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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城市群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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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xx.com/research/201610/45886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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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10/458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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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城镇化既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以1978 年改革开
放起点，随着促进城镇化方针政策的相继出台并实施，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从 1979-1992 年，城镇化率由18.96%提升至27.46%，上升了8.5 个百分点；
人口总数从9.75 亿增加到11.72 亿，城镇人口总数从1.85 亿增加到3.22
亿，增幅达87.21%；地级市和县级市数量从213 个增加至514 个，建制镇数量从2361
个激增至 14539 个。

1992 年春，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里程碑，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通过积极
推进大中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建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开始大量涌
入城市，其中60%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从1993-2002 年，
城镇化率由27.99%提升至39.09%，短短十年即上升了11.1 个百分点；人口总数从 11.85
亿增加到12.85 亿，增幅为8.44%，城镇人口总数从3.32 亿增加到5.02
亿，增幅达51.20%，城镇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总人口增速的态势尤为突出。
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 年开始稳步提升，自92 年南方谈话起快速提升

在国内，城市群概念并非近几年才出现：从“十一五”起，我国各类规划均有提及发挥城市
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作用。不过，在此期间的城市群多半停留在形态建设，而没有实质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框架下，2013
年底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群要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6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十
三五”规划纲要相继提出并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在沿海地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与此同时，在2015 年4 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印发之后，2016 年上半年发改委密集
发布了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全国城市群规划正在加速推
进。
2013 年以来，城市群规划逐步明确并加速推进 时间 政策/会议 主要内容及意义 2013年6月
《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中提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2013年12月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提出城市群要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2014年3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指导思想中提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初步规划了21个城市群 2015年3月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第一个具体落实的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年1月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从城市发展角度明确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2016年3月
《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 将建成东北区域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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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 “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正式确立全国19个城市群
2016年4月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提出成都重庆双中心，实行差别化定位 2016年6月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城市群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城市群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市群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城市群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城市群行业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城市群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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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基本概述
1.1 城市群的概念起源与演进
1.1.1 城市群思想的早期孕育和孵化
1.1.2 城市群概念的诞生和新发展
1.2 城市群的界定及特征
1.2.1 城市群的基本概念
1.2.2 城市群的主要特征
1.2.3 城市群的界定标准
1.3 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动力
1.3.1 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1.3.2 城市群的空间扩展
1.3.3 城市群演进的动力机制

第二章 2013-2016年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环境分析
2.1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形势
2.1.1 全球经济贸易形势
2.1.2 中国经济缓中企稳

2015年，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比上年增
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
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长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9.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20
15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难局面，稳中求进成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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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年的工作总基调，中国进入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调整产业结构，深化改革开放的发
展阶段。
2011-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2.1.3 国民收入及消费水平

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129元，增长9.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为10291元，增长8.4%。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
2008-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4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2.2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相关政策利好
2.2.1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2.2.2 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
2.2.3 加快城市自贸区建设
2.2.4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2.3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2.3.1 城市群是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2.3.2 城市群是城市化的未来之路
2.3.3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现状
2.3.4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问题
第三章 2013-2016年中国城市群整体发展分析
3.1 我国城市群的历史进程
3.1.1 萌芽阶段
3.1.2 成长阶段
3.1.3 迅速发展阶段
3.2 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分析
3.2.1 我国城市群规模
3.2.2 总体态势与特点
3.2.3 城市群发展水平
3.2.4 传统模式的转变
3.2.5 地方加速布局城市群
3.3 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类型和功能定位
3.3.1 政府引导类的城市圈
3.3.2 市场导向型的城市群
3.3.3 主导产业辐射带动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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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3.4.1 经济全球化
3.4.2 新型工业化
3.4.3 信息化
3.4.4 交通基础设施
3.4.5 政策引导
3.5 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影响分析
3.5.1 宏观调控政策对城市群的影响过程
3.5.2 国家重点区域政策的影响过程
3.5.3 政策总体实施效果评价
3.5.4 政策作用的未来展望
3.6 我国城市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3.6.1 发展模式的问题
3.6.2 区域合作不充分
3.6.3 环境问题突出
3.6.4 文化融合不足
第四章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4.1 研究对象的界定
4.1.1 我国十大城市群的范围界定
4.1.2 沿海地区六大城市群的界定
4.2 中国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的比较
4.2.1 相关理论综述
4.2.2 空间结构特征研究范围界定
4.2.3 空间结构特征的测算
4.2.4 空间结构特征比较
4.2.5 比较结论的综述
4.3 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综合状况比较
4.3.1 文献综述
4.3.2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4.3.3 比较分析及评价结果
4.3.4 缩减非均衡差异的政策建议
4.4 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比较
4.4.1 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4.2 生态发展指数计算
4.4.3 生态发展状况评价结果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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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5 沿海六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比较
4.5.1 评价指标体系及研究方法
4.5.2 现状特征分析
4.5.3 时间演变分析
4.5.4 影响机制分析
4.5.5 比较结果总结
第五章 2013-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分析
5.1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现状分析
5.1.1 经济总量
5.1.2 产业结构
5.1.3 财政收入
5.1.4 对外经贸
5.2 长三角城市群内需市场分析
5.2.1 固定资产投资
5.2.2 消费市场
5.2.3 物价水平
5.2.4 城镇收入
5.3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5.3.1 总体现状
5.3.2 空间布局
5.3.3 不断扩容
5.3.4 内部交融
5.4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问题及路径
5.4.1 主要问题
5.4.2 发展构想
5.4.3 路径选择
5.4.4 政策建议
5.5 基于“3D”框架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分析
5.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5.5.2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背景
5.5.3 基于3D框架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
5.5.4 结论总体综述
第六章 2013-2016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分析
6.1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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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经济总量
6.1.2 产业结构
6.1.3 固定资产投资
6.1.4 对外经贸
6.2 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现状分析
6.2.1 区域一体化进程
6.2.2 基础设施建设
6.2.3 社会民生
6.2.4 生态环境
6.3 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形势分析
6.3.1 与其他两大城市群的比较
6.3.2 区域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
6.3.3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6.3.4 发展竞争力
6.4 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瓶颈分析
6.4.1 制度瓶颈
6.4.2 产业结构瓶颈
6.4.3 治理模式瓶颈
6.4.4 人才瓶颈
6.5 珠三角城市群的前景及方向
6.5.1 发展前景展望
6.5.2 规划及战略
6.5.3 核心城市应发挥作用
6.5.4 粤港澳合作需要突破

第七章 2013-2016年京津翼城市群发展分析
7.1 京津翼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7.1.1 外部环境的变化
7.1.2 经济发展特点
7.1.3 经济发展阻碍
7.1.4 策略及建议
7.2 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联系分析
7.2.1 相关理论概述
7.2.2 经济联系强度
7.2.3 城市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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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研究结果总结
7.3 京津冀城市群网络集中性及空间结构研究
7.3.1 研究方法
7.3.2 可达性与城市网络结构
7.3.3 经济与交通共同作用下的城市网络结构
7.3.4 研究结论总结
7.4 京津翼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分析
7.4.1 发展优势
7.4.2 发展劣势
7.4.3 发展战略
7.4.4 对策措施
第八章 2013-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分析
8.1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地位
8.1.1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基本简介
8.1.2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主要特征
8.1.3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8.1.4 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进入实施阶段
8.2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态势
8.2.1 战略谋划
8.2.2 竞争格局
8.2.3 发展潜力
8.2.4 政策利好
8.3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层面发展分析
8.3.1 交通网络
8.3.2 产业合力
8.3.3 生态建设
8.3.4 多层合作机制
8.3.5 核心城市定位
8.4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及动态变化分析
8.4.1 区域经济联系研究评述
8.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8.4.3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分析
8.4.4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九章 2013-2016年其他主要城市群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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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山东半岛城市群
9.1.1 基本介绍
9.1.2 区域经济现状
9.1.3 协同合作动态
9.1.4 规划及战略
9.2 海峡西岸城市群
9.2.1 基本介绍
9.2.2 城市流强度分析
9.2.3 优势及挑战分析
9.2.4 发展规划
9.3 中原城市群
9.3.1 基本介绍
9.3.2 区域经济现状
9.3.3 开放型经济比较分析
9.3.4 发展问题分析
9.4 成渝城市群
9.4.1 基本介绍
9.4.2 发展形势分析
9.4.3 机遇及挑战分析
9.4.4 未来规划动向
9.5 关中城市群
9.5.1 基本介绍
9.5.2 区域经济现状
9.5.3 发展策略分析
9.5.4 未来规划动向
第十章 世界城市群发展的经验借鉴
10.1 世界城市群发展特点及经验
10.1.1 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10.1.2 国外城市群的发展特征
10.1.3 国外城市群发展的规律
10.1.4 世界城市群的建设经验
10.2 世界五大城市群概况
10.2.1 美国波士华城市群
10.2.2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10.2.3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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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英国中南部城市群
10.2.5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10.3 国外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
10.3.1 日本模式
10.3.2 美国模式
10.3.3 英国模式
10.4 国际城市群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研究
10.4.1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10.4.2 英伦城市群
10.4.3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10.4.4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10.4.5 主要经验总结
10.5 日美城市群产业空间演化对中国的启示
10.5.1 日本城市群产业空间发展特征
10.5.2 美国城市群产业空间发展特征
10.5.3 日美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比较分析
10.5.4 对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启示
10.6 日韩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及借鉴
10.6.1 重视国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10.6.2 加强区域协调的机制化建设
10.6.3 动态调整中央地方间关系
10.6.4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城市群发展
10.6.5 合理解决城市化土地征用问题
10.6.6 日韩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十一章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及战略分析
11.1 城市群的产业发展规律
11.1.1 产业结构的演进
11.1.2 产业特色的优势
11.1.3 产业集群的发展
11.1.4 核心城市的服务业
11.1.5 各城市的产业分工格局
11.2 城市群建设与产业布局的联动分析
11.2.1 区域产业布局
11.2.2 工业化进程
11.2.3 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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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城市群规划建议
11.3 城市群发展的立法需求及其供给
11.3.1 城市群规划密集出台
11.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3.3 城市群发展的立法需求
11.3.4 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
11.4 中国城市群交通合理发展的分析
11.4.1 我国城市群交通体系结构
11.4.2 面临的主要问题
11.4.3 国外的经验及启示
11.4.4 对策及建议
11.5 中国城市群边缘地带发展问题分析
11.5.1 城市群边缘问题的界定
11.5.2 城市群边缘地带发展存在的问题
11.5.3 关注城市群边缘地带问题的必要性
11.5.4 城市群边缘地带问题的发展建议

第十二章 城市群发展的社会风险分析
12.1 城市群产生高风险社会
12.1.1 高风险社会的概念
12.1.2 城市群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12.1.3 高风险社会应对机制相关研究
12.2 城市群地区社会风险PIETINC分析框架
12.2.1 综合分析框架简述
12.2.2 城市群社会风险的“PIETINC”分析模型
12.3 城市群社会风险实证分析
12.3.1 自然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
12.3.2 个别人为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
12.3.3 系统人为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
12.4 城市群社会风险的应对
12.4.1 针对性采取措施
12.4.2 关注重要风险源
12.4.3 从源头规避风险
12.4.4 多方面综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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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前景分析（ZY CW）
13.1 宏观环境未来形势分析
13.1.1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13.1.2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13.1.3 我国城市化的趋势分析
13.2 中国城市群的前景及趋势
13.2.1 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发展大势
13.2.2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趋势
13.2.3 主要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发展
13.2.4 区域性城市群数量继续增长
13.3 中国城市群面临的治理挑战
13.3.1 城市群治理的趋势
13.3.2 中国城市群治理的挑战
13.3.3 中国城市群治理的方向
附录：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附录三：《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附录四：《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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