的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世界性能源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节能服务以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中国，十几年间我国节能服务公司从无到有。近年       来节能服务产业

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mdash;&mdash;节能环保产业的组成部分，产业雏形已

初步形成。

      2006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只有82亿元，随后在国际、国内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

该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继2012年全国节能服务产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大关后，2014年节能服

务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

      2012年6月底我国出台的《&ldquo;十二五&rdquo;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把节能环保服务

业培育工程列入八大重点工程，并力争到2015年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发展到2000多家，节能

服务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2012年7月发布的《&ldquo;十二五&rdquo;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也提出，到2015年，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节能服务业销售额年均增速保持30%

。未来随着我国节能服务产业的不断发展及国家对其的重视，我国节能服务产业必将迎来发

展黄金时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节能服务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运营趋势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节能服务产业的相关概念、国外发展概况等，接着全面分析了中国节

能服务产业发展环境、发 展现状及发展模式。然后对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做了应用领域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重点企业分析、产业政策分析、上市融资分析，最后分析了节能服务产业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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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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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