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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智能建筑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报告

介绍了智能建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建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智能建筑行业的现

状、中国智能建筑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能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

能建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建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建

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能建筑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摩天大楼到家庭住宅，从集中布局的楼房到规划

分散的住宅小区，都被统称为智能建筑。1984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  福市将一幢旧金融

大厦进行了改造，建成了称之为City   Place的大厦，从此诞生了世界公认的第一座智能大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智能大厦蓬勃发展，步美、日之后尘，法国、瑞典，英国等欧洲国

家以及  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智能大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国内第一座大型智能建筑通常被认为是北京发展大厦，并在此后短短几年时间里，相继建

成了深圳的地王大厦、北京西客站等一大批高标准的智能大厦。而且不仅北  京、广州等东部

大城市出现了智能建筑，在乌鲁木齐等远离沿海的西部中型城市也建造了智能大厦。智能建

筑在国内的发展迎来了高潮。

       中国智能建筑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乃至出口海外的发

展历程。十年间，建筑更智能，城市更宜居。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立足建筑

、面向城市，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13年，我国智能建筑行业总体规模

已达到每年4000亿平方米，行业涌现出了一大批  民族品牌，上市企业20余家。

第1章：智能建筑相关概念及发展概述

 1.1 智能建筑的定义及行业界定

 1.1.1 智能建筑概念

 1.1.2 报告研究对象

 1.1.3 建筑智能化市场

 1.2 智能建筑系统构成

 1.3 中国智能建筑发展概述

 1.3.1 中国智能建筑发展历程

 1.3.2 智能建筑发展区域不平衡

 1.4 国外智能建筑发展分析

 1.4.1 国外引进智能建筑时间分布



 1.4.2 国外对智能建筑的理解差异

 1.4.3 国外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差异

 1.4.4 国外智能建筑企业在华业务

 第2章：智能建筑发展环境分析

 2.1 智能建筑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2.1.1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预测

 2.1.2 智能建筑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

 2.2 智能建筑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2.2.1 智能建筑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2.2.2 智能建筑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2.3 智能建筑发展技术环境分析

 2.3.1 智能建筑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分析

 2.3.2 智能建筑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2.3.3 智能建筑热门技术发展分析

 （1）建筑智能化市场篇

 第3章：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 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发展分析

 3.1.1 建筑智能化行业企业规模分析

 3.1.2 建筑智能化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1）建筑智能化行业整体市场规模

 （2）建筑智能化行业细分市场规模

 1）公共建筑智能化市场规模

 2）工业建筑智能化市场规模

 3）居住建筑智能化市场规模

 3.1.3 智能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

 3.1.4 建筑智能化企业市场区域化明显

 3.2 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分析

 3.2.1 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3.2.2 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强度分析

 （1）现有建筑智能化企业间的竞争分析

 （2）建筑智能化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3）建筑智能化下游的议价能力分析



 （4）建筑智能化市场新进入者的威胁分析

 （5）智能建筑替代产品的威胁分析

 3.2.3 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4章：中国建筑智能化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4.1 楼宇自动化系统市场分析

 4.1.1 楼宇自动化系统简介及应用

 4.1.2 楼宇自动化系统发展历程

 4.1.3 楼宇自动化系统市场规模

 （1）楼宇自控系统市场规模

 （2）消防安防产品市场规模

 （3）低压配电产品市场规模

 （4）智能照明产品市场规模

 4.1.4 楼宇自动化市场竞争地位

 （1）楼宇自控系统市场竞争地位

 （2）消防安防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3）低压配电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4）智能照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4.1.5 楼宇自动化工程造价分析

 4.1.6 楼宇自动化系统市场容量

 4.2 安全防范自动化系统市场分析

 4.2.1 安全防范自动化系统简介

 4.2.2 安全防范自动化市场分析

 （1）视频监控系统市场规模

 （2）门禁对讲系统市场规模

 （3）防盗报警系统市场规模

 4.2.3 安全防范自动化市场前景

 （1）视频监控系统市场前景

 （2）门禁对讲系统市场前景

 （3）防盗报警系统市场前景

 1）建筑智能化前景篇

 第5章：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投资特性

 5.1 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5.1.1 建筑智能化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建筑智能化行业资质壁垒

 （2）建筑智能化行业技术壁垒

 （3）建筑智能化行业资金壁垒

 （4）建筑智能化行业经验壁垒

 （5）建筑智能化行业人资壁垒

 （6）建筑智能化行业品牌壁垒

 5.1.2 建筑智能化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5.1.3 建筑智能化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5.2 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投资风险

 5.2.1 建筑智能化行业政策风险

 5.2.2 建筑智能化行业技术风险

 5.2.3 建筑智能化行业竞争风险

 5.2.4 建筑智能化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5.2.5 建筑智能化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5.2.6 建筑智能化行业其他风险

 第6章：中国建筑业发展分析

 6.1 中国建筑业发展现状分析

 6.1.1 中国建筑业发展分析

 6.1.2 中国房地产开发分析

 （1）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分析

 （2）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分析

 （3）房地产开发建设规模分析

 （4）房地产销售面积规模分析

 6.2 中国建筑面积分析

 6.2.1 建筑面积总规模

 6.2.2 年增建筑面积规模

 6.2.3 建筑面积规模预测

 6.3 建筑行业投资额分析

 6.3.1 建筑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6.3.2 智能建筑投资规模分析

 第7章：细分建筑领域智能化需求分析



 7.1 公共建筑市场需求分析

 7.1.1 公共建筑面积分析

 （1）公共建筑面积现状

 （2）年新增公共建筑面积

 （3）公共建筑面积预测

 7.1.2 公共建筑投资额分析

 （1）公共建筑投资额现状

 （2）公共建筑智能化投资分析

 7.1.3 公共建筑细分市场投资分析

 （1）星级酒店建设投资分析

 （2）办公楼建设投资分析

 （3）政府机关建设投资分析

 （4）教育建筑建设投资分析

 （5）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分析

 （6）航空机场建设投资分析

 （7）会展中心建设投资分析

 7.1.4 公共建筑智能化市场前景预测

 7.2 居住建筑市场需求分析

 7.2.1 居住建筑面积分析

 （1）居住建筑面积现状

 （2）年新增居住建筑面积

 （3）居住建筑面积预测

 7.2.2 居住建筑投资额分析

 （1）居住建筑投资额现状

 （2）居住建筑智能化投资分析

 7.2.3 居住建筑智能化市场前景预测

 7.3 工业建筑市场需求分析

 7.3.1 工业建筑面积分析

 （1）工业建筑面积现状

 （2）年新增工业建筑面积

 （3）工业建筑面积预测

 7.3.2 工业建筑智能化市场前景预测



 第8章：中国智能建筑市场前景预测

 8.1 新增建筑面积预测

 8.2 新建建筑智能化比例预测

 8.3 新建建筑智能化市场容量预测

 8.4 既有建筑智能化市场前景预测

 8.4.1 建筑智能化企业篇

 第9章：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9.1 建筑智能化行业企业总体发展状况

 9.2 建筑智能化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2.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3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4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9.2.5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7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中建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9 中程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0 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11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2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11）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3 广州复旦奥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14 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5 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16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7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8 深圳中航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19 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0 铭基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9.2.21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主要工程项目

 （5）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2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7）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3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7）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1）建筑智能化互联网篇

 第10章：中国建筑智能化行业互联网发展模式分析

 10.1 互联网发展现状及带来的变革

 10.1.1 互联网普及现状及技术发展

 （1）互联网普及应用增长迅猛

 （2）网络购物市场蓬勃发展

 （3）移动互联网呈爆发式增长

 10.1.2 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变革



 （1）催生新兴行业

 （2）颠覆传统行业

 10.1.3 互联网思维带来的新兴商业模式

 （1）零售+互联网=电商

 （2）品牌+代工+互联网=小米

 （3）传统制造+互联网=海尔新模式

 （4）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

 （5）传统教育+互联网=互联网教育

 10.2 建筑智能化与家居装饰行业的异同

 10.3 家居装饰触网短期效益与长期价值分析

 10.3.1 家居装饰触网短期效益分析

 10.3.2 家居装饰触网长期价值分析

 （1）家装产业链标准化提升可期

 （2）有助于行业供应端资源整合

 （3）提升行业透明度与深化数据应用

 10.4 建筑智能化企业互联网发展路径借鉴

 10.4.1 &ldquo;销售平台&rdquo;模式

 10.4.2 &ldquo;设计施工服务平台&rdquo;模式

 10.4.3 &ldquo;行业资源信息整合与中介平台&rdquo;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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