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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quot;城市规划&quot;是规范城市发展建设，研究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综合

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的综合部署，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蓝图，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也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三个阶段管理的前提

。  

  城市规划是以发展眼光、科学论证、决策为前提，对城市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发

展进行规划，常常包括城市片区规划。具有指导和规范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综合管

理的前期工作，是城市管理的龙头。城市的复杂系统特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随城市发展与运

行状况长期调整、不断修订，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复杂的连续决策过程。

  城市群是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

的联合体。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13个国家级城市群，单身能

走上世界舞台的仅有一个。

  长三角城市群是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但从全球维度来看，长三角人均地区 生

产总值、地均生产总值等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仍存在明显差 距，

城市群发展质量、国际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他五大城市群包括：美国东北大 西洋沿

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国中南 部城市群

。相比于上述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附加值不高，高技术和服务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

高品质的城市创业宜居和商务商业环境亟需营造。城市间分工协作不够，低水 平同质化竞争

严重，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017 年六大世界级城市群面积对比（

万平方公里）2017 年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对比（万人）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发展态势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城市规划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城市规划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城市规划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城市规划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城市规划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城市规划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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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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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2017年分地

区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地 区   废    水排放总量（万吨）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

（万吨）   总氮（万吨）   总磷（万吨）   石油类（吨）   挥发酚（吨）   铅（千克）   汞（千

克）   镉（千克）       全 国   6996610   1021.97   139.51   216.46   11.84   5202.1   233.1   38348.2   880.2  

7126.9       北 京   133188   8.18   0.58   1.93   0.1   19.9   1   3.7   0.1   0.6       天 津   90790   9.26   1.42   2.24  

0.14   163   0.1   66.1   10.8   7.1       河 北   253685   48.68   7.12   10.32   0.45   237.5   8.2   315.9   7.2   5.3     

 山 西   135057   19.52   3.09   4.66   0.25   113.6   18.1   79.9   8.5   7.8       内蒙古   104251   14.97   1.9   2.64

  0.16   141.8   18.6   2349.1   34.2   111.5       辽 宁   237971   25.36   4.81   7.59   0.24   344   13.4   63   2.9  

6.8       吉 林   121464   17.45   2.38   3.36   0.15   313.7   1.6   203.3   6.7   77.5       黑龙江   138121   24.82  

3.77   5.56   0.22   149.4   1.4   25.5   0.7   2.7       上 海   211951   14.18   3.7   7.76   0.27   493   1.1   89.5  

31.8   19.5       江 苏   575196   74.42   10.12   17.08   0.93   348.4   35.3   588.4   1   32.6       浙 江   453935  

41.86   6.67   12.02   0.51   188.5   0.5   549.9   7.5   76.5       安 徽   233838   49.56   5.76   8.4   0.45   222.3  

12.3   639.6   29.4   83.5       福 建   238279   39.49   5.38   7.87   0.52   54.7   0.2   1277   8.7   97.2       江 西  

189362   51.95   5.77   8.08   0.5   159.7   6.2   7004.1   128.9   2941.6       山 东   499884   52.08   7.99   14.14  

0.73   266.6   25.1   1074.6   5.4   31.9       河 南   409107   43.07   6.21   9.35   0.53   174.4   2.4   451.4   14.7  

60.9       湖 北   272694   51.93   7.2   10.83   0.59   165.9   5.4   1462.1   4.4   100.9       湖 南   300563   57.58  

8.3   10.33   0.57   331.5   3.6   2975.8   39.5   701.6       广 东   882020   100.09   13.75   21.9   0.99   201.9   1.7

  3232.3   152.9   526.9       广 西   198144   45.59   4.83   8.88   0.49   67.8   0.7   1398.8   17   250.8       海 南  

44081   7.82   1.09   1.52   0.08   17.1   0   3.7   3.6   2       重 庆   200677   25.27   3.49   5   0.31   117.9   0.3  

64.3   0.6   3.8       四 川   362438   67.51   7.94   11.5   0.85   162.5   9.3   1378.2   86.5   132.4       贵 州  

118017   27.25   3.41   4.67   0.42   163.6   0.3   209.3   3.4   29.6       云 南   185112   33.07   4.14   5.92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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