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金属建材行业与建筑工程行

业绿建专题研究之三：绿色建筑

/建材：建筑节能减碳背景下的

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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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出炉：习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中强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峰，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双碳”背景下，住建部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发布了《“十四五”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绿色建筑

行业的发展目标。国内学者们提出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加

快转变发展模式等方式，可在 2030 年前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控制在

110 亿吨-120 亿吨之间。我们借鉴住建部文件及学者们的文章，得出我国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简易测算公式，并指出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主要在于

降低单位面积能耗强度。 

碳达峰目标下建筑及建材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建筑业是能耗和碳排放

最多的行业之一，2018 年全球建筑领域能耗和碳排放分别占总量的 36%

和 39%；2019 年我国建筑业能耗和碳排放量分别为 22.33 亿 tce 和 49.97

亿吨，占比分别为 46%和 51%，具有总量大、占比高的特点。参考学者们

的研究，我们测算得 2030 年建筑全过程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峰值约为 51.8

亿吨；2030 年建筑运行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峰值为 26.2 亿吨。 

建筑提质，大势所趋：2021 年 5 月北京市在首批集中供地拍卖中首

先提出了“竞地价+竞品质”政策，之后杭州、合肥、南京等地相继在土地

拍卖中加入“竞品质”相关内容；2022 年 3 月住建部发布《“十四五”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规划》明确了建筑行业在“十四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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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任务。在建筑业“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北京市提出的“竞品质”

具有示范效应，住建部的《规划》给出了政策指引，我们认为这将为绿色

建筑/建材在“十四五”期间带来新发展。 

绿色建筑/建材：建筑节能减碳背景下的新蓝海：碳减排对于建筑全生

命周期均有重要影响，涉及到建筑产业的方方面面，如装配式建筑、建筑

保温材料、BIPV、建筑减隔震、绿色建材评价等。装配式建筑是一种符合

绿色建筑理念的低能耗、低排放建筑，其中装配式 PC 建筑较传统混凝土

建筑可减少全生命周期约 5.6%的碳排放，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节能减排效果

更优异，可减少全生命周期约 40%的碳排放；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潜在市

场空间约为 8700 亿元，改造的重点之一是增加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这

为保温隔热材料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光伏建筑一体化是建筑运行阶段实

现节能减碳的有效方式之一，BIPV 潜在空间广阔；建筑减隔震技术目前主

要用于公共建筑，受益于提升绿色建筑质量的要求，其在住宅领域的渗透

率有望持续提升；目前具有三星级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资质的检测机构仅有 4

家，且均为国家级检测机构，未来新增建筑及现有建筑绿色改造均更加重

视星级评价，有望为国家级检测机构带来新的成长空间。 

投资建议：在“双碳”目标、“竞品质”变革及住建部政策文件指引

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装配式建筑行业，尤其是装配式钢结构行业将

充分受益，推荐鸿路钢构、精工钢构。现有建筑，尤其是现有公共建筑的

绿色节能改造将带来保温遮阳节能材料的发展机会，推荐鲁阳节能、旗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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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南玻 A，建议关注玉马遮阳。BIPV 是推行绿色建筑的有效手段，其

中屋顶光伏大概率采用现有晶硅体系，并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建筑立面

或将采用薄膜太阳能电池，作为建筑节能的补充。建议关注洛阳玻璃、金

晶科技、中国建筑兴业、江河集团。建筑减隔震技术在 2021 年北京首批

集中供地 8 宗入围高标准评审项目中的 7 宗地中得到应用，拓宽了应用市

场，建议关注震安科技、天铁股份。未来绿色星级评价需求将持续上升，

有望为国家级检测机构带来新的成长空间，建议关注国检集团。 

风险分析：碳减排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建筑节能推进不及预期风

险，装配式建筑发展不及预期风险，应收账款风险，海外经营风险，信用

环境趋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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