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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区域经济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区

域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更体现在城市

化的快速发展。四十年间，中国城市化率从18%到了2021年的64.7%，到2025年，中国城市化

率将达到65%，可以说，中国城市化还在半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到了内涵式的阶段。有

特色、有产业、有创新能力的城市才能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胜出，南北方城市发展的差距，

也是经济状况的直观体现。  

从四十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实力的变迁可以看到，北方，尤其是东北经历了一个剧烈边

缘化的过程，1978年，全国十大城市中有六座是在北方，现在已经逆转了。从中国经济地理

的变迁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也是中国逐渐融入到海洋经济圈的时代，这是一个

难以扭转的趋势。从世界城市格局来看，全球绝大多数的财富和人口聚集在沿海城市（群）

之中，南方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  

区域发展战略始终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仍将继续实施。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差异巨大，区域经济差距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

区域发展&ldquo;位势&rdquo;，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有&ldquo;接替&rdquo;能力，有利于促进整

体经济的平稳发展。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平稳的概率比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区

域经济增长的格局基本不变。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区域经济的概念、特征等，接着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环境，然

后重点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的总体现状及发展模式，并对我国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

的区域经济发展分别做了详细的透析。随后，报告对区域经济做了产业驱动力分析、产业集

群分析、世界区域经济经验借鉴分析、发展战略分析、规划制定分析。最后分析了我国区域

经济的未来前景与发展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商务部、地方统计局、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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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个

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地方经济发展，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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