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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当今世界已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城镇建设逐步从自发状态走向

自觉状态，从非理性发展走向理性发展，城市布局不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扩大，城市新区

的发展不断涌现。

2014年以来，我国迎来国家级新区建设高潮，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

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设立。2016年6月14日，江西赣江新区

获批国家级新区。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到2021年，中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6个在西部，8个在东部，3个在东北，2个在中部。还有合

肥滨湖新区、南宁五象新区、郑州郑东新区、武汉长江新区等地区申报中。  

但国家级新区审批很严格，一个省份可能只能获批一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之后，国家级

新区的审批被冻结了。借国家战略的契机设立省级新区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2019年开始，广东、浙江和四川等省份开始审批省级新区。2019年，浙江连续批复了四大

省级新区&mdash;&mdash;杭州钱塘新区、湖州南太湖新区、宁波前湾新区和绍兴滨海新区；

广东省政府也审议通过了《东莞滨海湾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年）》，东莞滨海湾新

区成为广东首个省级新区。2020年2月和4月，四川省政府先后批复同意设立宜宾三江新区、

成都东部新区。5月，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规划建设省级新区的指

导意见》，提出&ldquo;科学规划一批省级新区&rdquo;。  

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对发展开放型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自主创新，加强资源社

会事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发展策略已越

来越多地被地方政府和规划人员应用到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城市新区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城市新区的界定、特征、形成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市新区的发展环境，然后

重点分析了国内城市新区的发展现状。随后，报告对我国重点国家级城市新区及主要地方城

市新区的规划与发展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最后分析了城市新区的规划、开发建设及管理模

式。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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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区发展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新区开发建设，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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