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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总部经济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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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uaon.com//detail/286006.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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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经济（Headquarters Economy），是伴随着商务园区、中心商务区（CBD）的出现
才被发现的一种经济模式。它因为某一单一产业价值的吸引力，而出现众多资源大规模聚合
，形成有特定职能的经济区域，在此区域高端集合，如同军队里发号施令的司令部，司令部
辐射周围区域，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在中国称为总部经济，该区域也相应地被称为总
部基地。中国学者张鹏教授把总部经济概括为：“在单一产业价值观念中的现代人类高端智
能的大规模极化与聚合。”

总部经济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而来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最经济原则”，即对成本最小
化、利益最大化。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通讯、交通、金融、物流等系统高度发达，许多
公司的办公场所都倾向于生态型的绿色办公，既有充分的绿地、优美的景观，还有各种分工
细致而高效的社会及物业服务，这种Business Park的总部楼已经不是单纯的建筑物，同时
因具有较大的规模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平台。构建一个统一开发、统一物业服务等会迅速构
建企业运转的低成本平台，这对国内企业总部及跨国公司总部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总部基
地和总部经济的概念由此而诞生，并用总部经济理论打造了中国第一个总部基地——中关村
最早成立的三个园区之一的丰台园。

总部经济一旦形成，就可以给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外溢效应，比如税收供应效应、
产业聚集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乘数效应、资本放大效应等明显的外溢
效应。

过去 10 年各季度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可以明显看出，目前中国在“调结构、促转型”的经
济软着陆情况下，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 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6.5%-7%，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明显趋缓，而 GDP 增速与钢材需求存在相关性，增速下降意
味着市场对钢材需求强度可能减弱，这也将会影响到作为基础工业原材料生产环节钢铁企业
的生存环境。
过去 10 年中国 GDP 增速情况 （%）

根据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进
行评价，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处在第1阶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共4个城市，城市
数量占35个城市的11.43％。这四个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综合能力很强，综合实力得分分别为
85.60、83.73、76.22和73.75，与其他城市相比，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明显。而且，这四个
城市的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等6个分项发展能力也相对较强，各分项指标发展较为均衡，除
一两个个别指标外，绝大部分二级指标均排在前10名。综合考虑这四个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
综合能力和分项发展的均衡性，第1阶级城市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营销中
心，以及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性总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2011年深圳总部经济发展
能力综合得分为76.80，位居全国第3，首次超越广州跻身前三甲。6个分项指标发展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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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位于35个主要城市的前5位，深圳的城市基础条件良好，得分75.82，排名第4，6个细分
指标发展较为均衡，其中社会基础和环境质量优势突出，均排在全国前列.从社会基础指标
看，深圳每十万人拥有的中小学教师数2122人，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884人，每百万人拥有
影剧院数约26个，均居35个主要城市前列。从环境质量指标看，深圳的环境质量十分优越
，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361天，仅次于昆明和海口两个城市。此外，深圳具
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01.57亿元，居全国第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96
45元，增长了14.7%，排名第1。深圳的总部资源得分63.59，排名第6，拥有的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数量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今后要在做大做强
本土总部企业的同时加大招商力度，积极吸引国内外企业总部、区域性总部落户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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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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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部经济基本阐述
1.1.1 总部经济定义
1.1.2 总部经济形成原因
1.1.3 总部经济的本质
1.1.4 总部经济内在机制
1.1.5 总部经济主要特点
1.1.6 总部经济与价值链关联分析
1.1.7 总部经济发展的收益及成本分析
1.2 总部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
1.2.1 税收贡献效应
1.2.2 产业乘数效应
1.2.3 消费带动效应
1.2.4 劳动就业效应
1.2.5 社会资本效应
1.3 总部经济发展的条件
1.3.1 显著的区位优势
1.3.2 良好的基础设施
1.3.3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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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
1.3.5 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
 
第二章 2012-2015年全球总部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2.1 国际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2.1.1 世界总部经济发展的类型
2.1.2 国际总部经济聚集区特征
2.1.3 国外总部经济聚集区发展经验借鉴
2.2 香港总部经济发展分析
2.2.1 发展环境
2.2.2 基本概况
2.2.3 发展效应
2.2.4 经验借鉴
2.3 国际典型总部经济聚集区发展分析
2.3.1 纽约曼哈顿CBD
2.3.2 伦敦金融城
2.3.3 巴黎拉德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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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工业经济发展形势
3.1.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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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万元，2010-2015年复合增速10.30%，
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万元，2010-2015年复合增速14.05%，我
国居民收入仍保持较快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5年复合增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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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5年复合增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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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青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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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 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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