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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城市更新是指对于城市中不适合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需求的部分区域进行有计划的改建活动

，通过对城中村、历史街区、老旧小区、工厂废旧区等存量资源进行重建、整治和功能提升

，从而不断改善城市建筑环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环境，推动城市转变开发建设方式，

保障城市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是城市自身的一种新陈代谢过程，内容主要包括城

市空间结构完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态修复等方面，这些内容涉及城市的生产、生

活和生态空间，与市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是扩大内需、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引擎。

2019年以来，城市更新热度持续上升。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

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奠定了&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以及未来十余年城市更新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22年城市更新迎来发展期，城市更新的政策、机制

和规划等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模式更加多元，路径也更加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企

业围绕城市更新赛道的布局也不断调整。  

2022年初以来，部分房企开始注重城市更新非热点区域，选择城市更新处于起步期的城市，

提前布局，保证市场占比和竞争力，力求在新兴区域构建起护城河。2022年3月，葛洲坝与长

沙天心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沟通，并落子天心区城市更新项目。2022年6月，龙湖集团与

湖北国资企业湖北联投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湖北地区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等业

务板块展开全方面深层次合作，华润置地中标沈阳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大唐地产则结合自身

项目布局，重仓南宁城市更新，保利集团则操刀打造无锡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预计投资

达300亿元。  

2022年上半年，中央多次在高级别会议中提到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并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月24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提出，下一阶段城市

更新的建设将从7个方面推动，包括健全城市体系、优化结构布局、完善城市功能、管控建设

底线、提升居住品质、提高运行效能、转变发展方式等。会议中明确防止大拆大建，为精细

化城市更新发展进程奠定了基调。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

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3月17日，《2022年新

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到要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7月12日

，发改委发布《&ldquo;十四五&rdquo;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再次提到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

造，并强调推进老旧小区、厂区、街区、城中村等，防止大拆大建，进一步约束城市更新的

改造方式。  



未来，我国城市更新的内涵将更加丰富，关注点由外延式的发展转向城市内部空间质量提升

，强调城市质变及城市有机更新机制的形成。各地也将努力探索适合城市特点的城市更新之

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助于保障城市更新进程的有序推进。后期房企仍要借助

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大力推动城市更新的契机，通过主动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助力城市更新业务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各地城市更新基金和城市更新联盟设立的相关工作

，据此拉通资源，实现战略共赢的新局面。并且，在把握热点区域机会之外，要适当关注城

市更新起步期城市，提前构建护城河。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更新周期长，对企业的资金安全

性要求更高，房企要基于内外部实际状况对自身城市更新业务发展做出调整，使其与自身经

营状况相契合。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城市更新市场评估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十八章。首

先介绍了城市更新的界定、分类、模式等，接着分析了国内外城市更新的发展环境和现状，

然后对国内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工业遗存的发展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并对重点地区城市

更新建设进展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随后，报告对重点房企的城市更新布局做了分析，最后

分析了城市更新的投融资模式及未来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中企顾问网、

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

若想对城市更新发展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更新建设，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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