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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楼宇经济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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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宇经济是以商务楼、写字楼、科研楼宇、标准厂房、城市综合体、保护建筑和农居等(不包

括行政、事业单位自用房、宾馆、专业市场、医院、学校等建筑)为载体，通过出租、售卖、

合作等形式，招商引进现代服务企业和都市型工业，从而培植新税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

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 

楼宇经济是集聚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高级经济形态，能够在非常集约的空间内汇

聚可观的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创造持续的就业与税收，产生的财富效应与节地效应非

常明显。 

当前，我国楼宇经济发展迅速。从全国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楼宇经济

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市等地的楼宇重在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高人力资本、全球总部型的产业链，中部地区如长沙等地的楼宇经济发展则处于规划建

设、资源配置、政府引导等层面，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较高;南部地区如杭州、深圳等地的楼

宇经济正在走地方特色发展道路，其中杭州在推动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实践，

拥有较为丰富经验。 

与国外以市场主导形成的CBD发展相比，国内楼宇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的引导和行

政力的推动，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式的增长过程，呈现出多类型、多业态、多模式千

帆竞发之势。从发展模式来看，国外一般是从空间发展的模式来进行区分，以显示不同城市

的空间发展特点。国内的楼宇经济发展模式则可从楼宇的开发主体、空间分布及楼宇经济的

业态集聚等角度探讨不同的发展特色，以引导城市政府结合自身的禀赋和优势发展楼宇经济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大发展之后，城市之间的竞争已进入以楼宇经

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经济决胜负的新阶段。与国外楼宇经济发展相比，国内楼宇经济发展

时间较短，政府主导功能非常明显，更为重视依循具体的发展路径。 

从国内城市楼宇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筑巢引凤、腾笼换鸟、盘活存量

、转型促动、主题驱动、优势带动、精品效应、文化提升、品牌服务九种发展路径。不同城

市可以根据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区域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

与发展途径。 



楼宇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点、城市经营的新理念、城市发展的新模式，继知识经济、总

部经济之后受到城市政府的青睐，许多大中城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借此推进城

市产业的升级、城市功能的拓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楼宇经济区别于产业园区需要大规模

的土地面积进行创收，而是从单元建筑面积的角度谋发展，向空间要效益。未来，楼宇经济

的发展将是城市间竞争的重要评比要素。 

本报告利用资讯长期对楼宇经济跟踪搜集的市场数据，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行业的整体高度

来架构分析体系。报告主要分析了我国楼宇经济发展背景;我国楼宇经济发展环境、发展历史

与现状;国际楼宇经济发展经验;我国各城区楼宇经济出台的政策情况;我国50个城区楼宇经济

发展分析;国内标杆楼宇经济区发展案例;国内楼宇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国内楼宇楼宇经济招

商引进模式;楼宇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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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济南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3.9 长春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 

6.4.1 成都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2 重庆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3 武汉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4 长沙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5 洛阳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6 昆明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7 贵阳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8 南昌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6.4.9 西安市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1）城市经济实力分析 

（2）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3）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规划 

（4）典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第7章：国内楼宇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 

7.1 国内楼宇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7.1.1 基于开发主体的发展模式 

（1）政府主导型模式 

（2）市场主导型模式 

（3）多元合作型模式 

7.1.2 基于空间布局的发展模式 

（1）单核高强度发展模式 

（2）多核多中心发展模式 

（3）轴线扩展的发展模式 

7.1.3 基于业态集聚的发展模式 

（1）综合型楼宇发展模式 

（2）主题型楼宇发展模式 



（3）都市工业型发展模式 

7.2 国内楼宇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7.2.1 老城区楼宇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1）腾笼换鸟模式与案例分析 

（2）存量盘活模式与案例分析 

（3）转型升级模式与案例分析 

7.2.2 开发区楼宇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1）筑巢引凤模式与案例分析 

（2）主题驱动模式与案例分析 

（3）优势带动模式与案例分析 

7.2.3 核心区楼宇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1）精品效应模式与案例分析 

（2）文化提升模式与案例分析 

（3）品牌服务模式与案例分析 

7.2.4 县域楼宇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1）载体驱动模式与案例分析 

（2）区域合作模式与案例分析 

（3）都市工业模式与案例分析 

第8章：国内楼宇经济招商引进模式分析 

8.1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典型模式概述 

8.1.1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模式的应用 

8.1.2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模式的特点 

8.1.3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模式的优劣势 

8.1.4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方向 

8.2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风险与规避 

8.2.1 商务楼宇招商引资风险分析 

（1）招商引资政治风险 

（2）招商引资经济风险 

（3）招商引资产业风险 

（4）招商引资金融风险 

8.2.2 中国规避招商引资风险的措施分析 



（1）招商引资要&ldquo;以我为主&rdquo; 

（2）逐步减少直至消除 &ldquo;超国民待遇&rdquo; 

（3）防止垄断格局的进一步恶化 

（4）提高技术引进的水平 

（5）国内企业作为技术进步主体 

（6）实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互动战略 

（7）积极推进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8.3 商务楼宇招商方式分析 

8.3.1 企业入楼行为分析 

8.3.2 楼宇经济招商环境 

8.3.3 楼宇经济招商定位 

8.3.4 楼宇经济招商标准 

8.3.5 楼宇经济招商方式 

（1）中介招商 

（2）产业招商 

（3）网络招商 

（4）其他招商方式 

8.4 楼宇经济招商策划分析 

8.4.1 楼宇经济营销方案总纲 

（1）项目营销策略定位 

（2）目标客户的调研 

（3）宣传策略与营销手段选择 

（4）项目的区域品牌定位 

8.4.2 楼宇经济招商引资策略建议 

（1）招商引资市场策略 

（2）招商引资产品策略 

（3）招商引资价格策略 

（4）招商引资促销策略 

（5）招商引资渠道策略 

（6）招商引资服务营销策略 

第9章：楼宇经济发展机遇与对策建议 



9.1 我国楼宇经济发展机遇 

9.1.1 国内投资环境带来的机遇 

9.1.2 货币政策调整机遇 

9.1.3 土地政策调整的机遇 

9.1.4 区域经济转型的机遇 

9.2 发展楼宇经济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9.2.1 转变发展方式，实施&ldquo;三个转向&rdquo; 

（1）&ldquo;重开发&rdquo;转向&ldquo;重运营&rdquo; 

（2）&ldquo;重形态&rdquo;转向&ldquo;重业态&rdquo; 

（3）&ldquo;重综合&rdquo;转向&ldquo;重特色&rdquo; 

9.2.2 着眼转型升级，突出&ldquo;三条主线&rdquo; 

（1）突出&ldquo;创新发展&rdquo;主线 

（2）突出&ldquo;特色发展&rdquo;主线 

（3）突出&ldquo;品位发展&rdquo;主线 

9.2.3 坚持多轮驱动，实现&ldquo;三大突破&rdquo; 

（1）实现&ldquo;发展理念&rdquo;的突破 

（2）实现&ldquo;发展瓶颈&rdquo;的突破 

（3）实现&ldquo;发展环境&rdquo;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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