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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提标落定，节能保温材料提标有望加速今年以来，我们对建

筑节能进行了全面梳理，从 BIPV 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及其相关材料进行了

全产业链梳理。房屋建筑是能源消耗的重要载体，随着《通用规范》强制

性标准的落地，建筑节能率将成为“十四五”期间建筑能源消费的重要观

测指标。建筑节能标准提升将对建筑外墙保温、门窗保温和屋面保温防水

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相关的外墙保温材料、节能 Low-E 玻璃、光伏屋面材

料将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变革。我们在本报告中通过全面梳理外墙、门窗和

屋面保温的现状和节能率提升逻辑，认为屋面保温防水增量市场大，门窗

节能具有较高的可执行性，外墙保温材料仍有待产品标准更为统一。 

外墙节能保温：新材料迎来关键应用期 

建筑外墙损失的能量较高，是建筑节能的重点关注部位，外墙保温效

果好可适当减少建筑能耗。保温材料主要分为砂浆和板材两大类，我国保

温行业发展初期多使用保温砂浆，EPS 板及岩棉为目前主流应用方向，但

考虑原有外保温材料火灾频发，叠加建筑节能标准提升，我们认为气凝胶、

真空绝热板及保温装饰一体板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双碳背景下外墙保温市

场享有稳定发展机遇，我们测算 22-25 年我国外墙保温市场或稳定在 3200

亿元左右，但建筑节能率提升带来的增量市场有限，有待确定具体的应用

材料方向。 

门窗节能保温：Low-E 玻璃渗透率加速提升 

外窗与建筑外部的交流空间较大，且交流频次较高，因此容易损失能



 

 - 3 - 

量。门窗为建筑节能的关键突破口，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效益，建

筑造价 5%-10%的节能成本可实现 30%-75%的节能收益，主要可通过优

化材料、提升气密性、普及节能玻璃及门窗遮阳、改善窗墙比等方式改善。

我国既有建筑 Low-E 玻璃渗透率不足 15%，低于德国/韩国/波兰

92%/90%/75%的占比。若 2025 年新建建筑节能玻璃使用率提升至 50%，

存量建筑年平均改造率 1%，我们测算 22-25 年节能玻璃需求面积复合增

速约 20%。 

屋面保温：屋面防水高分子卷材快速放量 

屋面兼具保温隔热、防水、空间封闭等多种功能，屋面保温在考虑材

料隔热性能的同时需要考虑材料的吸水性能。我们认为主流保温系统在保

证防水性能的协同方面存在设计与施工方面的不足，防水保温一体化板有

望成为屋面保温体系的发展方向。随着分布式光伏的大量应用，屋面防水

改造市场需求大，我们测算 25 年存量翻新市场有望达到 340 亿元。从材

料来看，高分子卷材具有更强的耐候性和耐久性，是理想的屋面防水材料，

2021 年我国合成高分子卷材占比 11%。从美国来看，2020 年 TPO 在新

建建筑中占比 35%，在存量建筑翻新中占比 40%，是应用占比最高的防水

材料。 

风险提示：地产需求持续快速下行，节能保温政策执行低于预期，保

温材料应用渗透率提升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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