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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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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建筑节能行业规模快速增长。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建筑节能方面，北方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从2012年的50%提高到75%。到2021年底，

城镇节能建筑达到了277亿平方米。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研发了外墙、门窗、新风一体机等核心产品，性能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完成示范建筑80万平方米，研究成果规模化应用1000万平方米，带动100亿增

量产业规模，将引领建筑节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我国还建造完成全球首个全尺寸近零

能耗建筑综合实验平台，围绕10项主题支持同时开展实验数量超过30个，实验点位超过1200

个，通过全尺寸、长时间的科学实验，解决迈向零能耗建筑的关键技术问题。  

2021年6月8日，住建部等十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县城新建建筑要落实基本级绿色建筑要求，鼓励发展星级

绿色建筑。加快推行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节水标准，推进老旧小区节能节水改造和功能提升

。加强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不断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2021年10月26日，国

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到2025年，城镇

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2022年3月11日，住建部发布《&ldquo;十四五&rdquo;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建筑能源利

用效率稳步提升，建筑用能结构逐步优化，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基本

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建设发展方式，为城乡建设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国家标准提出了首个建筑行业碳排放强

制性指标&mdash;&mdash;新建居住和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分别在2016年执行的节能设计标准

的基础上平均降低40%，碳排放强度平均降低7kgCO2/（m2&bull;a）以上，并于2022年4月1日

起开始实施。  

我国提出的&ldquo;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rdquo;的目标，正在深刻地影响经济大势和产业走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实现达峰乃至

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大幅下降，这将有力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

化，带动绿色产业强劲增长。工业、建筑、交通位列耗能前三甲&mdash;&mdash;不仅在国内



，国际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建筑节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终极目标是建筑近零能耗甚

至是零能耗。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建筑节能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报告》共十三章。首

先介绍了建筑节能的概念及重要地位，接着对国内外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细致的

解析，然后具体分析了公共建筑节能、民用建筑节能、智能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建筑的发

展状况。随后，报告介绍了中国主要地区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并对建筑节能行业进行了材

料分析、产品分析及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建筑节能行业的投资情

况，还对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建筑节能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建筑节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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