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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市场深度评估与战略咨询报告》报

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

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

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

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坚持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会议提出六大任务，一推进农业转业人口市民化;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

效率;三建立多元资金保障体制;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六加强对城镇

化的管理。

在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确定2020年发展目标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为实现这一目标，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在发展

目标中明确，&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

转户1300万人以上。在2014-2020年，中国城镇化将呈现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本报告利用资

讯长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市场跟踪搜集的一手市场数据，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行业的整

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本报告主要分为九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概述;

第二章政府调控，主要分析了政府调控的影响及相关政策汇总解读;

第三章自然环境，主要分析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四章生产要素，主要分析了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影响;

第五章经济环境，主要分析了经济实力、产业发展的影响;

第六章基础设施，主要分析了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生活设施、环境绿化的影响;

第七章社会文化，主要分析了教育环境、医疗卫生、科学文化的影响;

第八章重点区域，主要分析了国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及省域新型城镇

化建设;

第九章，主要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可采取的设计方案与发展模式、国际城镇化建

设主要的发展模式与经验。同时，佐之以全行业近年来全面详实的一手连续性市场数据，让

您全面、准确地把握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的市场走向和发展趋势。

本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性和适时性。报告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的发展轨迹及多年的实践



经验，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审慎分析与预测。是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

企业、科研单位、投资企业准确了解新型城镇化行业当前最新发展动态，把握市场机会，做

出正确经营决策和明确企业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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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区域性城市群

（1）哈长城市群

（2）山东半岛城市群

（3）辽中南城市群

（4）海峡西岸城市群

（5）关中城市群

（6）中原城市群

（7）北部湾城市群

（8）天山北坡城市群

8.1.3 地区性城市群

（1）呼包鄂榆城市群

（2）晋中城市群

（3）宁夏沿黄城市群

（4）兰西城市群

（5）滇中城市群

（6）黔中城市群

8.2 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

8.2.1 河南省

（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2 安徽省

（1）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3 湖北省

（1）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城镇空间组织

（4）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支撑体系规划

（5）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6）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4 湖南省

（1）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5 江西省

（1）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6 山西省

（1）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7 福建省

（1）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8 江苏省

（1）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9 四川省

（1）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10 云南省

（1）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11 吉林省

（1）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第9章：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环境及发展模式选择策略

9.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阶段及发展环境总结

9.1.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9.1.2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环境总结

9.2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策略建议

9.2.1 高质量推进人口市民化

（1）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推动全面户籍改革

（2）在城市群、都市圈开展户籍同城化改革

（3）以居住地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

（4）实施农民工中长期住房与就业制度改革

（5）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激励相容政策

9.2.2 高效率配置土地资源

（1）推进全国土地交易制度的改革

（2）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的改革

（3）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改革

（4）盘活集体存量建设用地的改革

（5）土地要素分配机制的改革

9.2.3 完善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1）可在为期15年左右的框架下设计城镇化投融资方案



（2）可在国家中心城市等率先征收房地产税

（3）降低债务规模，特别是优化债务结构

（4）结合PPP、REITs等推动治理模式的改革

9.2.4 构建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

（1）构建新型央地治理结构

（2）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开展要素市场化改革

（3）以联合编制与实施规划为突破点开展改革

（4）探索新型空间数据治理的重大改革

（5）开展城市群发展指标的科学统计

9.3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选择策略建议

9.3.1 国际城镇化建设发展模式解析

（1）英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2）法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3）德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4）美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5）挪威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6）日本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7）韩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8）印度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分析

（9）拉美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9.3.2 国际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1）发达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2）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3）中国当前主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4）中国典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案例

9.3.3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选择策略建议

（1）有序推进城镇化：乡村振兴

（2）改善城市环境：城市更新

（3）推动产城融合：培育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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