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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Low-E 玻璃的技术特性、市场需求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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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低碳经济和绿色节能成为主旋律。玻璃行业

供求格局和消费结构逐步由中低档的普通浮法玻璃向优质浮法玻璃过渡，由原片消费为主向附加值

高的加工产品过渡，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在国家节能目标的实施和建筑节能政策的出台和完善的

推动下，继浮法玻璃、吸热玻璃、热反射玻璃之后，开始普及使用的 Low-E 玻璃以其独特的光学性

能、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和无反射光污染的环保性能在市场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建筑节能领域

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节能建材产品。 

1  国际市场概述 

Low-E 玻璃的生产技术主要有两种：（1）在线高温热解沉积法；（2）离线真空溅射法。目前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在线 Low-E 可以生产白色（无色）、浅绿、浅灰、浅蓝、蓝灰等各种颜色。白

色低辐射镀膜玻璃，既保持了无色透明玻璃的可见光高透性能，同时具有优良的低辐射功能。彩色

低辐射镀膜玻璃，既具有良好的透光性和遮阳性，又具有优良的低辐射功能。离线 Low-E 玻璃可以

在常规厚度的玻璃基片上镀膜，同时可以根据要求的颜色一次生产完成。 

目前，发达国家均以立法的手段强制新建的建筑物必须采用低辐射镀膜中空玻璃以减少能源消

耗，德国 Low-E 中空玻璃普及率达到92％，奥地利 Low-E 中空玻璃普及率达到90％，波兰 Low-E 中

空玻璃普及率达到75％，欧共体新节能条例要求新建、改造的建筑物要推广使用 Low-E 玻璃，因此

欧洲各国原先双层玻璃窗迅速改用为 Low-E 中空玻璃，Low-E 玻璃市场需求量也急剧上扬。 

国外 Low-E 玻璃的使用率如此之高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支持。根据欧洲平板玻璃协会2005 年的

报告，1991 年欧洲各国宣布于1995 年强制采用Low-E 中空玻璃后，Low-E 中空玻璃的市场占有率

直线上升，1995 年当年就超过50%，1998 年接近100%，使用量从当初不足200 万㎡增加到2004 年

的3600 万㎡。2009 年，西欧Low-E 玻璃用量估计达到1.2亿㎡。 

   

图1  节能玻璃的应用图                           图2  Low-E玻璃的应用 

   就世界范围而言，Low-E 玻璃的生产和应用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全球各主要玻璃制造企业和

镀膜设备生产企业都在积极研究新膜系和新的工艺方法，以进一步提高 Low-E 玻璃产品的性能，大

大拓展了 Low-E 玻璃的适用区域，Low-E 玻璃的市场前景将更为广阔，据市场分析预测，到2015年，

Low-E 玻璃国际市场需求量将突破10亿㎡，在今后十年，全世界 Low-E 玻璃市场需求量将以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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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以上的速度增长。  

2   国内 Low-E 玻璃市场分析  

从国家建设部的要求来看，今后绿色节能建筑要成为国内建筑的主流，建设部将推行节能标志

认证及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推广节能建筑。因此，新建建筑和原有存量建筑是否节能，不仅关系

到能否缓解我国能源供求的紧张状况，而且还关系到“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作为三大用

能领域的建筑业，节能形势十分严峻，节能降耗刻不容缓。 

2.1  国内 Low-E 玻璃市场容量 

对比国内外发展水平，我们认为 Low-E 玻璃在国内发展空间巨大。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告的数据，截止到2009 年底我国城镇房屋建筑总面积（存量，没有考虑农村）约190 亿㎡，其

中住宅建筑总面积约128 亿㎡；2009 年城镇房屋竣工面积（增量）约7 亿㎡，其中住宅竣工面积约

6 亿㎡。按照房屋竣工面积的30%计算门窗面积，再按门窗面积的70%计算玻璃使用的面积，2009 年

城镇房屋建筑使用玻璃的面积约为14742 万㎡；一般情况下存量房屋的5%需要更新，2009年更新改

造玻璃使用量约为19135 万㎡；2009 年建筑玻璃使用量约为33877 万㎡，约占2009 年玻璃总量的

60%（这里没有计算农村玻璃耗用量），基本和经验数据相符。 

 国家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建筑玻璃中Low-E玻璃使用比例约8%，则Low-E玻璃在建筑中使用量约为

2710 万㎡。在未来的时间中，如果参照发达国家中较低的应用比例（Low-E玻璃使用占比达到50%），

即使不考虑建筑面积的增量，未来每年平均耗用Low-E 玻璃为16939 万㎡，相当于目前建筑消耗量

的6倍，也远大于目前已有和在建的实际产能（8000～9000万㎡）。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考虑Low-E 玻璃在其它领域中的拓展：汽车也使用空调，也需要保温节能，

用到Low-E 镀膜玻璃（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目前福耀玻璃已经开始生产Low-E 镀膜玻璃）；Low-E 

玻璃在家电中逐渐推广使用（冰箱、微波炉等）。 因此，以节能著称的Low-E玻璃将在近几年之内

大规模应用。 

在应用区域来看，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为主的需求群体为主要组成部分。

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主要需求区域。从建筑组成来看，以公共建筑为主体，

商住和高档居住小区为辅助。从行业来看，建筑领域在未来几年内依然是需求主体，汽车和家电行

业属于从属地位。 

2.2  各种 Low-E 的不同使用范围 

Low-E 玻璃品种按照节能应用可分为：高透型 Low-E、遮阳型 Low-E；按照生产特性可分为离线

单银 Low-E、离线双银型 Low-E、离线可钢化 Low-E、在线 Low-E 等。 

高透型 Low-E 玻璃 

特点是较高的可见光透过率，外观效果通透性好，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好。较高的太阳能透过率，

玻璃的遮阳系数 Sc≥0.5，较低的热传导系数 U 值，保温性能优良。此种 Low-E 玻璃，外观颜色有

各种浅色，接近于无色浮法玻璃或本体着色浮法玻璃，比较适合北方地区使用。 

遮阳型 Low-E 玻璃 

特点是适中的可见光透过率，对室外视线有一定的遮蔽性。较低的太阳能透过率，玻璃的遮阳

系数 Sc≤0.5，减少太阳热辐射进入室内，具有较低的热传导系数 U 值，减少室外背景热辐射进入

室内。此种 Low-E 玻璃适用于要求良好装饰性外观设计的建筑，目前是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也是

销量最好的。 

双银 Low-E 玻璃 

双银 Low-E 玻璃突出了玻璃对太阳热辐射的遮蔽，它最大限度的将太阳光过滤为冷光源，解决

了高可见光透过率与低太阳能透过率不能兼顾的矛盾，从而获得了同时具有较高可见光透光率、较

低太阳热辐射透过率的 Low-E 玻璃。 

目前看在线 Low-E 和离线 Low-E 各有优势，互为补充。在国内的产能方面，离线产品要多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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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产品，主要是在线 Low-E 引进技术较少。同时各种类型的产品营销区域界限已经不再明显，跨区

域使用成为一种时尚。在北方地区遮阳型 Low-E 的需求量也开始增加；在华南地区，高透型 Low-E

也随着设计风格的转变需求增加。 

2.3  在线 Low-E 和离线 Low-E 成本构成 

在 Low-E 玻璃进入国内之初，价格相当昂贵，通过十几年的发展，价格应经开始让我们接受。

在工程报价中，也已经逐步趋于平价。对于在线和离线来将由于生产工艺的区别，成本一直有比较

大的差别，尤其是开始引进之初。目前国内的生产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两种产品的相同形式的产品

成本大体相当，当然由于技术能力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各企业工程报价不尽相同。因为 Low-E

玻璃一般做成钢化中空或白玻钢化+内层不钢化的 Low-E 玻璃的中空形式使用，所以分别计算成本如

下，表中5白钢表示5mm 的白色透明钢化玻璃；6 on 表示6mm 的在线 Low-E 玻璃；6off 表示6mm 的离

线 Low-E 玻璃。在线 Low-E 和离线 Low-E 玻璃价格分别取自大型工厂。 

表1  在线 Low-E 和离线 Low-E 中空玻璃成本测算 

产品结构 
原片成本 
(元/㎡) 

切载率 
(%) 

白玻钢化 
成品率 
(%) 

Low-E 玻璃 
钢化成品率 

(%) 

镀膜费用  
(元/㎡)  

中空加工+
包装等费
(元/㎡) 

总制造 
成本 

(元/㎡) 

5白钢+12A+6 on  25+65 83 97 - - 60 171.79 

5白钢+12A+6 off  25+25 83 97 - 60 65 187.1 

5白钢+12A+6 on 钢  25+65 83 97 94 _ 60 178.92 

5白钢+12A+6off 钢 25+25 83 97 94 60 65 191.07 

3  国内 Low-E 玻璃市场前景预测 

目前，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民用建筑和公共建筑单位能耗水平是欧

洲的四倍，美国的三倍，不节能的建筑占到95％。中国节能玻璃的普及率仅为10%，Low-E 玻璃的普

及率则只有2%，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我国Low-E玻璃的普及率低和其生产成本直接相关，当然，

在国家建筑强制节能政策出台后，需求也会大幅度增加。 

Low-E 玻璃的生产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以可钢化单银镀膜玻璃为例，如果年生产规模在100

万㎡时，加工成本为约16 元/㎡，而当年生产规模达到200万㎡时，加工成本降低至10 元/㎡，加工

成本降低空间巨大。 

 

图3  成本曲线（横轴单位万㎡，纵轴单位元/㎡） 

过去，由于采用传统的离线技术，虽然设计产能达到100、200万㎡/年，但是由于需要定制化生

产，针对不同的订单，膜系需要频繁调整，实际产能要远低于设计产能（产能利用率仅达到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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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不能规模化生产（我们测算08 年平均每条生产线的实际产能不到80 万㎡/年）；而随着在线

镀膜（在线本来就是生产大板玻璃）和离线镀膜可后续加工技术的普及，产能利用率将大幅度提高，

使得规模化生产得以实现，单位成本也将加速下降。 

另外从09 年投产的生产线来看，设计产能已经从主流的100 万向200 万、400 万、甚至800万

过渡，这也将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图4  2009 年投产的生产线 

3.1  Low-E 玻璃的发展即将突破“瓶颈” 

从生产上看，当前我国Low-E 玻璃价格已经处于下降通道中，09 年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加速趋势。

由于设备国产化和生产规模化，我们认为成本下降将带来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这将促进Low-E 玻璃

的大规模普及。 

我们假设，如果采用国产设备，并且年产量在200 万㎡，则Low-E 玻璃的加工成本将比目前成

本下降约50%，总成本约为白玻成本的2 倍以下，如果价格也按照同比例变化，那么Low-E 玻璃与白

玻的价格比将降到2 以下，这将与国际水平贴近。成本的下降有望带来Low-E 玻璃的普及。 

 

图5  我国Low-E玻璃与白玻的价格比当前正处于加速下降通道中 

3.2  未来Low-E玻璃消费预测 

从现实性来看，目前Low-E镀膜玻璃的生产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国际市场为例，从1995 年

到2005 年十年间，Low-E玻璃的使用量增长了近4倍；根据新《节约能源法》的要求，Low-E 玻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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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节能玻璃开发与升级的重点项目，而且配套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也使得强制政策出台具备了

现实基础，政策将会引导Low-E玻璃大量投入新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当中。因此我们认为未

来几年将迎来Low-E 玻璃加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建筑领域。 

按照我国建筑节能环保政策的要求，从2005年起，新建采暖居住建筑应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节

能30%，2010年在此基础上再节能30%，到2020年，全国新增建筑全部达到节能65％的目标。按2010

年的目标计算，今后5年将新增节能建筑面积约30亿㎡，涉及节能玻璃面积约6亿㎡，按照要求平均

每年新增 Low-E 玻璃约1.2亿㎡。 

 

图6  中国Low-E玻璃消费量预测 

由于 Low-E 玻璃的消费对象和普通平板玻璃有所差别，所以销售途径和销售方式当有所不同。

在离线 Low-E 玻璃中深圳南玻、信义玻璃和上海耀皮市场分额较大，它依托在全国的各个生产基地

和办事处的优势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在线 Low-E 中上海耀皮，主要采用直销和市场区域代理相结

合的办法,大连 DFG 在 Low-E 玻璃产品销售的模式上采用“加工俱乐部”制度来开拓产品市场。 

4  结束语   

Low-E玻璃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节能环保的玻璃产品，在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应用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在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建筑领域方面，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Low-E玻璃成本的下降，以及国家在建筑领域节能标准的实施，需求量在

今后的几年中还将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于在线Low-E玻璃和离线Low-E玻璃两种产品的发展会是

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的。对于消费区域来讲，在近几年当中还是会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为主体，

辐射二三线城市。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Low-E玻璃会摆脱“高高在上”的价格，步入千家万户平

常百姓家中的生活，实现我们“发展低碳经济，共享绿色生活”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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