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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筑节能，指在建筑材料生产、房屋建筑和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满足同等需要或达

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能耗。  

      建筑节能行业的上游是建筑节能材料、设备制造行业。外保温隔热材料主要有阻燃型EPS

板、EPS板胶粘剂、EPS板抹面胶浆、网格布等；热计量和管网平衡设备主要有热计量表、平

衡阀、温控器、数据采集箱等。中低端材料及设备生产商竞争十分激烈，高端材料及设备相

对比较紧缺。对于建筑节能行业来讲，尤其是大型建筑节能服务公司，对中低端建筑节能材

料和设备具有很高的买方议价能力，并且能够保障货源与维持供应链；对于高端材料和设备

，买方议价能力较低，货款支付速度均快于下游客户节能服务费支付速度，从而给建筑节能

服务公司造成较大的资金占用。

 建筑节能上下游行业情况具体如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建筑节能行业设计趋势分析及市场竞争策略研

究报告》共十四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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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