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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建筑节能具体指在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新建（改建、扩建）、改造和使用过程中，执

行节能标准，采用节能型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和采暖供热

、空调制冷制热系统效率，加强建筑物用能系统的运行管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室内

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增大室内外能量交换热阻，以减少供热系统、空调制冷制热、照明、

热水供应因大量热消耗而产生的能耗。  

      全面的建筑节能，就是建筑全寿命过程中每一个环节节能的总和。是指建筑在选址、规划

、设计、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通过采用节能型的建筑材料、产品和设备，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加强建筑物所使用的节能设备的运行管理，合理设计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采暖

、制冷、照明、通风、给排水和管道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建筑物

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全面的

建筑节能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由国家立法、政府主导，对建筑节能作出全面的、明确的政

策规定，并由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的节能政策，制定全面的建筑节能标准；要真正做到全

面的建筑节能，还须由设计、施工、各级监督管理部门、开发商、运行管理部门、用户等各

个环节，严格按照国家节能政策和节能标准的规定，全面贯彻执行各项节能措施，从而使每

一位公民真正树立起全面的建筑节能观，将建筑节能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建筑大国，每年新建房屋面积高达17-18亿平方米，超过

所有发达国家每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推进，建设事业迅猛

发展，建筑能耗迅速增长。所谓建筑能耗指建筑使用能耗，包括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照

明、炊事、家用电器、电梯等方面的能耗。其中采暖、空调能耗约占60%~70%。中国既有的

近400亿平方米建筑，仅有1%为节能建筑，其余无论从建筑围护结构还是采暖空调系统来衡

量，均属于高耗能建筑。单位面积采暖所耗能源相当于纬度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这是由

于中国的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差，采暖用能的2/3白白跑掉。而每年的新建建筑中真正

称得上&ldquo;节能建筑&rdquo;的还不足1亿平方米，建筑耗能总量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

份额已超过27%，逐渐接近三成。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建筑节能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建筑节能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建筑节能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建筑节能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建筑节能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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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