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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 

室内通风系统是用于输送气体的机械，它是把原动机的机械能转

变为气体能量的一种机械，产品的通用构件主要有电机、叶轮、叶轮

流道和控制系统等，属于制造业中较为常见的部件，理论技术相对成

熟，目前发展起来的 CFD 计算机模拟技术，在设计初期通过理论和新

方法的应用缩短开发周期，减少降低开发试验成本，对通风产品系统

的内流进行仿真的数值实验研究，为清楚认识风机内部的流动状态提

供直观的结果，为叶轮流道和叶轮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并结合外部

性能的测试，实现风机系统内部性能和外部性能良好的统一。 

产品的结构设计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内的研发方向为通过结

合电机的性能和叶轮、叶轮流道的合理选配研究，并针对不同的使用

场景，在风压、风量和静音效果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通过研发搭载热

交换芯体、过滤装置，实现高效、节能、环保、降噪、净化等目的，

业内仅少数大型生产厂商具备灵活、成熟的产品设计和生产能力。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室内通风产品的智能化设

计亦为行业的研发方向之一，通过远程 APP 控制、人体红外感应控制、

语音控制、楼宇集中控制、无线射频控制等方式实现产品智能化。 



随着通风系统越来越为大众消费者熟知，消费者对室内空气环境

愈发重视，也激活了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工业设计（外观设计）成

为品牌方吸引消费者购买、提升产品价值的重要手段。工业设计的核

心就是创新，它所追求的是从使用方式、材料、生产、组装、用户体

验、服务方式、外观等多个方面不断创新，并更好地为人服务，从而

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好的工业设计更是企业与市场的桥梁，一方

面将生产和技术转化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一方面将市场信息反馈

到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工业设计与企业发展共生共赢。 

二、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 

室内通风系统是用于输送气体的机械，它是把原动机的机械能转

变为气体能量的一种机械，产品的通用构件主要有电机、叶轮、叶轮

流道和控制系统等，属于制造业中较为常见的部件，理论技术相对成

熟，目前发展起来的 CFD 计算机模拟技术，在设计初期通过理论和新

方法的应用缩短开发周期，减少降低开发试验成本，对通风产品系统

的内流进行仿真的数值实验研究，为清楚认识风机内部的流动状态提

供直观的结果，为叶轮流道和叶轮的优化设计提供依据，并结合外部

性能的测试，实现风机系统内部性能和外部性能良好的统一。 

产品的结构设计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内的研发方向为通过结

合电机的性能和叶轮、叶轮流道的合理选配研究，并针对不同的使用



场景，在风压、风量和静音效果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通过研发搭载热

交换芯体、过滤装置，实现高效、节能、环保、降噪、净化等目的，

业内仅少数大型生产厂商具备灵活、成熟的产品设计和生产能力。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室内通风产品的智能化设

计亦为行业的研发方向之一，通过远程 APP 控制、人体红外感应控制、

语音控制、楼宇集中控制、无线射频控制等方式实现产品智能化。 

随着通风系统越来越为大众消费者熟知，消费者对室内空气环境

愈发重视，也激活了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工业设计（外观设计）成

为品牌方吸引消费者购买、提升产品价值的重要手段。工业设计的核

心就是创新，它所追求的是从使用方式、材料、生产、组装、用户体

验、服务方式、外观等多个方面不断创新，并更好地为人服务，从而

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好的工业设计更是企业与市场的桥梁，一方

面将生产和技术转化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一方面将市场信息反馈

到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工业设计与企业发展共生共赢。 

三、行业所处上下游及其关联性 

室内通风系统行业上游包括钢材、塑料及电子元器件等原材料；

下游以住宅、写字楼、商场、餐厅、地铁站、火车站、工厂、医院、

学校等为主要应用领域，生产厂商通过经销商、分销商等下游客户间



接销售或直接销售至房地产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安装公司、消费者

等终端客户。 

1、上游行业对本行业的影响 

行业上游主要为钢材、塑料等原材料生产加工企业及其他配件生

产加工企业。近年来我国钢材、塑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处于波动

当中，对本行业利润率产生直接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行业

的整合和集中，一些资金、技术、生产实力较差的小企业将会被淘汰。 

2、下游行业对本行业的影响 

室内通风系统行业涉及下游广泛，主要包括民用住宅、市政基建、

商业场所、工业厂房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民用市场具有巨大潜力，

普通家庭是新风零售市场主要受众群体之一，同时众多房地产开发商

主动开始为新建精装修楼盘配套新风系统；公共场所空气质量改善需

求提高，轨道交通、大型商场、医院、学校等都对通风换气及空气净

化有着较为突出的诉求，这将会成为支撑行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章 项目背景分析 

一、行业发展趋势 

1、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升 

目前，我国室内通风系统行业生产企业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

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小生产厂商占据了大量市场空间。未来随着行业

内具有一定规模优势和知名度的专业品牌生产厂商对技术研发的持续

投入、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经营渠道的不断拓宽下沉，行业优胜劣

汰和横向整合加快，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未来建筑市场对室内

通风系统各个领域产品的配套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具有全品类综合生

产能力的厂商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2、行业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通风换气系统是建筑物必不可少的配套装置，对建筑物节能降耗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对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重视，国

家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节能及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其对于建筑物通

风换气系统在热回收效率方面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行业在国家政策

引导下有望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公众对空气净化需求的提升和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高效化、低噪声化、智能化将成为室内通风系统行

业的技术发展方向，生产厂商致力于不断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改进



产品的性能和用户体验，使产品使用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绿色环保

的要求。 

3、由单一提供产品向提供通风系统解决方案过渡 

通风系统需求多样，应用于民用住宅、大厦写字楼、医院、学校、

机场车站、展馆等场所的大型通风系统一般由设计院暖通设计师专业

设计，并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大型机电安装公司及消防公司安装；而中

小型通风系统受成本、时间等因素限制，更需要有能力的生产厂商调

动相关资源帮助用户实现产品场景应用。随着公众对室内通风系统认

知程度的加深，对中小型通风系统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受生活方

式和理念升级的影响，公众对于通风产品的消费正在从选购单纯的产

品向获取整体解决方案过渡，在注重产品自身性能的同时，更加关注

通风效果以及对所应用环境的适用性，例如选购多少风量产品、在什

么位置组合安装可以达到最好的通风效果，这对室内通风系统厂商的

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全品类生产能力并有

突出竞争实力的厂商在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可综

合运用自身经验，有效整合相关资源，为用户提供智能化、定制化、

一体化室内通风系统解决方案。 

4、行业标准进一步完善 



新风系统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发展较早、普及率较高。

1989 年美国 ASHRAE 制定了《室内空气品质通风规范》，2005 年新风

系统年销售量已超过 2,100 万台。1994 年德国标准组织 DIN 出版了

DIN1946 第二部分《通风和空调：技术卫生要求》的修订版，目前住宅

通风系统已经成为建筑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0 年，欧盟统一了

住宅通风标准，欧盟国家安装新风系统已成为法规。2008 年，日本新

风系统的销售量达 1,500 万台，年增长率为 23.51%。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风系统行业起步较晚。一方面，新风系

统目前仅在一、二线等发达城市及地区拥有较高的用户认知基础，自

行主动选购家用、商用新风系统产品的用户较少，但随着居民收入的

提升及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新风系统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另

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无要求建筑物配置新风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但随着国家对室内空气质量、建筑物通风节能等政策标准的不断推出

与完善，新风系统市场前景广阔。 

200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JGJ134-2010）提出，“在安设采暖空调设备的居住建筑中，

往往围护结构密闭性较好，为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需要引入室外新鲜

空气（换气）。如果直接引入，将会带来很高的冷热负荷，大大增加

能源消耗。经技术经济分析，如果当地采用热回收装置在经济上合理，



建议采用质量好、效率高的机械换气装置（热量回收装置），使得同

时达到热量回收、节约能源的目的。” 

二、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面临的机遇 

（1）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2017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8.1 亿人，比

1978 年末增加 6.4 亿人，年均增加 1,64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58.52%，比 1978 年末提高 40.6%，年均提高 1.04 个百分点。城镇

化率的提升意味着大量基础设施、商业、工业建筑及住宅建设面积的

增加，促进相配套的室内通风系统产品市场的稳步发展。 

（2）国家政策支持 

近年来社会对“绿色建筑”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国家陆续出台了

相关产业指导政策，促进建筑朝节能、高效、智能方向发展。以热回

收新风装置、风幕机为代表的室内通风系统产品对于降低建筑能耗、

推动建筑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的支持鼓励下，行业将

获得长远的发展动力。 

（3）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及产品更新换代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及消费理念的升级，公众对于室

内环境的要求更高，不再仅限于舒适的温度，更关注通风情况、空气



质量对人体健康及生活品质带来的影响，新风系统产品的普及率将更

高，同时对产品的降噪、节能、外观设计等方面将给予更多的关注，

产品相应的升级换代需求将促使市场进一步扩容。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本次疫情具有影响范

围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客观上对室内通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短期内会带动新风类产品的需求；长期来看，疫情显著提升了公众对

于室内通风、新风类产品的重视度，行业规模后续有望持续提升。 

2、面临的挑战 

（1）行业标准不够完善 

室内通风系统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且由

于行业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产品品类较多，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

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快了对室内通风系统产品各项术语定义、性能指标、

安装规范等方面标准的制定与发布，但行业现阶段标准化程度与国外

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高，相关标准正在进一步完善以促进行业向更加

正规专业的方向发展。 

（2）产品普及率较低，用户认知程度不足 

我国现阶段新风系统产品的普及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多数用户虽

然有改进室内空气质量的诉求，但对产品缺乏深入认知，难以自主选

择适合的新风系统产品，且易混淆空气净化器等空气内循环产品的净



化功能与新风系统产品的空气置换功能，亦较少认识到新风系统在与

空调系统配套使用时的节能环保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快

速发展。 

（3）房地产调控短期内影响行业增长水平 

室内通风系统产品涉及墙面、管道或吊顶安装，属于建筑物配套

设备，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房地产开发商、建筑施工单位、安装公司

以及零售用户等，受新建建筑物配置因素和更新换代需求的影响，与

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近年来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发展

和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稳定运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

控政策，短期内可能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速度以及用户的短期购

房装修需求，给室内通风系统行业的增速带来一定影响。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

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

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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