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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工业节能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七章

。首先介绍了国际工业节能行业的发展经验，接着对中国工业节能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细

致的解析， 然后具体分析了钢铁工业节能、有色金属工业节能、石化行业节能、建材工业节

能、电力工业节能、煤炭工业节能、机械行业节能以及其他工业领域节能的发展状 况。随后

，报告对我国主要地区工业节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分别介绍了合同能源管理、

工业余热利用、工业设备节能的运行现状。最后，报告对工业节 能重点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解读，还科学分析了工业节能行业的投融资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能源资源消耗的主要领域，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加强资源综

合利用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从国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节能早已成为 国际通用的惯例。美国、欧盟、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视依靠制定法律法规推进工业领域节能。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

已经制定了以促进工业节能为主的 《节约能源法》，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整套以促进工业

节能为主法律体系，为日本工业节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美国、欧盟也都拥有各自的一

系列促进工业节 能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都拥有行之有效的具体

措施。  

　　近几年我国工业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2008-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累计下降30%左右，2013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节能的政策推力逐渐加大，工业 节能市场迅速发展，国内外大企

业纷纷涌入该领域抢占不断释放的市场空间。海外企业利用自身完善的产品体系与技术优势

试图挤压本土企业的市场规模，而本土企 业也凭借已有规模以及技术的持续提升与海外企业

展开成本竞争。并购重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工业节能产业做大做强、全面发展的必然趋势。  

　　工业节能是节能减排实施的重中之重，在&ldquo;十三五&rdquo;的 规划中，工业节能占

首要位置。2015年全国两会上，节能环保成为热议话题。2015年，国家对节能减排的重视远

远超过2014年，并且强调继续化解过剩 产能，钢铁、水泥等15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

年度任务，要求如期完成。工信部发布的《2015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提出，使

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4%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5.6%，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全面 完成&ldquo;

十三五&rdquo;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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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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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