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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坚持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会议提出六大任务，一推进农业转业人口市民化;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

效率;三建立多元资金保障体制;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六加强对城镇

化的管理。 

在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确定2020年发展目标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为实现这一目标，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在发展

目标中明确，&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

转户1300万人以上。在2014-2020年，中国城镇化将呈现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产业研究报告

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研究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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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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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经济环境之经济实力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5.2.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5.2.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5.2.3 经济实力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5.2.4 经济实力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典型案例分析 

5.2.5 中国区域经济实力发展预判 

5.3 经济环境之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5.3.1 中国产业发展整体状况 

5.3.2 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及产业集聚 

5.3.3 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5.3.4 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影响的典型案例分析 

5.3.5 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现状及路径选择 

（1）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方向及拐点介绍 

（2）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及发展路径 

（3）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下中国产业区域转移现状及发展路径 



第6章：基础设施环境状况及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6.1 新型城镇化建设动力因素五&mdash;&mdash;基础设施环境的影响概述 

6.2 基础设施环境之交通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6.2.1 中国交通设施发展现状 

（1）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 

（2）铁路及高铁建设 

（3）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 

（4）水路及港口 

（5）通用航空 

6.2.2 中国各区域的交通设施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各区域交通设施发展状况 

（2）中国交通设施发展存在的问题 

6.2.3 交通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6.2.4 交通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6.2.5 中国交通设施发展规划 

6.3 基础设施环境之通信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6.3.1 中国通信设施发展现状 

（1）基站建设 

（2）网络建设 

6.3.2 中国各区域的通信设施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各区域光纤宽带渗透率 

（2）中国通信设施发展存在的问题 

6.3.3 通信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6.3.4 通信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6.3.5 中国通信设施发展规划 

6.4 基础设施环境之生活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6.4.1 中国生活设施发展现状 

（1）生活垃圾处理 

（2）污水处理 

6.4.2 中国各区域的生活设施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各区域的生活设施发展状况 

（2）中国生活设施发展存在的问题 



6.4.3 生活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6.4.4 生活设施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6.4.5 中国生活设施发展规划 

6.5 基础设施环境之环境绿化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6.5.1 中国环境绿化发展现状 

（1）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规模 

（2）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规模 

（3）城市绿化覆盖率增长情况 

6.5.2 中国各区域的环境绿化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各区域的环境绿化发展状况 

（2）中国环境绿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6.5.3 环境绿化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6.5.4 环境绿化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6.5.5 中国环境绿化发展规划 

第7章：社会文化环境状况及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7.1 新型城镇化建设动力因素六&mdash;&mdash;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概述 

7.2 社会文化环境之教育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7.2.1 中国教育资源环境现状 

7.2.2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教育资源分布状况 

（2）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7.2.3 教育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7.2.4 教育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7.2.5 中国教育资源发展规划 

7.3 社会文化环境之医疗卫生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7.3.1 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环境现状 

（1）医疗卫生机构 

（2）卫生技术人员 

（3）医疗机构床位 

7.3.2 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状况 



（2）中国医疗卫生存在的问题 

7.3.3 医疗卫生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7.3.4 医疗卫生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7.3.5 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发展规划 

7.4 社会文化环境之科学文化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7.4.1 中国科学文化资源环境现状 

（1）科研机构 

（2）国家重点实验室 

（3）国家级高新区 

7.4.2 中国科学文化资源分布状况及存在问题 

（1）中国国家高新区分布状况 

（2）中国科学文化存在的问题 

7.4.3 科学文化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7.4.4 科学文化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案例 

7.4.5 中国教科学文化资源发展规划 

第8章：中国城镇化建设重点区域案例分析 

8.1 中国城市群规划与布局分析 

8.1.1 国家级城市群分析 

（1）长三角城市群 

（2）珠三角城市群 

（3）京津冀城市群 

（4）长江中游城市群 

（5）成渝城市群 

8.1.2 区域性城市群 

（1）哈长城市群 

（2）山东半岛城市群 

（3）辽中南城市群 

（4）海峡西岸城市群 

（5）关中城市群 

（6）中原城市群 

（7）北部湾城市群 



（8）天山北坡城市群 

8.1.3 地区性城市群 

（1）呼包鄂榆城市群 

（2）晋中城市群 

（3）宁夏沿黄城市群 

（4）兰西城市群 

（5）滇中城市群 

（6）黔中城市群 

8.2 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 

8.2.1 河南省 

（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2 安徽省 

（1）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3 湖北省 

（1）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城镇空间组织 

（4）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支撑体系规划 

（5）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6）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4 湖南省 

（1）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5 江西省 



（1）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6 山西省 

（1）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7 福建省 

（1）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8 江苏省 

（1）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9 四川省 

（1）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四川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10 云南省 

（1）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8.2.11 吉林省 

（1）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 

（2）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3）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第9章：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环境及发展模式选择策略 

9.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阶段及发展环境总结 

9.1.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9.1.2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环境总结 

9.2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策略建议 

9.2.1 高质量推进人口市民化 

（1）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推动全面户籍改革 

（2）在城市群、都市圈开展户籍同城化改革 

（3）以居住地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 

（4）实施农民工中长期住房与就业制度改革 

（5）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激励相容政策 

9.2.2 高效率配置土地资源 

（1）推进全国土地交易制度的改革 

（2）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的改革 

（3）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改革 

（4）盘活集体存量建设用地的改革 

（5）土地要素分配机制的改革 

9.2.3 完善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9.2.4 构建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 

（1）构建新型央地治理结构 

（2）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开展要素市场化改革 

（3）以联合编制与实施规划为突破点开展改革 

（4）探索新型空间数据治理的重大改革 

（5）开展城市群发展指标的科学统计 

9.3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选择策略建议 

9.3.1 国际城镇化建设发展模式解析 

（1）英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2）法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3）德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4）美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5）挪威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6）日本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7）韩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8）印度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分析 

（9）拉美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9.3.2 国际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1）发达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2）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经验借鉴 

（3）中国当前主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4）中国典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案例 

9.3.3 当前阶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选择策略建议 

（1）有序推进城镇化：乡村振兴 

（2）改善城市环境：城市更新 

（3）推动产城融合：培育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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