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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建筑是指通过将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最优化组合，

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舒适、便利的人性化建筑环境。智能建筑是集现代科学技术之大

成的产物。其技术基础主要由现代建筑技术、现代电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所

组成。它主要面向办公楼、商业综合楼、文化、媒体、学校、体育场馆、医院、交通、工业

建筑、住宅小区等新建、扩建或改建工程，通过对建筑物智能化功能的配备，实现高效、安

全、节能、舒适、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客观上看，智能建筑在我国的发展是伴随整个IT产业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

未到本世纪初，随着IT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智能建筑行业也同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时期，建

筑智能化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应用需求。中国智能建筑市场的总投资正以每年20%～30%的速

度增长。市场的快速发展给业内厂商带来了诸多商机。 

      2016年，中国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商也已超过5000多家，国内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市场规模

约5760亿元，未来智能建筑行业将迎来爆炸性地增长时期。从建筑类型来看，智能建筑工程

市场主要以商业建筑、办公建筑、住宅建筑为主，其中商业建筑工程市场占比20%，办公建

筑占比15%，住宅建筑占比11%。智能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美国为70%，日本为60%，中

国不到40%，说明我国智能建筑产业潜在成长空间巨大，智能建筑产业投资市场需要进一步

开发。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吸引了大量软硬件厂商涌入，从布线、电器、电工到网络等产品

领域，从GE、西门子、思科、IBM等国际巨头到北大青鸟、太极计算机、清华同方、TCL等

国内知名IT厂商、集成商，再加上分布于全国各地规模不一的上千家系统集成商，目前国内

智能建筑集成市场已进入高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发展阶段。 

       我国工程建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期，大量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建

设和投入使用，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会新增各类建筑大约300亿平方米。目前中国近400亿平

方米的城乡既有建筑中90%以上属于高耗能建筑，因此未来智慧建筑业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的趋势。我国建筑业产值的持续增长推动了智慧建筑行业的发展，智慧建筑市场发展迅速，

我国智慧建筑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领域的延伸，未来几年智

慧建筑市场前景仍然巨大，行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未来，智能建筑是一个将数据变成图像

和符号，将计算融入生活和学习，大数据的可视化和计算的逻辑化将成为未来智能建筑领域

的焦点，智能化建筑已成未来的发展方向。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智慧建筑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智慧建筑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智慧建筑行业

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智慧建筑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智慧建筑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智慧建筑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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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