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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部分所載若干事實、統計數字及數據部分摘錄自多份政府
官方刊物。儘管董事及●已合理審慎地確保自該等來源準確轉載相關事實及統計
數字，惟本公司、●、●、●、●、彼等各自的聯屬公司、董事及顧問或任何參
與●的其他人士並無獨立核實該等事實及統計數字，且彼等並無就該等資料的準
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聲明。有關資料未必與其他公開資料相符，亦未必準確，
故不應過份依賴。

中國經濟概覽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於近年來成為世界的焦點，因而吸引了國內外的投資者。
根據二零零七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二零零二年約人民幣 120,300

億元增加至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249,500億元，複合年均增長率約為 15.7%，連續五
年呈雙位數年度增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 (2006-2010)所載，截
至二零一零年，平均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達約 7.5%，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
增至約人民幣 19,200元。並且，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量將每年下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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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

為應付全球金融危機並維持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八年十一
月五日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
施，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宣佈預算為人民幣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刺激經
濟方案旨在通過於未來兩年增加資產投資拉動國內需求。

刺激經濟方案覆蓋的範圍包括基礎設施、農村發展及災後重建工作。根據該方
案，基礎設施項目（包括鐵路設施及機場）將佔用投資總額約 45%。刺激經濟方案的
預算分配載列如下：

人民幣 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的預算分配

鐵路、公路、
機場及城鄉電網

45%

災後恢復重建
25%

自主創新
結構調整

4%

生態環境投資
9%

醫療衛生、
文化及教育事業

1%

保障性
安居工程

7%

農村民生工程
及農村基礎設施

9%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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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建築行業及物業行業

中國的經濟增長刺激了建築行業及物業行業的發展。於過往年度，中國政府大
幅增加了其於基礎設施的開支，此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巨大增長的主要驅動之一，
亦為推動建築行業與物業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對幕牆之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
建築及物業行業之發展。

就中國之建築行業而言，根據CEIC提供的資料，中國建築行業的總產值顯示強
勁增長，由一九九七年約人民幣 9,126億元增長至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50,019億元，
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複合年均增長率約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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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築行業於過往十年保持強勁增長外，中國的物業市場亦興旺。根據國家
統計局，房地產的投資總額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錄得複合年均增長率約
23.0%。雖然辦公樓宇及商業樓宇之建築並非為房地產投資總額中佔最大部分，亦
分別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取得複合年均增長率約 10.3%及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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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地產投資

總投資額 住宅 辦公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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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中國統計年鑒》及CEIC

房地產的巨大增長亦反映在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總建築樓面面積的
增長。辦公樓宇及商業樓宇類別的總建築樓面面積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
的複合年均增長率分別為約 4.5%及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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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幕牆行業

幕牆主要用於高層建築、公共工程（如機場、火車站、文化中心及會議展覽中
心）。除作為保護建築內部的外部牆面外，目前幕牆的設計發展亦注重其裝飾功能，
通過使用節能幕牆及光伏建築一體化幕牆，改善建築的藝術外觀，並提高節能能力。

政府計劃通過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機場）的政府支出，以促進中國東北、
西部及中部的發展，此舉預期將支持中國幕牆行業的增長。

根據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的報告，於二十一世紀，中國已成為幕牆行業世界
上最大的生產者及消費者。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幕牆之總產值載列如下：

幕牆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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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

節能型幕牆的技術特點

根據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節能型幕牆具有下列技術特點。

低輻射（「低輻射」）玻璃所具有的輻射率僅相當於普通玻璃約 10%左右，是節能
型幕牆的重要成分。在冬季，低輻射玻璃外層工作，降低透過玻璃散發至較冷的外
層空間的熱量。在夏季，低輻射玻璃透過反射大部分長波輻射至周圍，有效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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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室外的多餘熱量，並且減少空調費用。為提高節能功效，可使用雙片低輻射玻
璃。因此，中空玻璃有助於隔熱，並降低能源損失。其導熱水平僅相當於普通單片
玻璃的 1/27。

不同類型玻璃的導熱係數

 普通單片 9毫米厚普通 12毫米厚普通 12毫米厚中空
玻璃類型 玻璃 中空玻璃 中空玻璃 低輻射玻璃

導熱w/(㎡ .K) 5.8–6.4 3.2–3.5 2.8–3.2 1.6–1.8

隔╱絕熱 0.3–0.9 0.2–0.8 0.2–0.8 0.25–0.6

上表顯示，普通單片玻璃的導熱水平為 5.8W/(m2.K)，意味著建築物內部與外部
之間，每 1° C單位溫差，每平方米將產生能量損失 5.8瓦。就使用面積 10,000平方米
的普通單片玻璃、室內溫度 25°C，室外溫度 15°C之建築物而言，為維持室內溫度在
25°C水平，建築物之供暖系統將最少供應580,000瓦之能量，以彌補普通玻璃產生的
熱量損失。倘使用中空低輻射玻璃，其將達致節能水平 420,000瓦，因而其節能效率
是普通單片玻璃的 2.6倍。

為達到節能目標，除使用上述節能材料外，亦需將幕牆的結構與設計（如通風系
統和建築遮陽系統）與節能特點相結合。

通風幕牆系統乃雙層幕牆，兩片玻璃中間留有空隙，可容空氣循環。該系統與
單片玻璃比較，可節能 50%。通常，低輻射玻璃將用作通風幕牆的外層，從而有助
於降低因玻璃反射產生的光汚染水平。建築遮陽系統透過防止陽光過量照射及直接
照射而節能。

節能型幕牆的最新發展是智能幕牆使用增加。智能幕牆包括幕牆系統的許多組
成部分，包括玻璃板、通風系统、空調系統、環境控制系統及自動控制系統，其通
過計算機系統有效地調節室內通風、濕度和光線，最為重要的是，其能耗只相當於
傳統幕牆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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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趨勢

根據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項目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刊發的《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研究
報告（2006－2007）》，21世紀前半期全球能源結構將發生重大變革，可再生能源將
逐漸替代常規化石燃料能源。該報告同時指出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比率將從二零零零
年的約 5%增加到二零一零年的約 10%，並於二零四零年進一步增加至約 40%。在眾
多可再生能源的選擇中，太陽能為各國著力發展的重點。國際能源組織預測，目前
光伏發電的發電量佔世界總發電量不到 1％，但該比例有望於二零四零年增加至約
20％。

中國擁有豐富的太陽能資源。太陽能是最重要的原始能源，通過一系列核聚變
散發出巨大能量。根據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綠色和平歐
洲光伏工業協會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刊發的《2007中國光伏發展報告》，全球表面所接
受之輻射╱熱量是全球能源需求之 10,000倍，輻射每年每平方米可產生能量 1,700千
瓦時。在中國，每年平均太陽能輻射水平為約每平方米 1,050-2,450千瓦時。太陽能
輻射最豐富的地區包括西藏、新疆南部、青海、甘肅以及內蒙古西部。與同緯度國
家相比，中國之白天輻射與美國類似，而遠高於歐洲及日本。

全球使用太陽能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於二零零七年發佈之全球能源供應中的可再生能源之數據，
太陽能僅佔二零零四年總能源供應約 0.039%，而從一九七一年至二零零四年，太陽
能供應量年增約 28.1%。

歐洲光伏工業協會發佈的《二零一二年前全球光伏市場展望》及《太陽能光伏電
力的光明未來》中的統計數字顯示，二零零七年全球光伏能力預期約為 9.1GWp，二
零一零年進一步上升到約 21.9GWp，這一前景可通過充分的政府承擔在全球範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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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七年全球累積光伏裝機能力的歷年發展以及上述前景下對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的估計如下：

全球累計光伏裝機能力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零年

MWp
增長率

(%)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資料來源：歐洲光伏工業協會

光伏電池行業

太陽能轉換為電能亦稱為光電效應。光伏電池通常由晶體硅、鑄塊或鑄造物的
切片、生長條帶或薄膜鍍上諸如玻璃、不銹鋼或塑料的低成本保護薄層製作而成。
由於並無可移動零件，電池可長時期運作而無損耗。光伏電池可制成不同形狀，並
可連接成組以產生更多電力。該等光伏電池可用在小件物品上（如手表），亦可密封
於安裝在樓宇之幕牆或屋頂之雙面鋼化玻璃內。

全球光電行業發展迅速，中國正成為世界光伏電池主要生產國之一。根據歐洲
光伏工業協會（「EPIA」）之統計，中國為二零零七年世界最大光伏電池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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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地區及國家佔世界光伏電池生產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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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洲光伏工業協會

目前，大部分光伏電池生產均涉及晶體硅技術，而薄膜技術將成為未來光伏板
生產計劃的焦點。薄膜技術擁有多項優勢，如較原材料消耗高的晶體硅技術具有低
成本優勢，但其較低的效率目前已抵銷該等價格優勢。

《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研究報告（2006－2007）》的統計數字顯示，二零零二年至二
零零七年，全球薄膜光伏電池產量呈幾何級數增加，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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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光伏電池

目前以非晶硅、銅銦鎵硒及碲化鎘製成的三類薄膜光伏電池或光伏板可供商
用。由於需要在不到幾微米的厚度上鍍膜，一旦達到若干產量，就可實現較高自動
化。與裝配晶體硅光伏電池相比，其生產過程的勞動密集程度較低。三種可供商
用的薄膜技術中，就生產及安裝而言，非晶硅最為重要，二零零七年佔市場總額約
5.2%。

(a) 非晶硅光伏電池

非晶硅是目前最為成熟的薄膜技術，通過採用「微晶」硅，尋求將晶體硅技術的
穩定高效與非晶硅技術較簡單及低廉的大面積沉澱技術相結合，擁有廣闊的發展前
景。

非晶硅光伏電池由在基片沉積一層混合磷的N型變形硅，然後沉積未混合 i層，
再沉積一層混合硼的 P型變形硅而製成。最後，電波蒸發成反射膜形成非晶硅膜（膜
厚度為 0.5微米），隨後激光切割及渡銀。非晶硅光伏電池可與作為基片的玻璃（或其
他材料）一起使用。傳統玻璃幕牆用作基片的鍍膜玻璃正用於製造光電幕牆。

(b) 銅銦鎵硒光伏電池

其由在半導體膜（約 2-3微米厚）上沉澱數層金屬混合物而製成。該種光伏電池之
特徵為高轉換率、穩定表現、無污染、高抗輻射能力以及使用時間長。

(c) 碲化鎘光伏電池

碲化鎘在薄膜太陽能電池中是一種高效率的吸光材料。與其他薄膜材料相比，
碲化鎘更易沉澱，且更適合大規模生產。儘管由於成分鎘的累積毒性而存在很多碲
化鎘太陽能電池的毒性討論，但這是除非晶硅外惟一可以大規模生產的技術。

硅暫時的短缺也為薄膜技術增加市場份額提供機會。歐洲光伏工業協會預計，
至二零一零年，薄膜市場份額將增至佔光伏電池總產量的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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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建築一體化（BIPV）

根據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於過往三十年，光伏行業技術有着巨大的改
進，由此大幅降低太陽能發電系統安裝的成本。如今，光伏技術廣泛運用於某些更
偏遠以及人口稀少的地區或農村，如用於通信設備、鐵路資訊系統以及農業及灌溉
等。在某些欠發達地區，供電受限，或電網尚不能馬上接通，太陽能則可用作電力
供應的替代能源。

光電效應於必要時可直接將光能轉化為電能，且無輻射。光伏系統可配置在靠
近使用者處，從而避免長距離傳送帶來的能量損耗。結合建築物結構的光伏，即光
伏建築一體化，在歐洲非常廣泛。光伏在建築物的使用具有氣象保護、隔熱、防
曬、隔音、光纖調節及安全的特點。光伏建築一體化可用於新建或現有建築的不同
區域，如屋頂、外墻、半透明表面、天窗及遮陽系統。如此廣泛的應用為建築設計
者及建築師提供眾多機會。光伏建築一體化在未來將擁有巨大的發展及應用潛力，
理由如下：

‧ 光伏建築一體化系統長期高度可靠，光伏建築一體化建築產品的平均使用
期為 20-25年。

‧ 光伏板幾乎免維護。

‧ 與傳統建築材料不同，光伏建築一體化依靠無成本的太陽能供電，可使屋
主收回系統安裝的初始投資成本。

‧ 不佔用額外的空間，這點在用地有限的大城市中特別有利。

‧ 不需要額外的支撐安裝結構。

‧ 可減少供電負荷，因為可依靠自身提供電力或作為替代供電。

‧ 可減少電網的損耗程度。

‧ 光伏建築一體化可取代傳統的建築材料，使建築外形美觀，設計新穎。

‧ 能集成至建築的其他系統中，包括防護、控制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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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太陽能使用

電力短缺一直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因架設電網產生的成本所致，
中國西部人口稀少的偏遠地區的供電成本較高。

中國尚未供電之農村主要位於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內蒙古、寧夏、四川
以及雲南，尚未供電家庭大部分位於該等地區。在該等廣袤而人煙稀少的地區建立
電網覆蓋十分困難。同時，該等地區擁有豐富的太陽能能源。

採用太陽能發電被認為是緩解農村及偏遠地區電力短缺的最實際有效之方法。
中國政府於二零零二年通過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肅以及內蒙古等地區利用太陽
能光伏及小規模風力發電，實施「西部省區無電鄉通電計劃」。該項目極大地激勵了
中國之太陽能光伏發電之發展。並且，在偏遠農村地區局限下，太陽能發電系統之
開展十分適合家庭單獨供電。該項目獲得於二零零五年公佈的《可再生能源法》第 15

條的進一步支持。

中國安裝之光伏發電系統之累積發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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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研究報告（2006－2007）》的統計數字， 二零零七年中國
光伏發電系統的年度裝機量約為 20MWp，僅為當年光伏電池產量約 1,088MWp的
1.8％，意味著二零零七年中國光伏電池產量約 98％用於出口，而中國光伏發電系統
的裝機數量則十分有限。

光伏電力站在中國農村或西北部使用更為廣泛。例如，根據「中國國家電力信息
網」之統計，青海逾100個農村地區已覆蓋光伏電力站，覆蓋青海總人口5,500,000中
之七分之一。

然而，CEIC之統計數字亦顯示，包括西藏、甘肅及新疆在內的西北某些地區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至十月之累積發電量為中國平均水平（達 673億千瓦時）約 1.4%、
62.3%及 42.5%。根據CEIC於二零零七年之人口數據，該等三個地區之人均供電量
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表明電力短缺問題仍然存在，有機會在該等地區建立更多
光伏電力站以及擴展家庭太陽能發電機的使用。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頒佈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
劃》，預計截至二零一零年中國光伏發電能力將達到 300兆瓦，截至二零二零年將達
到 1,800兆瓦，而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二零年期間的估計投資約人民幣 1,300億元，
其計劃用途如下：

(1) 通過推廣使用戶用獨立電源系統以及在（其中包括）西藏、內蒙古、新疆、
甘肅及雲南等地建立小型光伏發電站改善農村地區供電，從而使農村的光
伏發電能力於二零一零年達到 150兆瓦及於二零二零年達到 300兆瓦；

(2) 通過在大中型現代城市（如北京、上海及廣東）的公共建築及設施的屋頂設
立併網建築一體化發電設備，以便於二零一零年完成 1,000個屋頂光伏項
目，總發電能力為 50兆瓦，及於二零二零年完成 20,000個項目，總發電能
力為 1,000兆瓦；

(3) 在甘肅和西藏建立示範性大型併網光伏發電站，在內蒙古、甘肅及新疆的
沙漠地區建立太陽能熱能發電項目，以便於二零一零年大型併網光伏發電
站的發電能力將達到20兆瓦，及於二零二零年將達到200兆瓦，而於二零一
零年太陽能熱能電站的發電能力將達到50兆瓦，及於二零二零年將達到200

兆瓦；及

(4) 在（其中包括）電訊、鐵路及公路採用光伏發電，於二零一零年商用光伏發
電可達到 30兆瓦，及於二零二零年將達到 100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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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 ( i )兩間公司獲准以每千瓦時人
民幣4元（不包括稅項）銷售其光伏發電站產生的電力，自該等電站開始商業運營之日
起生效；( i i )該太陽能電力的成本相對於以除硫煤產生的電力的國內價格的溢价將在
全國範圍內攤佔；及(iii)倘該等項目的運營成本超出上述獲批准的電力成本水平，當
地政府可通過合適的方式對該等項目進行補貼或將超出的成本併入整體國內電力成
本。該公佈有力地證明中國政府對太陽能發電的有關法律及法規的執行情況，預計
將鼓舞業內人士加大其對於太陽能發電的投入及╱或投資。

中國光伏發電獲《可再生能源法》的鼓勵

根據二零零五年二月頒佈的《可再生能源法》第 17及 24條，中國政府鼓勵企業和
居民在熱水器、空調以及光伏發電系統中使用太陽能。鼓勵物業開發商在設計和樓
宇建設中使用太陽能，鼓勵居民安裝符合相關技術標準的太陽能系統。此外，各種
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在偏遠地區及島上建立電力系統）獲得國家用
作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專項基金支持。國家將授予財政資助為太陽能發展項目提供資
金。

《可再生能源法》第 14條規定，電網企業應當全額收購獲授權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企業的電量，並為其提供聯網。

《可再生能源法》第 19條規定，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收購成本將由國務院確定，
該等收購成本與常規能源發電成本以及架設電網的成本間的溢價，可計入輸出電
量的銷售電價。這一措施通常稱為「強制光伏上網電價」，由美國率先引入，德
國在一九九零年進行精簡，其後由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國採納。二零零七年，德
國的光伏裝機總量及新裝機量經歐洲光伏工業協會估計分別達到約 3,800MWp及
1,000MWp，分別佔世界總量約 42%及 46%，居世界第一。

中國光伏發電之未來增長受到以下因素支持：

• 各項政府政策，包括《中國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
劃》，證明政府對發展可再生能源之支持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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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範圍內對污染排放及環境保護的關注

• 太陽能技術的改進以及廣泛使用

• 未能完全由熱能、水力或其他能源資源支持之中國西部以及農村地區對電
力不斷增長之需求。

研究報告的背景

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

本公司董事確認，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乃受本集團委託編製，費用為人
民幣 30,000元。本公司董事確認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為獨立第三方。

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由民政部及建設部管理。其為代表金屬結構行業的公
司、組織及個人的全國聯盟。

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同意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所載的資料可於本文件
內披露。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所載的資料以其本身數據庫及已刊發政府數據
為基礎，該等數據並非受本集團委託。

本文件於「概要」、「行業概覽」及「業務」等節載有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會報告所
載的若干摘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