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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木结构建筑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规划研究报告》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jiajujiancai/29183129183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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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目前我国建筑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每年新增建筑面积约20亿m2，建筑类型以高耗
能和高污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2013年，国务院提出在“十二五”
淘汰落后产能目标量的基础上，2015年再淘汰落后炼钢产能1500万t、水泥1亿t的目标。

木结构建筑在环保、节能保温、结构安全和住宅产业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且顺应
我国发展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建筑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特征

         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及其他结构的建筑相比，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环保性能

         1.1.1碳排放量最少

钢材和水泥是传统建筑的主要用材，也是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据计算，建筑
业排放的C02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36％，仅由水泥生产所造成的C02排放量占18％
～22％，钢铁行业CO：排放量占9.2％。

木材、钢材和水泥三种建筑材料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30.30、6470和1220kgC02/t。
对于相似结构的建筑，木结构建筑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最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远低于钢结
构建筑和砖混结构建筑。

         1.1.2环境污染最小

在三大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木材生产的废料，通常被用于制造纸浆、人造板或作为燃
料，也可自行降解融入土壤，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水泥生产过程中，颗粒物排放量占全
国颗粒物排放总量的15％～20oA，S02排放量占全国SO。排放量的3％～4％，氮氧化物排
放量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10％～12％，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钢材生产过程中，
粉尘排放量占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15.18％，SO：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7孵引。

在材料的运输、使用及装卸等过程中，木结构建筑采用干法施工，既节省了水源，极
少有粉尘和噪音污染，又因为木材可降解，产生的建筑垃圾可妥善解决，不会对环境造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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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破坏。而钢筋混凝土建筑一旦拆除，其建筑垃圾难于无害化处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无
法形成良好循环。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约3亿t，建筑垃圾总量已达80亿t，占城
市垃圾总量的30％～40％，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

         由此可见，使用木结构建筑能极大地减少建筑垃圾。

         1.1.3环境破坏最轻

         不同结构形式的建筑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亦不同。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等把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层面的环境影响，划分为
：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化、水体悬浮物、水资源消耗、化石能消耗等12种类型，在考
虑社会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各种类型环境影响的权重系统，对不同结构形式建筑的主要
建材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加权评估，结果显示：就单位建筑面积的环境影响潜力而言，木结构
最tb(148.87元/m2)，混凝土结构次之(150.13元/m2)，钢结构建筑最高(161.92元/m2)；而对
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钢结构最严重(134.68元/m2)，混凝土结构次之(120.46元/m2)，木结
构最轻(106。23元/m2)。因此，开发木结构建筑，将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益。

         1.2节能保温性能

我国现有近400亿m2建筑中，98％为高耗能建筑。据统计，建筑业所使用的资源占全
国资源利用量的40％～50％，消耗的能源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L8J。

钢材的加工工艺复杂，其生产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15％左右。木材的加工、运输和装
配工艺相对简单，消耗的能源较少。比较同等单位材料的加工能耗，钢材是木材的191倍，
水泥是木材的5倍。如果用木结构建筑替代钢结构建筑，在建造阶段，将节省27.75％的能源
和39.2％的水；替代混凝土结构建筑，可节省45.24％的能源和46.17％的水。

此外，木材是天然的隔热材料，保温性能优异，其隔热值比混凝土高16倍，热阻值是
钢材的400倍。

在相同的外界条件和室内热环境条件下，木结构墙体的传热量明显低于钢混结构墙体
，节能效果更明显。钢混结构建筑要达到与木结构建筑相同的节能效果，必须使用更多的保
温材料或加厚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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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安全性能

         1.3.1抗震安全性

建筑的抗震性能主要取决于建筑材料。木结构建筑的抗震性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结
构，体现在：
         1)木材密度小，木结构建筑重量轻，地震发生时吸收的地震力小；

2)构件间连接具有柔性，可承受较大荷载，并允许产生一定变形，吸收一定的地震能量；
3)韧性大，对瞬间冲击载荷和周期性疲劳破坏，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不易和地基发生

共振，具有墙倒屋不塌的特征。

         1.3.2防火安全性

事实证明，木结构建筑的防火安全性能与材料本身的燃烧性能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
建筑中整个构件的燃烧性能，尤其是屋顶、墙壁和地板等构件。实际应用时，木结构建筑构
件的内侧会使用防火石膏板覆面，龙骨空腔内填充不可燃的矿物纤维保温材料，以增强其耐
火极限。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和加拿大木业协会对木结构建筑构件进行的一系列标准耐火
试验结果表明，木结构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可达到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
要求。

并且，木结构建筑的木构件经过阻燃处理具有炭化效应，因此，木结构建筑的防火性
能甚至优于砖混结构建筑。火灾发生时，木材表面的炭化层可以阻碍火势蔓延，为营救和逃
生争取宝贵时间。

         1.4可持续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木结构建筑的应用存在误区，认为我国没有足够的森林资源，利用
木材就是破坏森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其实不然，在所有的建筑材料中，木材是唯一可再
生的资源，只要能做到森林资源的科学管理，并加以合理利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森林中
获得建筑材料。

发展木结构建筑，不但可以促进森林的再生和森林资源的增长，有助于森林的可持续
开发，而且可以激发全社会的造林积极性。欧洲等发达国家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
，其森林资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步增加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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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国几种主要原材料资源的可采年限和消耗水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1.5施工周期

木结构建筑大量构件可以实现工厂预制成型，工地现场装配，施工基本不受气候的影
响，施工周期只需同等规模混凝土结构建筑的1/3～1/2。一幢三层别墅包含装修在内的建造
周期只需2～3个月，且施工强度降低，劳动力成本节省。

木构件和连接件的标准化生产，使得现代木结构建筑可以实现集成性和预制性，逐步
做到产品标准化、供应系列化、生产工厂化和施工装配化。生产加工的技术进步，大大推动
了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可助力我国住宅产业化水平的提升。

         2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

         2.1发展历史及分类
         

我国木结构建筑的历史始于原始社会，被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发展至今，木结构
建筑可以分为古代木结构建筑和现代木结构建筑。

古代木结构建筑主要是指原木经过简单处理，用榫卯连接的梁柱框架体系，设计和加
工相对较为传统，其风格灵活，布局合理，为许多宫殿、寺庙和传统民居采用，堪称古代建
筑体系的典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引进了一批国外成熟和先进的木结构建筑，现代木结构建筑开始
被接受并逐渐发展起来。

现代木结构建筑的形式，可分为重型木结构建筑和轻型木结构建筑两类。两种结构类
型的主要区别在于木构件的尺寸、组合方式、木构件与其他材料的组合程度，以及防火安全
条件。

重型木结构多使用胶合木为主要承重构件，梁柱式结构居多，多用于公共建筑；轻型
木结构用规格材及木基结构板或石膏板制作木构架墙体、楼板和屋盖系统，构成单层或多层
建筑结构，多用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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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发展前景

现今我国留存下来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历久弥新，但由于古代木结构技术对原生林木依
赖性高、木构件连接方式复杂、手工作业比例高、构件防火耐水性能差，不符合现代消防标
准，加上耗材巨大，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亦不符合现代节能环保的要求，很难满足
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推广受限。

而现代木结构建筑对木材原料的要求不高，来自于次生林和人工林的木材都能用于制
作木构件，且可以被预制成各种形状、尺寸和结构，实现产品标准化、供应系列化、生产工
厂化、施工装配化。

此外，现代木结构建筑具有抗震安全、保温性好、节能效果显著等特点，在日益提倡
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行业中，地位重要性凸显，逐渐占据绿色建筑市场的主体地位。在大中城
市，可发展混合木结构、平改坡工程及大型公共建筑、休闲会所、旅游度假酒店等；而随着
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尤其是地震多发地区房屋改建工程，亦为木结构建筑的推广
和应用提供了良好契机。

         3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木结构建筑在
节能环保、抗震、防火和住宅产业化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倡导的绿色、生态和
低碳理念以及节能减排的既定方针。大力发展木结构建筑，将会拓宽木材在建筑领域的市场
空间，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是建筑行业贯彻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决策的必需途径。

在发展木结构建筑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对传统木结构民居的创新发展，结合当地木材
资源、建筑文化以及木材加工企业的特色，应用高新技术，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符合现代木
结构规范要求的木结构建筑，在传承木结构建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逐步形
成产业链，推进我国木结构建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木结构建筑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规划研究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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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
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
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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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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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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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九、对外贸易&进出口
十、货币供应量及其贷款
第二节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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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试行修订稿）
六、木材加工政策法规分析
七、《木结构设计规范》
八、关于规范木材经营加工业发展的重要法规
九、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十、建筑工程木结构工程量计算规则
第三节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五章中国木结构建筑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木结构建筑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木结构建筑业总体形势分析
二、中国传统木结构的发展史
三、木结构建筑低碳性能
四、木结构建筑产品认证标准亟待建立
五、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
第二节中国木结构建筑业最新动态分析
一、木结构建筑项目动态
二、木结构建筑技术瓶颈
三、加拿大木结构的低碳建筑将落户承德
四、木结构建筑带动地板配套销售
五、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技术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六、山西将推广现代木结构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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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木结构建筑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六章中国木结构住宅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中国木结构住宅行业整体形势分析
一、木结构住宅深受高端人士亲睐
二、木结构住宅环保节能特性
三、木结构住宅发展机遇
四、木结构建筑特点
第二节中国木结构住宅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宅基地限制
二、林木资源制约
三、木结构住宅价格缺陷
四、中国生活习惯与环境局限
五、发展木结构建筑的木材供应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三节中国木结构住宅市场发展应注意要素分析
一、木结构房屋材料的研究和开发成本
二、木结构住宅产业标准化建设
三、抗震木结构住宅的推广
四、发展木结构住宅亟待纠正错误观念
第四节我国发展木结构房屋发展分析
一、木结构房屋的发展现状
二、我国发展木结构房屋需解决的问题

第七章中国木结构建筑市场其它热点产品分析
第一节轻型木结构建筑
一、轻型木结构建筑结构方式
二、轻型木结构建筑应用技术特点
三、轻型木结构建筑市场推广前景与机遇
四、轻型木结构建筑技术在住宅开发中的应用
第二节木结构混合建筑
一、多层混合木结构特点和优势
二、木结构混合建筑多方面优势显现
三、木结构混合建筑之木骨架组合墙体及木结构楼板

第八章中国木结构建筑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一节中国木结构建筑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第二节木结构建筑行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三节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竞争力分析

第九章中国木结构建筑产业优势企业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陕西森图木屋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腾龙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派尔刚木制品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成都市迪然木结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北京嘉华木结构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广东省广州林晋木制品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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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成都欣森泰木结构房屋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其他重点企业分析
一、上海远南木业有限公司
二、河南万林木业有限公司
三、沈阳红山雨林木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章中国林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林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一、生态建设与保护情况
二、林业产业发展情况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展情况
四、林业投资情况
五、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情况
六、林业灾害情况
第二节全国林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一、生态建设与保护情况
二、林业产业发展情况
三、投资情况
四、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情况
五、林业灾害情况
第三节中国林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第四节中国林业产业发展形势研究分析
第五节我国林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我国林业发展策略
二、对我国林木的有效管理对策

第十一章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建筑业趋势展望
一、建筑业发展趋势
二、建筑业发展趋势展望
三、增强木结构建筑的安全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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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结构建筑将成为未来建筑行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筑业发展目标与规划
第三节木结构建筑将成未来发展趋势
一、木结构建筑可持续建筑发展趋势
二、中国发展木结构建筑的可行性
三、木结构建筑价格并不贵，老百姓买得起
四、木结构房屋寿命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五、把好质量关，避免恶性竞争
第四节未来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木结构进入规范期
二、木材成“绿色建筑”首选建材
三、木结构建筑行业前景看好
四、木结构建筑备受市场关注，发展前景良好

第十二章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投资机会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木结构建筑或迎发展机遇
二、木结构房屋在我国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三、木结构建筑发展前景良好
四、木结构建筑行业发展与投资新机遇
五、节能防震木结构建筑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六、中小城市木结构建筑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中国木结构建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资源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人文风险
四、竞争风险
五、市场经营风险
六、国际贸易风险
第三节我国传统木结构发展的机遇与风险分析
第四节未来我国木结构建筑发展与投资走向
第五节我国传统木结构的发展对策
第六节我国木结构建筑行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一、投资对象
二、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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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财务状况分析
四、产品开发策略
五、渠道销售策略
六、品牌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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