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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市场供需预测及投资战略咨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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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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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
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政
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出台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是本届政府力推的重点改革，“城镇化建设”已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2013年7月召开的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2013下半
年，国家发改委相关官员曾表态年内出台新型城镇化规划，现在看来要推迟到2014年，推
迟发布恰恰体现了决策层的审慎态度。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撬动房地产业新一轮发展， 将成为为房地产行业新的增长点所在。城镇
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对于这群转移的农村人口，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是必不
可少的生存需求。这部分刚需人群的住房需求恰好燃起了新一轮的楼市上升潮，有效地带动
二三线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是
以人为本。
推进新型城镇化五大工作任务

从低城镇化率到高城镇化率，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会，中国社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场变革是立体式、渐进式的，需要多项配套改革同
时推进，也需要所有人改变理念。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
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能否答好这道题，考验我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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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内涵阐述
1.1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界定
1.1.1 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1.1.2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建设规划评价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由于建设规划的综合性、宏观性、战略性等特点，对
它的评价不能采用一般公共政策的评价方法，甚至也不能采用管制性较强的城市规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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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划等评价方法。要丰富评价类型，由单纯的中期评价向中期评价、最终评价为主导，
兼顾年度评价、应急评价等。要拓展评价内容，即要由评价总体规划拓展到评价整个规划体
系的实施情况，从评价规划结果拓展为“结果——效果——过程”

1.2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1.2.1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1.2.2 集约高效的城镇化
1.2.3 多元推动的城镇化
1.2.4 产城融合的城镇化
1.2.5 城乡统筹的城镇化
1.2.6 低碳生态的城镇化
1.2.7 全面协调的城镇化
1.2.8 上下互动的城镇化
 
第二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分析
2.1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1.1 全球经济形势
2.1.2 中国经济形势
2.1.3 经济发展趋势
2.2 中国城镇化推进的特殊性
2.2.1 人口规模庞大
2.2.2 城镇化压力重
2.2.3 城乡差异特殊
2.2.4 城乡户籍制度
2.2.5 阶段性征复杂
2.3 中国城镇化转型的迫切性
2.3.1 外部挑战
2.3.2 内在要求
2.3.3 基础条件
2.4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源及障碍
2.4.1 政府主导
2.4.2 市场牵引
2.4.3 农民推动
2.4.4 约束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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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现状分析
3.1 近年国家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措施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系统性分析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研究一个系统，明
确它的目的是必须的。这是开展系统工程项目的首要工作。与目的一词意义相近的术语有目
标、指标。系统的目的常常通过具体的目标和指标来描述。系统总是多目标或多指标的，它
们分为若干层次，构成一个指标体系。
 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在这里，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
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各地区应
该以此为依据，结合实际区情和特点，制订自己的建设目标。它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提，
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予以回答。

其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主要指标：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
源环境。虽然以往也有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但必须明确新型城镇化建
设是以人为核心的，而不是以物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更注意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所以尚需进
一步重新制订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

再次，设定合理的建设衡量标准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开展。现有的指标体系虽然不仅
从定性上作出说明，而且也从定量上作出规定，但是还比较粗糙，应该细化（见表1）。要
顺应城镇化发展态势，建立健全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统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规范统计口径
、统计标准和统计制度方法，加强城镇化统计工作。
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3.1.1 户籍制度改革方面
3.1.2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3.1.3 土地利用及管制方面
3.1.4 城市市政设施建设方面
3.1.5 城镇化领域国际合作方面
3.1.6 国家城镇化规划的编制
3.2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特征
3.2.1 城镇化发展历程
3.2.2 城镇化率正稳步提升
3.2.3 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3.2.4 城镇化与工业化并举
3.2.5 成为社会转型新标志
3.2.6 城镇体系及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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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
3.2.8 城镇建设的成效明显
3.3 中国城镇化建设效率分析
3.3.1 城镇化与聚集效应
3.3.2 不完整的人口迁移
3.3.3 低效的土地利用
3.3.4 城镇化与内需
3.4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包容性分析
3.4.1 不平等激发社会矛盾
3.4.2 户籍制度的约束
3.4.3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3.4.4 住房供给状况
3.4.5 农村地区的服务供给
3.5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
3.5.1 城市污染
3.5.2 资源紧张
3.5.3 全球背景
3.5.4 环境监管和治理
 
第四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分析
4.1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4.1.1 小城镇发展模式
4.1.2 大城市发展模式
4.1.3 中小城市发展模式
4.2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分析
4.2.1 理论研究回顾
4.2.2 动力机制分析
4.2.3 空间发展方式
4.2.4 国外发展对比
4.2.5 多元推进模式
4.2.6 推进模式的评价
4.3 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
4.3.1 长三角城镇化模式
4.3.2 珠三角城镇化模式
4.3.3 京津冀城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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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
4.4.1 成都模式
4.4.2 天津模式
4.4.3 广东模式
4.4.4 苏南模式
4.4.5 温州模式
4.5 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
4.5.1 自发迁移型
4.5.2 开发式非迁移型
4.5.3 投入式非迁移型
4.5.4 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4.6 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的思考
4.6.1 模式的内生革命
4.6.2 模式的内在灵魂
4.6.3 模式的技术支持
4.6.4 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
 
第五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区域特征分析
5.1 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整体分析
5.1.1 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5.1.2 城市群发展特征
5.1.3 东中西部城镇化差异
5.1.4 省际间城镇化差异
5.1.5 省份内部城镇化差异
5.2 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分析
5.2.1 东部地区
5.2.2 东北地区
5.2.3 中部地区
5.2.4 西南地区
5.2.5 西北地区
5.3 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5.3.1 开放程度
5.3.2 所有制结构
5.3.3 产业结构
5.3.4 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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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人力资本投资
5.4 中国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战略选择
5.4.1 东部地区
5.4.2 东北地区
5.4.3 中部地区
5.4.4 西南地区
5.4.5 西北地区
 
第六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户籍、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分析
6.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析
6.1.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概述
6.1.2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状况
6.1.3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6.1.4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6.2 中国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影响分析
6.2.1 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及现状
6.2.2 户籍制度制约新城镇化建设
6.2.3 农民落户城市的阻力分析
6.2.4 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难题
6.3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方向及趋势分析
6.3.1 户籍改革线路及目标已明确
6.3.2 户籍制度改革步入快车道
6.3.3 大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6.3.4 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推断
6.4 城镇化推进与户籍改革成本分析
6.4.1 户籍改革成本基本概述
6.4.2 户籍改革成本的测算方法
6.4.3 户籍改革成本的估算结果
6.4.4 结论分析与政策含义
6.5 等级化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6.5.1 城镇等级化与公共服务差距
6.5.2 公共服务差距的形成
6.5.3 等级化城镇体制后果
6.5.4 改革思路和设想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第七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土地制度改革分析
7.1 中国土地制度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
7.1.1 城镇化与土地制度的关系
7.1.2 中国土地制度基本特征
7.1.3 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7.1.4 城镇化面临的土地需求
7.2 城镇化中的主要土地问题及改革方向
7.2.1 土地制度的总体评价
7.2.2 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7.2.3 土地征收制度的困局
7.2.4 集体土地流转的推进
7.3 城镇化中其他重要土地问题分析
7.3.1 土地规划
7.3.2 土地管理
7.3.3 土地储备
7.3.4 土地财政
7.4 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改革的内容解读
7.4.1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期限
7.4.2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7.4.3 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7.4.4 关于宅基地制度改革
7.5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
7.5.1 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
7.5.2 改变建设用地供给方式
7.5.3 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
7.5.4 征收房地产税
7.5.5 转变粮食自给观
7.5.6 加强环境保护
7.5.7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7.5.8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第八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分析
8.1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分析
8.1.1 新型城镇化的投资需求
8.1.2 新型城镇化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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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新型城镇化的资金缺口
8.2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分析
8.2.1 融资渠道综述
8.2.2 政府财政投入
8.2.3 地方政府发债
8.2.4 社会资本参与
8.3 新型城镇化融资的新需求分析
8.3.1 融资规模趋大化
8.3.2 融资目标多元化
8.3.3 融资方式多样化
8.4 新型城镇化下财税制度改革方向分析
8.4.1 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
8.4.2 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
8.4.3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
8.4.4 开征财产税
8.4.5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8.4.6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
8.5 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途径分析
8.5.1 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
8.5.2 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8.5.3 拓宽基建融资渠道
8.5.4 扩大政策性金融供给
8.6 以市政债为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分析
8.6.1 现行体制的问题分析
8.6.2 地方融资体系的优势
8.6.3 改革路径的要点分析
8.6.4 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第九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城市群运营状况
9.1 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9.1.1 我国城市群的总体战略布局
9.1.2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
9.1.3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客观要求
9.1.4 实现“一群城市”向城市群转变
9.2 中国城市群发展总体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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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我国城市群规模
9.2.2 总体态势与特点
9.2.3 驱动因素分析
9.2.4 传统模式的转变
9.2.5 城市群发展的问题
9.3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分析
9.3.1 城市群的构成
9.3.2 经济发展现状
9.3.3 面临的新机遇
9.3.4 整体发展规划
9.4 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分析
9.4.1 城市群的构成
9.4.2 经济发展现状
9.4.3 竞争力分析
9.4.4 未来规划分析
9.5 京津翼城市群发展分析
9.5.1 城市群的构成
9.5.2 外部环境分析
9.5.3 经济发展现状
9.5.4 发展特征分析
9.5.5 未来发展规划
9.6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分析
9.6.1 城市群的构成
9.6.2 发展战略定位
9.6.3 发展态势分析
9.6.4 发展滞后原因
9.6.5 未来战略规划
9.7 其他主要城市群概况
9.7.1 成渝城市群
9.7.2 中原城市群
9.7.3 哈长城市群
9.7.4 山东半岛城市群
9.7.5 海峡西岸城市群
9.7.6 关中城市群
9.7.7 辽中南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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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县域经济运营状况
10.1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县域经济的重要性
10.1.1 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10.1.2 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意义
10.1.3 县域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10.1.4 新型城镇化是县域经济的新动力
10.2 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
10.2.1 我国重视县域经济发展
10.2.2 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10.2.3 中国县域经济规模分析
10.2.4 县域经济质量对比分析
10.3 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型模式及转变分析
10.3.1 增长型模式的形成
10.3.2 增长型模式的弊端
10.3.3 发展型模式的探索
10.3.4 健康转型的对策
10.4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0.4.1 产业结构不合理
10.4.2 财政负担重
10.4.3 技术创新不足
10.4.4 思想观念落后
10.4.5 高等资源要素缺乏
10.4.6 政策体制性影响较大
10.5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10.5.1 依靠城镇化
10.5.2 路径选择
10.5.3 政策建议
10.5.4 主要思路
 
第十一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新型城市发展分析
11.1 绿色城市建设分析
11.1.1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概况
11.1.2 我国绿色城镇化的建设方向
11.1.3 绿色城市理念与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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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推动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构想
11.2 智慧城市建设分析
11.2.1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的关系
11.2.2 智慧城市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
11.2.3 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现状
11.2.4 新型城镇化下智慧城市的方向
11.3 人文城市建设分析
11.3.1 人文城市理念的中国化实践
11.3.2 新型城镇化注重人文城市建设
11.3.3 人文情怀对新型城镇化的意义
11.3.4 我国人文城市建设的深远意义
 
第十二章 国际城镇化发展及经验借鉴
12.1 全球近代城镇化发展的变革历程
12.1.1 破解“城市病”
12.1.2 “农村变城市”
12.1.3 “区域网络化”模式形成
12.2 欧洲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12.2.1 城镇化模式特点
12.2.2 发展引起的问题
12.2.3 问题的解决措施
12.3 日韩两国的城镇化模式
12.3.1 城镇化模式特点
12.3.2 发展引起的问题
12.3.3 问题的解决措施
12.4 美国的城镇化模式
12.4.1 城镇化模式特点
12.4.2 发展引起的问题
12.4.3 问题的解决措施
12.5 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12.5.1 城镇化模式特点
12.5.2 发展引起的问题
12.5.3 问题的解决措施
12.6 国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12.6.1 “采矿城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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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牛镇”模式
12.6.3 “铁路城镇”模式
12.6.4 组合式城市群模式
12.7 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总结及启示
12.7.1 完善的公共干预政策
12.7.2 形成合理城镇体系
12.7.3 主导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12.7.4 国外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第十三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及解读
13.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13.1.1 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13.1.2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13.1.3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13.1.4 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13.1.5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13.1.6 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13.1.7 规划实施
13.2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创新性
13.2.1 特殊意义
13.2.2 亮点分析
13.2.3 可操作性
13.3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内容焦点
13.3.1 “人的城镇化”
13.3.2 城市群发展
13.3.3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13.3.4 多规融合性战略
 
第十四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区域投资机遇分析
14.1 三四线城市
14.1.1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政策导向
14.1.2 三四线城市面临的机遇分析
14.2 中小城市及小城镇
14.2.1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政策导向
14.2.2 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机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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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东部城市群
14.3.1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政策导向
14.3.2 东部城市群面临的机遇分析
14.4 中西部城市群
14.4.1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政策导向
14.4.2 中西部城市群的机遇分析
14.5 城乡结合部
14.5.1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政策导向
14.5.2 城乡结合部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十五章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产业投资机遇分析（AK LT）
15.1 基建领域机遇分析
15.1.1 路网建设空间
15.1.2 电网建设空间
15.1.3 供水、气、暖需求
15.1.4 网络通讯建设空间
15.1.5 园林绿化建设空间
15.2 医疗服务领域机遇分析
15.2.1 整体机遇分析
15.2.2 医药消费增长空间
15.2.3 医疗消费升级的增量
15.2.4 民营医院的需求
15.2.5 医疗器械市场的机遇
15.3 节能环保市场机遇分析
15.3.1 整体机遇分析
15.3.2 污水处理空间
15.3.3 污泥处理空间
15.3.4 固废处理空间
15.4 房地产业机遇分析
15.4.1 整体机遇分析
15.4.2 保障房建设
15.4.3 城市旧改
15.4.4 产业园区（综合体）
15.4.5 物流园区
15.4.6 旅游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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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汽车工业机遇分析
15.5.1 新消费需求形成
15.5.2 汽车业商机无限
15.5.3 三四线车市扩容
15.5.4 自主品牌的机会
15.6 文化产业机遇分析
15.6.1 重要动力源
15.6.2 新的需求空间
15.6.3 长期投资机会
15.6.4 文化旅游的契机
15.7 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机遇分析
15.7.1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7.2 智能交通机遇
15.7.3 智能建筑机遇
15.7.4 电子政务机遇
15.8 其他产业市场机遇分析
15.8.1 城市水资源产业
15.8.2 城市新能源产业
15.8.3 城市应急产业
15.8.4 老龄产业
15.9 民间资本投资机遇分析
15.9.1 新型城镇化将激发民资活力
15.9.2 国家鼓励民资参与城市基建
15.9.3 民间资本的投资商机分析
15.9.4 民资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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