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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种方针。&quot;新型城镇化&quot;已成为各方关

注的焦点。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

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市场评估与战略咨询报告》共七章。首

先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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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背景篇

1.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分析

1.1.1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分析

（1）中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影响分析

（2）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分析

（3）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挑战分析

1.1.2 中国城镇化水平发展现状分析

（1）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

（2）中国城镇化发展特点总结分析

（3）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动力机制

1.1.3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影响分析

（1）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新型城镇化对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1.1.4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框架分析

（1）历次推进城镇化建设政策汇总分析

（2）中国新型城镇化相关产业政策规划



（3）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框架

1.1.5 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潜力与空间预测

（1）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国际比较

（2）农村人口转化基数存在潜力

（3）从城镇人口增速看可行性

（4）从城镇就业岗位供给看可行性

1.2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动力机制分析

1.2.1 政府调控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1）政府调控对城镇化的引导作用分析

（2）政府调控对城镇化的推动与支持作用分析

（3）政府调控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分析

1.2.2 经济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1）经济实力对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分析

（2）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分析

1.2.3 生产要素流动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1）资本投入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分析

（2）劳动力资本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分析

1.2.4 自然环境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1）地理条件对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2）自然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3）环境状况对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1.2.5 城镇化不同阶段的动力机制分析

（1）城镇化启动阶段动力机制分析

（2）城镇化起飞阶段动力机制分析

（3）城镇化成长阶段动力机制分析

（4）阶段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第2章：土地篇

2.1 土地制度与城镇化进程分析

2.1.1 土地制度变革历程与城镇化分析

（1）前两次土地改革中的城镇化进程分析

（2）人民公社运动期间的城镇化进程分析



（3）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城镇化进程分析

（4）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的城镇化进程分析

2.1.2 土地制度问题对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分析

（1）土地产权性质模糊的权属因素分析

（2）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畅的市场因素分析

（3）土地征用不合理的程序因素分析

2.2 土地利用现状与存量优化分析

2.2.1 土地制度与土地权利分析

（1）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析

（2）土地一二级类别划分及权利分析

（3）土地不同类别用地使用现状分析

2.2.2 土地城镇化中的供给约束分析

（1）自然禀赋的约束分析

（2）土地管理制度的约束分析

（3）建设用地指标的约束分析

（4）&ldquo;饿地政策&rdquo;的约束分析

2.2.3 土地城镇化中的存量优化分析

（1）城镇低效土地再利用分析

（2）存量土地优化的空间分析

2.3 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方案设想

2.3.1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与评价

（1）土地国有化改革方案与评价

（2）土地私有化改革方案与评价

（3）完善土地集体化改革方案与评价

（4）土地多种所有权并存的方案与评价

2.3.2 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与构想分析

（1）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体构想

（2）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阶段

2.4 集体土地流转与用地集约利用分析

2.4.1 城镇化下集体土地流转分析与政策推演

（1）农用地流转政策导向分析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导向分析



（3）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分析

（4）集体土地流转政策趋势预测分析

2.4.2 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分析

（1）城镇化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关系分析

（2）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分析

2.5 土地财政与新型城镇化用地分析

2.5.1 土地财政来源渠道分析

（1）卖地生财模式分析

（2）附地生财模式分析

（3）押地生财模式分析

2.5.2 土地财政发展历程分析

（1）轮&ldquo;圈地运动&rdquo;分析

（2）土地财政的关键转折点

2.5.3 土地财政发展规模分析

（1）土地出让供地规模分析

（2）土地实现税收规模分析

（3）土地出让收益规模分析

2.5.4 新型城镇化建设用地发展趋势

（1）城镇化增长趋势分析

（2）土地非农化需求预测

（3）土地供应充足度预测

（4）批准建设用地情况分析

（5）城市地价增长速度预测

2.6 集体土地流转地方实践案例分析

2.6.1 农用地流转：成都鹤鸣村模式分析

（1）成都鹤鸣村模式产生背景

（2）成都鹤鸣村模式具体分析

（3）成都鹤鸣村模式总结点评

2.6.2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安徽芜湖、广东南海模式

（1）安徽芜湖模式分析与总结点评

（2）广东南海模式分析与总结点评

2.6.3 宅基地复垦置换用地指标：天津、重庆模式



（1）天津模式分析与总结点评

（2）重庆模式分析与总结点评

2.7 国际土地制度与土地流转模式借鉴

2.7.1 世界主要国家农地制度变革形式

（1）各国土地所有制形式比较分析

（2）主要国家农地制度变革形式分析

2.7.2 世界主要国家土地流转变革历程

（1）英国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2）澳大利亚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3）法国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4）美国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5）巴西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6）日本和韩国土地流转变革历程分析

 

第3章：资金保障机制篇

3.1 新型城镇化资金来源与发展环境分析

3.1.1 中国新型城镇化资金来源分析

（1）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分析

（2）新型城镇化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分析

3.1.2 中国新型城镇化融资环境分析

（1）财政环境分析

（2）货币环境分析

3.2 政府债务规模与改革趋势分析

3.2.1 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类型

（1）中央政府债务类型分析

（2）地方政府债券分析

（3）地方政府贷款分析

（4）地方政府向上级财政借款

（5）地方政府信托融资及保险资金利用

（6）地方政府BT代建分析

3.2.2 乡镇一级政府债务分析

（1）乡镇政府债务成因分析



（2）乡镇政府举债特征分析

（3）乡镇政府债务规模估测

3.2.3 政府资产负债表规模与结构分析

（1）政府负债规模分析

（2）政府负债结构分析

3.2.4 政府债务规模预测与改革趋势

（1）级政府债务规模与结构预测分析

（2）城镇化下的地方债改革发展趋势

3.3 城镇化与财税体制改革分析

3.3.1 我国财税体制发展历程

（1）财税体制发展历程分析

（2）财税体制变革背景分析

（3）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分析

3.3.2 中国政府财政现状分析

（1）中央财政收支现状与结构分析

（2）地方财政收支现状与结构分析

（3）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析

3.3.3 中美财税体制对比分析

（1）美国财税体制分析

（2）中国财税体制分析

（3）中美财税体制比较

3.3.4 财税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1）财税改革的大方向

（2）财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3）财税体制改革的时间表

3.3.5 财税改革的深远影响分析

（1）财税高增长已去，投资将分化

（2）财税改革支持我国经济转型

（3）对行政体制和政府负债的影响

（4）财税体制改革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第4章：城镇规划与布局篇



4.1 城镇化总体战略规划分析

4.1.1 城镇化总体战略规划分析

（1）城镇化总体战略规划基调

（2）城镇化总体战略规划思路

4.1.2 &ldquo;两横三纵&rdquo;战略格局分析

（1）&ldquo;两横三纵&rdquo;城市化格局战略分析

（2）&ldquo;两横三纵&rdquo;战略格局建设重点分析

（3）&ldquo;两横三纵&rdquo;发展模式分析与深度剖析

4.1.3 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城市建设分析

（1）科学规划城镇空间布局

（2）推动产业和城镇协调发展

（3）注重提高发展质量

（4）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4.2 城市群规划与布局分析

4.2.1 国家级城市群分析

（1）京津冀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经济发展动力及模式分析

（2）长三角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经济发展动力及模式分析

（3）珠三角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分析

6）城市群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分析

4.2.2 规模城市群分析

（1）辽中南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发展前景分析

（2）山东半岛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发展战略分析

6）城市群发展前景分析

（3）海峡西岸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发展定位与目标分析

（4）中原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发展战略及目标分析

（5）长江中游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发展定位分析

6）城市群未来发展动向分析

（6）关中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最新动向分析

6）城市群发展前景分析

（7）成渝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支柱产业分析

4.2.3 区域性城市群分析

（1）哈长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发展优势分析

（2）呼包鄂榆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转型发展模式分析

（3）太原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空间形态及功能定位分析

6）城市群建设路径分析

（4）宁夏沿黄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发展目标与方向分析

6）城市群最新建设情况分析

（5）江淮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空间结构分析

（6）北部湾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建设情况分析

（7）黔中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分析

（8）滇中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5）城市群主要城市定位分析

6）城市群发展战略分析

（9）兰西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10）乌昌石城市群分析

1）城市群构成及核心城市分析

2）城市群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3）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分析

4）城市群人均GDP规模分析

4.3 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4.3.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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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2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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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3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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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6）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7）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4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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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5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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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6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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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7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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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8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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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9 川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3）川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川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5）川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0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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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1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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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2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3）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5）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3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3）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5）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4 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3）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5）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4.3.15 西藏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投资分析

（1）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分析

（2）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3）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展望

（4）西藏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建议

（5）西藏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机会

 

第5章：户籍篇

5.1 户籍制度发展历程与改革趋势

5.1.1 户籍制度发展历程分析

（1）户籍制度的由来和动因分析

（2）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分析

（3）元制度下的三元结构分析

5.1.2 非农户籍人口扩张的动阻力分析

（1）非农户籍人口数量扩张动力分析

（2）农民落户城市存在的阻力分析

5.1.3 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势分析

（1）户籍制度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制约

（2）户籍制度改革四大思路推断分析



5.2 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分析

5.2.1 户籍改造人口规模测算

（1）农民工数量变化测算

（2）外出农民工连带人口测算

（3）城镇户籍推进速度测算

5.2.2 户籍改革红利分析

（1）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测算

（2）对房地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3）对居民支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4）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分析

 

第6章：产业投资机会篇

6.1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6.1.1 高速铁路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高速铁路投资建设规模分析

（2）城镇群铁路网规划和特征

（3）高速铁路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4）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6.1.2 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轨道交通投资建设规模分析

（2）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压力分析

（3）未来轨道交通市场化融资趋势

（4）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6.2 建筑工程领域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6.2.1 建筑装饰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建筑装饰投资规模分析

（2）建筑装饰投资机会分析

6.2.2 园林绿化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园林绿化投资建设规模

（2）园林绿化投资机会分析

6.2.3 城市综合体建设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城市综合体建设存量规模



（2）城市综合体建设增量规模

（3）城市综合体投资机会分析

6.2.4 医院建设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医院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2）医院建设投资机会分析

6.3 节能环保领域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6.3.1 建筑节能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绿色建筑发展规模分析

（2）建筑节能投资机会分析

6.3.2 废水治理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废水治理投资规模分析

（2）废水治理投资机会分析

6.3.3 固废治理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1）固废治理投资规模分析

（2）固废治理投资机会分析

6.4 智慧城市领域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6.4.1 电子政务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电子政务投资规模分析

（2）电子政务投资机会分析

6.4.2 云计算建设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云计算市场规模分析

（2）云计算投资机会分析

6.4.3 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分析

（2）医疗信息化投资机会分析

6.5 医疗健康领域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6.5.1 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分析

（2）医疗器械投资机会分析

6.5.2 专科医疗发展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专科医院发展规模分析

（2）专科医院投资机会分析



6.5.3 医疗机构发展规模与投资机会分析

（1）医疗机构发展规模分析

（2）医疗机构投资机会分析

6.6 房地产及其他领域投资规模与机会分析

6.6.1 房地产市场需求结构与建设规模分析

（1）过去十年房地产牛市驱动因素经验分析

（2）未来十年房地产市场真实需求结构分析

（3）房地产市场投资建设规模分析

6.6.2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1）新增城镇人口带来的住房刚需

（2）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改善性需求释放

（3）城镇化老旧住宅带来的更新需求

6.6.3 新型城镇化下的其他投资机会分析

（1）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2）城市服务业大发展中的投资机会

（3）城市消费升级中的投资机会

 

第7章：路径设计与国际经验篇

7.1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设计与发展模式

7.1.1 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转移路径分析

（1）中国对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2）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拐点分析

（3）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支柱产业转换分析

（4）中国新型城镇化下的产业区域转移分析

7.1.2 新型城镇化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分析

（1）新型城镇化中土地开发强度分析

（2）新型城镇化建设空间结构调整趋势

7.1.3 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度安排推阻机制分析

（1）城镇化制度安排中的推阻机制

（2）城镇化推阻机制中的政策进展

7.1.4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路径分析

（1）中国金融业发展现状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2）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路径建设分析

7.1.5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1）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2）中国典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7.2 国际城镇化建设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

7.2.1 英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英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英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2 法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法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法国农村城镇化的形成历程

（3）法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3 德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德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德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3）德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4 美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美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美国农村城镇化的开发模式

7.2.5 挪威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挪威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挪威农村城镇化的形成历程

（3）挪威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6 日本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日本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日本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成果

（3）日本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7 韩国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韩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背景

（2）韩国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成果

（3）韩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措施

7.2.8 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1）印度城镇化的建设发展分析

（2）拉美国家城镇化建设发展分析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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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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