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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棚户区改造是中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生工程

。中国从2009年开始，对中国国内煤炭采空区、林场、农垦及华侨农场中棚户区进行大规模

改造。

  2012年9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

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

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 

  2019年10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ldquo;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

发展工程。&rdquo;&ldquo;这项工作对改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补上发展短板、扩大有效

需求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lsquo;一举多得&rsquo;。棚改要更好体现住房居住属性，要

切实把这件好事办好。&rdquo;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棚户区改造建设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

十四章。首先介绍了棚户区改造建设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棚户区改造建设

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棚户区改造建设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棚户区改造建设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棚户区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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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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